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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顾问、桐城市供电局局长向国建赴贵州考察民

俗风情后 ， 对 《桐城民俗风情 》提出宝贵意见。 图为在黄

采树瀑布留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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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刘铁梁

看到 《桐域民俗风情》这部书稿，先从地名上就发生好奇心。

我们都知道，清代文坛上有一批声名赫赫的"桐域派"散文作

家，其创始人方苞和代表人物中的刘大棍、姚籍等都是家在桐

域。 那么，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中是不是会沾染上更多的文人气

质呢?读过之后，觉得这种猜测确有几分道理，比如那些古街、旧

宅、祠堂、石桥;那些驿铺和曾为"七省通街"的大道，都证明了

这个古老县城与皇朝历史的紧密联系 。 从那些留下来的古代槌

联，到为婴儿"洗三"时唱的歌谣"滚滚头，中诸侯;滚滚颈，乌

纱圆顶;滚滚腰，骑马挎刀;滚滚脚，七抬八托都不免让人体

会到当年的那些文人举子，是从一个什么样的乡土社会中走出，

又参与营造了一种什么样的地方文化氛围 。

不过，眼前这部书的主要目的，在于记录普通老百姓的风俗

习惯，包括建筑交通、生产器用、风物特产、饮食服饰、岁时节日、

婚姻生育、娱乐竞技，交际信仰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这些被记录

的现象，既是广大民众的实际生活，也是他们所创造、传承和事



用的文化。它们不仅与官方政治 、文人仕途等上层社会的生活形

成反差，而且与依靠文字表达的典籍文化在形态上也很不相同 。

我们了解这些民俗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满足"入乡问俗或者

能身临其境地去了解一方百姓生活的愿望。对于桐域人来说，可

以对自己的乡土文化有更加清楚的认识，从而更加热爱家乡 。 毫

无疑问， {桐城民俗风情》所告之于读者的，实际上已包含了如

下丰富的信息:在以往的岁月里，桐域的广大群众，拥有着哪些

实用的生产知识;建立了怎样有张有弛的生活秩序;形成了哪些

良好的道德行为规范;追求着什么样的生活理想等。本书和其它

民俗志的著作一样，由于汇集了乡土生活的许多情况和收录了

民众掌握的大批知识，因而就在地方文化的建设上做出了自己

独特的贡献。

民俗志的出版，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有助于改变我们以往

对"传统文化"认识上的片面性，促使我们不只是注意圣贤、名

家的创作，也能注意了解普通民众所拥有的文化创造和集体的

精神。 民俗志作者，都有一种共同的态度，就是将民间传承的文

化作为民族文化系统中的基础部分来看待，这在学理上是完全

正确的。 我国历史上从来就有一些文人、政治家，比较注意和留

心收集民间流传的歌谣故事，记录各方不同风俗习尚，虽然在他

们的立场、评价上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总的来说，不仅为后人留

下了一笔宝贵的民俗资料，也形成了一种具有古代民主精神的

学术传统。 到了上一个世纪的"五四"时期，受外来科学文化和

进步思潮的影响，中国现代民俗学诞生了，其标志就是北京大学

-2-



的歌谣学运动。 经过 80 多年的奋斗，现在这一门独立的学问已

经得到很大的发展，除了理论方法的建设之外，令人欣慰的最大

成绩就是积累了众多的民俗志资料，其中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

成果更为突出 。但各地的情况也不很平衡，有些地方的民俗调查

还基本没有认真进行过。至今仍有许多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人，

对于民俗文化还是缺乏应有的认识，这难免影响研究工作的深

入。 当然，研究民俗的人，如果不联系整体传统文化来看问题，那

也是有失于片面的 。组织本书搜集与整理的桐城市文联的叶濒、

徐庶同志曾告诉我，他们是抱着急起直追的态度和强烈的紧迫

感，来担当这项任务的。这表明他们对民俗文化的地位有着正确

的估价。 我猜想，在桐域这个向以古代文人而出名的地方，从事

文化工作的同志，能够在短时间里写出自己地方的民俗志来，应

该是得益于观念的进步和目标的明确 。

"万事起头难

民俗文化的研究及其应用的工作，一定会得到全面和深入的开

展。为使后续的工作做得更好，我想在有关民俗理论方面谈一点

看法，供同行们参考。

我们都承认民俗是生活文化现象，但它和知识分子熟悉的

典籍文化到底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在民俗学概论的书中，已经

对民俗的特征作了五条概括:集体性，传承性和扩布性，稳定性

和变异性，类型性，规范性和服务性。 我在这个基础上还想加上

两条，一是整体性，二是象征性。所谓整体性，是指民俗在存在的

方式上，任何一种现象在实际生活里都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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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系为一个整体。 比如，如果某个村庄是以烧陶瓷为副业的，

那么村民往往就会对窑神有特别的信仰，他们为售出陶瓷产

品，也会与外界建立某些特殊的联系，还会有其它一些与周围

村庄不尽相同的生活习惯。 这表明，这个村在生产、交通、节日、

信仰等各方面的习俗现象，实际上就构成一个具有自身特点的

文化系统。

所谓象征性，是说民众不一定掌握书面文字这种符号体

系，更不用说那书本上的一套套学术用语了，但他们掌握着与

生活紧密联系的口头语言，其中不乏大量生动传情的比喻、代

指等语汇，也掌握着其它许多表情达意的象征符号，诸如吉祥

图案、行为禁忌、仪式礼节等。 所有这些，多不是外人十分清楚

的，可是在一个乡邻群体当中，则是他们互相交往或表达集体

的意愿时，必不可缺的语言与工具。 可见，研究民俗而不研究其

象征含义，肯定会事倍功半。 所以，民俗学的调查主张深入细

致，详实具体，注意发现相王的关联，道理就在这上面。

借着 《桐城民俗风情》出版的机会，发表这一点不成熟的

意见，还望同仁给予批评。 是为序。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兼任中国民间文

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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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崔莫愁

民俗，是一个普遍的人类文化现象，是一个地方的人民大众

世世代代形成的风俗，习惯。

我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教授指出人一生下来，就是社会

的动物、政治的动物，也是民俗的动物。 "每个人从出生之日起，

直到长大成人以后，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无论从事何种职业，

无论贫富贵贱，都不能摆脱民俗。

"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在我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的

多民族大家庭里，就自然形成了不同的风俗习惯，表现得极其丰

富多彩、绚丽斑斓。

桐域是历史悠久的文化之乡。明清时中国文坛上拉领风骚

的桐域文派，在其故乡桐城以其强大的文化、精神力量深刻影响

着这块土地上人民群众的行为和意识，在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民俗。 诸如生养教育、婚丧嫁娶、佳节喜

庆、文娱游戏、饮食服饰、信仰者导祀等各种民俗事象都有着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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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厚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

徐庶、叶濒同志编慕出版的 《桐城民俗风情 } ~ 为整理保存

地方民俗资料作出了可喜的贡献。 这对于促进地方民俗文化资

源的保护和应用，促进民间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必将产生重

要的作用 。

(作者系安徽省文联副主席、安徽省民俗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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