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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重'1 雄主

何彬女士的 (j.:x... ;:1吁汉革丧葬文化》 一书 . 足她的博士学位

论又 .

在中国的南万 . 特别且在且革 浙且一带 . 王今在民间何

保留着捡骨再养和由坑"椅子坎"的习俗. 本书要讨论崎就是

埠种独特的 习俗意味蕃什么?它的支化本质何在'以及地理各

仲 、 民间仿伸、 在鼻习 i￥ 伞，坎罩彤命l之闹的关 阜如何' 并且是

接着各样的牌培是品演进的。

札清楚地记碍呵阳女士师从忡段文立生事'1苦研克的价景 .

在认明坷刷女士.还是她在i匕京师范大学外语象学习的时候 ，那

时一个日本代表回来切.他担任临叶翻译，她叶子民俗学的丁

解和时于日语的娴熟.使在踊为惊异，她恭谦虚心的毒庄 、 4惠

价而周到的工作，给在留下很深的印草 . 以后院 T 1L碍， 1it\ 
H 日本访问期间.且她已在 a 本周五历史民俗溥轴馆从事司~ a 
丧葬习俗的比段研克 丁 . 且在退留博抽馆的几个..时当中 . 一

有机会晶侵同在甘论这个"" Q ，后朱，她坷从钟欲丈且生做博

士生.还是蛙续研直这-i束题. 挂在写作论又剧间， j叫警用心

做学问的精jf ， ~...:旦时待怦在的品爆且心的是血，锥蛐~邪样

地令人印阜谭嗣.她J 次"'1' ，进骨田野调查(1( 4售看-着她



书中所附的一善圈怠，就可抹想到她三作的沮丧入和认真). J<l民

间革访，和1. 1 大量的草一手资料，蜡制 7 许多国式，拍撮丁

大量的照片.她对于研究叶阜的描述是很精细的，章头工作也

很参l苦，牵分络析、 穷板义理，营刀拮据现靠背后的真谛.

答辩会上钟政丈、林耀华、杨重、马学良芋先生时她所做

的工作有很好的评价和称赞，认为她的论丈在民俗志学、又化

主研克、臼正才法论才函，都做出有益崎探索，都踊有价值. 此

外，我们的过邻 日本、韩国、 M及本南亚的检骨鼻习俗、 冲

绳一带的龟V草、韩国的革坟号，但乎也与我国认尚的算俗和

革式有关耻，因此这-j果是草连使亚刑广大地域的古丈化比蛙研

究提取 T 一新的主点和实伊'1 .

在答辩会上问及会前会后，结合性的论丈，在曹虽有过铃

声思考 E 譬如乱，民俗事幸或者宽泛善说整个民间文化，以其

性质来分，是否可山先l为三大墨，即(一〉 轴盾的(二〉制度、

体制、习惯崎， (三)精神的、观念的。耕盾的，涉在衣、食 、

位、行、一协生产和生活崎器楠、 ii艳、 挂在、万?法 、 开)i.J 辛

辛。革二部分包括蜡幅舍1])宜 、 事族制庄、科会组担、习俗、民

间律注辛辛，革三万面包括仿仰、文学、艺术等等. 看起来，器

轴方面的现革是很容品在短时段内就在生变化的.就像单元楼

一夜主间就可以代替四合院JL一样，然品对于任何民间文化事

草，有彤的部分同且帘的魂古，总有割不断崎联，f... ..椅子坎"

在当今历史阶段的重新大兴，并非是一个罕见的特例.特质文

化现革和精神文化现革总是主坦在一起，在一个具体事牵来说.

往往而且为一个难U割裂崎电量的蝇一体.古老的灵艳现幸同

，早俗.鼻制、 ~Á21 "椅子坎"之间依然贯草着一条扯不断的线 .

然而我们但乎还看到这样的一种情景，当民俗事辜的外在

形式仿佛像黑攸在之时.只要细如地考察、详加分析.它的内

油及人们对它的价值判断.已在悄然地置也丁 . 当辑运种置也



是所来有自.是有现稼可循的 . 民俗学工作者的又职就在于通

过科学研究.认识耻往人民生活的历主真画目，何市所作实证

研克的幸 旨也在于朝运个才向智力 . 这样做的结果或可对未来

的庄屉趋静，作出某种估计，使得我们前进的步伐声一善!J:t 、

声一塾自由 . 当提￡莲后一且是相当困难的 . 我们的且直往往超

出于我们的可能.

从何彬女士的调查中，在们可以强烈的感觉到 g 传统的势

均 、 习惯的势却是十分顽强的 ， 而且往往是带冉的，扎不'"意

使用一个学术t先泳惯用的"集体ι章担..~样崎芋眼儿，我要

说。"人民的历史记忆"是明强而持久的，这种记忆常常在新的

历史耳境中叶传就作某些'斤的改适 、 新的组合或新崎诠解.人

民均历史记忆对传且会过这、会增删、 甚豆有会章或1ι幸的

"遣$"，而且因新的现实的要求，通过各种万式(例如通址舆

论.通过新的价值判断、通过律浩辛等 ) ，实行适应新的历史条

件的调量、匡正和自得。对于运些有趣的现阜正其直屉轨地进

行研究当辑是十分有且的 .

}年从事民俗学研克的用Æ.博士，同意将他的一品研究专

论附于本书之后 ， )}.JQ使我们对本书所要讨论崎问题有丁史深

的理解. 用主博士与何彬女士的论题相址，出且点相同，说明

这个题目咀引着不少学者们的在意. 且被说周主博士的专论为

本书增色不少，它们相映成'1'，使有提电个方画的研克里加丰

富声彩 . 用主博士的研究山比鞋为特点't的学术意义确实可

能 已经跨出国门 . 土hi莲兽题内题片崎话，权作是在时于何串

女士电部聋作和周呈博士研克专论的推再和对他们未来学术且

展的良好祝且吧. 谨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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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至 1989 年.我曾到日本留学. 我的硕t论文《从草

制看日本人的死亡现 以两墓制研究为中心)，是接量福田哑

细男教授指导，在H 本留学期间写的 . 我选择了日本 种较独

特的丧葬习俗"两墓制"做为研究对毒@通过汉族与日本民族

的比较，观察到日本普通的单墓制〈在埋葬遗体或遗骨之处设

立永久性标识长久祭祀〉相同基制〈埋葬地不设标识或仅仅设

临时性标识.另辟一处永久祭祀》 有一点共通之处，即在埋葬

地可以反复掘开使用这一作法上.三者是相同的，而这种行为

在仅族是不可接受的.从这一角度分析，认识到日本民族是

"丑体分离"的灵魂现.而汉族的呈现观与此不同.是"更体

致"的.

在吏流时，一些学者进 步询问 ， 为什么仅族南北习俗盖

异很大，为什么福建和浙江温州的块墓样式筑成前方后圆的高

大的石块歧或水泥坟，这种坟墓相北万的士丘按有什么关联，它

的存在说明什么等等问题.对于温州那被称做"椅子坟"的大

坟墓.我只是在温州经济名唱一时的 198 6 、 1987 年的报纸 k见

过照片，时它的样式感到新奇，但并没有对它做什么深究.

尝试去分析、解释日本两墓制的我，对自己本民族在丧葬

方面的习俗井没有更多的了解，对南北方汉族习俗的差异，仅

仅有感知，没有更高 层的理性认识，对这些汉族研究者和墓

葬研究者的提同，无法作出深层的解释。



当我翻阅各种百科辞典， 企望且中得到答事时，发现日本

的凡部浩浩数十巷的大部头百科书中， 对中国丧俗墓制的记载

几近一致。或是摘录周礼、 仪礼、礼记的礼制规范，或是叙述

40 年代初日本学者在中圈华北地区的调查.投有对福建、温州

墓式的记述. 一些事典还明确写道，由于中国国内具体墓制丧

俗的现实材料十分触王，星统圭面记叙中国的墓制很困难.这

些唤起了我的「神责任感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兴趣.

从民俗学角度探索!J[族土丘坟和椅于挠的内涵盖异相导致

盖异的原因.便是我选择本课题的初衷. 这个出自责任相兴趣

的初衷，是我最初接触汉族丧葬文化的契机.

然而.我们平是猎奇者.仅仅属示某个地区的墓式的差异，

是不够的.基式差异的背后，有着更深层的现实 . 历史、文化、

观念方面的原因， 做为 种研究者的追求， 则应当把这种特殊

的民俗现盘放到持定空间的历史、社会大环榄、大背景T. 调

查、考事、 分析，从理论高度和汉民族整体文化角度， 去审视

其内涵所在租本质特征.这便是本文写作的立足占相出发点 .

因此，我在进入博士课程学习后，便选定了远今为止基本

处于研究空白，但习俗上颇有恃色的江浙地区做为研究区域，以

这一地区汉族的丧俗基式作为具体研究时象，探讨分析南北方

汉族习俗差异的原因所在. 能以本主尝试性的探章，为国际学

界的汉民族文化研究提供科学、 确实的实地民俗资料.也是我

的愿望之一.以上，是这个课题的思考、 孕育过程.谨记在此，

做为论文的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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