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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裴建中

民俗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和基础，是几千年来中

华文明生生不息、绵延不断的重要文化基因。它深深植根于

广大劳动人民生活的土壤里，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但在进

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着重大的甚至是根

本的变化，民俗文化正面临着破碎和流失的危险， 甚至有些

己经远离我们而去，如何保护这一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麽续中华文明 ， 已成为当代的重要责

任。《中国观音文化第一村· 平顶山石桥营民俗志》 的出版，

就是对中原文化，尤其是对平顶山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和传承，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这套丛书的内容，是从一个新的视角， 新的思维方式，

在对平顶山石桥营村民俗文化现象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形

成的。石桥营村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中西部，北面背

依中岳富山、大香山、青石山，南面与湛河、沙河、淮河相

遥望，是山环水绕的风景佳地。自远古就有先民在此栖止和

劳作，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区域之一，也是中原文化的核

心地区。千百年来，独特的地理环境 ， 勤劳智慧的石桥营人

民创造了极具魅力的小村落、大文化的独特现象，成为平顶

山地域文化的一面镜子。这里有先进的农耕文化，丰富多彩

的节日文化，令人肃然起敬的礼仪文化，富有地方特征的婚

丧文化，各种神抵共处的信仰文化，独具特点的民居文化，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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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趣横生的方言文化，说不完昕不够的民间故事，争奇斗艳

的民间艺术……由于地域的不同特点，自古以来就有"十里

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民俗文化属性，在中原民俗文化经

典体系中，石桥营民俗文化的个性特点，使它与同一体系中

的其他地域或村落民俗有着微妙与奇特的不同之处，属于典

型的中原民俗文化体系。 通过《中国观音文化第一村 · 平顶

山石桥营民俗志))，读者可以从中读出其区别，认识这个中原

民俗文化体系中优秀的个案，进而，认识平顶山地区民俗文

化内涵和特点。

在石桥营村民俗文化中，有一个独特元素一一观音文

化。唐宋以降，佛教中国化，使以解救人生现实苦难和增福

生慧的观音菩萨成为中国第一佛。明清以来，观音菩萨的民

间化，使大慈大悲的观音信仰成为遍及华夏大地的民俗文

化。石桥营民俗中不仅仅有这些普通的大众的观音文化，而

且有着更深的渊源和内涵。香山寺建于东汉光和四年 (81)，

西晋武帝朝即主奉观音菩萨，石桥营在香山寺南 4 里，村民

受其影响并信仰观音菩萨是可想而知的 。 唐初，随着密教经

典的大量翻译，大悲观音信仰的空前兴盛，香山寺确立了大

悲观音证道圣地地位，唐代宗大历年间( 766一779)，朝廷

赐给香山寺香火田 20 顷，并赏赐寺属领户为香山寺种地，

这些寺属领户居住地在今天的石桥营，这就是香山寺历史上

最早最大的庄园一一香山街。历唐、宋、金、元 600 年，香

山街由最初的 200 多人，到元末的定居人口加流动人员多至

4000 人;由单一的农业生产，到集农耕、生活和寺院佛事活

动用品的作坊生产、销售和物资流通集散中心为一体，同时

又是观音信仰活动和传播中心。元末明初，香山街和香山寺

同时被兵火焚毁。明洪武二十五年 (392)，遵照朝延圣旨，

由山西移民和少数香山街遗民组成军屯营一一石桥营。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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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虽然成为一片废墟，但它的佛教结社、观音信仰等，已成

为民俗。石桥营紧邻香山街废墟而建，香山街的观音民俗文

化在石桥营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展，观音的传说继续流

布，至今还存在 40 多篇，井有一步两眼井，五步三孔桥、

三步两孔桥、 二柏架葡萄、茶锅地、石头猪地、脚河的传说

等观音传说遗迹。就单个村落观音传说而言，石桥营堪称"中

国观音文化第一村"。石桥营、香山街一千多年的观音文化

历史，使其成为一个著名标志，凡是从山南到香山寺上香的

香客，到石桥营即进入香道(神路)，这里是约定俗成的香

道(神路)起点，观音民俗文化影响之巨，由此可见一斑。

石桥营(香山街)民俗文化的另一重要元素是生态文化。

村北 200 米的青石山，东西绵延十几里，山势高低错落有致，

林密草茂，郁郁葱葱，幽静宣人。 山的南面不远处是湛河，

自西向东蜿蜒而去，河水清澈，鱼游浅底，虾跃水面，稚童

捕鱼捉虾，嘻于其间。石桥营就座落于这青山绿水之间，西

面、南面河水环绕而过，村北、村东寨墙外是两丈多宽的寨

壤，潺潺流水，从墙寨东南又汇入湛河。村外大路旁沟溪纵

横交错，溪水缓缓流动，滋润着这片肥沃的大地，石桥营因

水而灵秀。村西山脚下依次是苹果园、梨园、柏树园，至村

东南是挑园，春天是花的海洋，夏天是绿的世界，秋天是丰

硕的果实。村西湛河两岸是数百亩的苇子园，村南河边是 300

多亩的竹园。苇园不仅为村民提供了美昧的竹笋，赏心悦目

的景观，也给人们提供了编织床席等生活用品不竭的资源;

竹园不仅四季常青，也哺育和影响着村民的人格和精神。寨

内街道树和村民庭院树五彩缤纷，相互交植，使村民常年享

受着树的荫凉，空气的清新，鸟的翠鸣，丰硕的果实:村外

大道两边伟岸的杨树，小路边槐、榆、桐等各种杂树，河岸、

寨壤、沟溪边的阿娜垂柳，柏树园，编织了一个绿色的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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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石山上优质的石材，建造出了雄伟壮观的寨墙，高低不等

的房墙，平坦的石板路，各式各样的石桥，筑成一个石头的

世界，朴实的面貌，坚固的象征， 600 年前建营时以石桥营

命名，可谓名至实归。目前，残存的寨墙虽然只有 40%，却

是整个平顶山市区内唯一现存的青石古寨，弥足珍贵。石桥

营历史上的生态文化足以傲视中原大地，在市委、市政府提

出生态建市、文化强市的今天，如果将其稍加规划、建设，

将会形成一个高档次的生态文化园区，吸引大量的游客流连

往返其间。同时，也是"记住乡愁"、"系住乡愁"的重要载

体。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兴起，国人

深感传承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之必要，之重要，传统文化热方

兴未艾。石桥营(香山街)民俗文化全面调查工作，是在任

学同志的倡导和组织下，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正式启动

于 2007 年 1 0 月，以本村部分退休老干部和村里文化水平较

高的老年人组成调查组，撰写了调查大纲，分设了四个专题

调查小组。调查人员年龄大的 70 多岁，最小的 55 岁，均有

兴趣井有志于从事这项造福社会、造福村民的民俗文化挖

掘、整理和传承工作。他们的优势是生于斯长于斯，世世代

代为石桥营(香山街 ) 人，从小耳濡目然，并生活在这个传

统民俗文化氛围中。他们每个人本身就是一座民俗文化宝

库， 在民俗文化学者的指导、 示范下，民俗调查工作基本规

范有序开展起来。这种文化自觉，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绵延

不断，得以代代传承的生动体现，其行为是可敬的，精神是

可贵的。他们对石桥营(香山街)村落个案民俗进行全面深

入调查，力求准确地记录、详细地描述其民俗文化的细节，

探求观音民俗文化的真相，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中国观

音文化第一村 · 平顶山石桥营民俗志》虽然不能完全地代表



总序 5

平顶山民俗文化，但其内容的全面性，研究的深入性，细节

的完整性，充分体现了平顶山地区观音民俗文化的精髓。 因

此，其重大价值和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他们的工作在市、区领导的大力支持和有关部门的指

导，及广大村民的支持和帮助下，历经种种艰难困苦，其调

查成果《中国观音文化第一村 · 平顶山石桥营民俗志》终于

出版，为平顶山市民俗及观音文化增添了丰硕研究成果，打

开了一座旅游文化资源宝库 。

这套丛书首开平顶山乡村文化研究先河，是平顶山观音

民俗旅游文化的一块路标，期望将来能有更多更好更有特色

的旅游民俗文化研究成果问世。

(作者系中国观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2014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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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最

古老的文化，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发展的初始阶段。同时，

民间文学又是最年轻的文化，因为它仍然活生生地存在于人民群

众日常生活和口碑之中。采集于平顶山石桥营(香山街)的这本

《民间故事卷))，是《中国观音传说第一村·平顶山石桥营民俗

志》之一，是石桥营历史上(采访资料截止到 1949 年新中国成

立时)第一本民间文学集成。它的出版，为平顶山观音民俗文化

增添了一笔浓重的色彩，使之更丰富、更鲜艳。

由于石桥营(香山街)的特殊区位和历史，使其民间文学源

远流长而又异常丰富，代代相传至今不断。为了保持这些民间文

学的历史原生态性，我们将来集的时间下限定在 1949 年新中国

成立时。这本《民间故事卷》包括了神话、传说、故事、笑话四

个方面的内容，由于中国民间文学传承的某些固有特点和石桥营

(香山街)的久远历史，神话部分较少，最多的是传说和故事，

笑话次之。在传说中，说得最多的是三皇姑(观音菩萨)的传说，

三皇姑在香山修行成佛，普度众生、救苦救难，尤其是三皇姑在

本村留下的十几处传说遗址，更为人们津津乐道。单纯从这次大

规模的民俗文化调查活动来说，起步己经比较晚了，但由于笔者

的兴趣爱好，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就已经比较系统深入地进

行了民俗文化调查工作， 整理并在有关报刊发表了一部分传说和

故事 。 这一次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工作，己经不仅仅是个人的爱好

兴趣问题，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有组织、有计划地普遍调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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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现存的和己经消失了的民俗文化全部调查纪录下来， 立此存

照，使石桥营(香山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和保存。民

间文学是最受人喜爱又最好记忆的内容和形式，因而调查工作最

早启动。

在石桥营， 50 岁以上的人，无论男女，没有一个人没昕过神

话、传说和故事、笑话的，用当地的方言说叫"说瞎话儿"或

是"昕瞎话儿"。 他们不分神话、传说或故事、笑话，不管讲的、

昕的，统统叫做"说瞎话儿"。 他们的区别只是谁昕得多， 谁听

得少。至于说讲，基本上是人人都会，区别也在谁能讲得多，谁

讲得少，会讲并能讲得多的人被称作"瞎话篓子"。讲得多少和

文化水平高低无关，主要在于兴趣和记忆力。当然，有文化或文

化水平较高的人讲得更多一些，尤其文化水平高的人讲得要雅致

一些，规范一些。至于当今的年轻人，昕过的就少了，能讲会说

的也少了，虽无断代，确也堪忧。限于人手和时间，目前采集到

的各类文学素材有 300 多篇，本书采用整理出来的只有 208 篇 ，

究其原因， 一是少数作品内容不宜发表传播 : 二是近几十年出现

的大量新作品，受入选时间限制未予收录。 除己采集到的，尚未

采集到的还会有很多，留待以后继续采集整理。 总之，石桥营是

一个民间文学蕴藏很丰富的村落，有待于进一步挖掘整理，使这

些优秀的非物质文化得以传承。

通过这次民俗文化调查，尤其是民间故事调查过程中，笔者

童年、少年时期的记忆重新清晰起来，那是一个兴趣昂然而又欢

乐的时期 。 闲天时候，在自家院内树荫下，炉火旁，床头上，爷

爷、奶奶、父亲、母亲、伯伯和叔父、伯母和婶母、姑姑、 哥哥、

姐姐，都会兴致勃勃地说一些"瞎话儿"以娱悦我们这样的小

孩和家人。出了大门走上大街，夏天的荫凉处和冬天的晒暖儿处，

都有人群在那里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包括饭市儿，都是"说

瞎话儿"的好地方。"说瞎话儿"的最佳去处， 一是夏天的打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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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每至晚上，各家由父亲领着孩子，拎一张大席， 夹一床土

布单子， 一起去打麦场上，席挨席铺着，跤洁的月光下，微微的

凉风中，眼望着满天的繁星，大人们讲起了百听不庆的瞎话儿。

再一个是冬闲时节的牛屋和草屋里，天黑喝罢汤，人们不约而同

地走向牛屋和草屋，那里有天然的暖床，满池满屋的喂牛草，柔

软而光洁;钻进去，既有了被子也有了褥子。在这里 ， 瞎话儿可

以成夜说。即使焦麦炸豆的农忙时候，在田间地头，人们还会在

休息时说些瞎话儿，消解一些疲劳，调适一下精神。瞎话儿并不

瞎，它是历代石桥营人学习和体验为人处事的一个重要渠道和方

式， 其中蕴涵的伦理道德熏陶着乡民，是人们的一种精神来源。

因而， 人们代代传说以传承 。 石桥营是一个有着说不尽的瞎话儿

并善于说瞎话儿的古村落，是一座民间文学宝库 ， 是一颗裹着泥

土的珍珠。它期待着挖掘，期待着洗掉泥土而闪光，这个中原故

事村必会重铸辉煌。

由于编者才疏学浅，在本书各类民间文学的整理中一定会存

在谬误或不足之处， 望方家拨冗匡正。

任学

200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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