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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摒民俗志

序

"民结"即人昆群众的风俗沼费。它是广大劳动人民在费

功、生患的过程中连揭露形成的。真内容博大精深，攒及到人们物

质和精神生活的方方商菌。它又因人们所处的媳坡不间，其内

容在共性的基础上，又有着诸多的差异，要想编写出一本贯量较

高，又具有地方特色的"黑结志"决斗在一件易事。要完成此项任

务，主要求键将者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一、锦写者要有一定的文化巍盔和熟悉本地区的人文地理

等方面的相关知识。

工、编写者主要再一定的搬力和雄心，不需辛苦、费力。

"吴桥民俗志野，正是在具备了上述条件始基础上编写成书

的。

"吴桥民俗志"的出援，不在填补了提桥文化史上的一项

白，为主运桥的文化宝库增添了一朵绚丽的新晤，而且也为人们了

解央桥的历史、风土人情提供了卒窜能史料，是对臭桥人爵的一

大贯献。

本书语言捷辑，向辛辛含章庭跚广，穰括说来具有下列特点 z

一、本书具有较辑的乡土气息。在搞帮过程中，作者立足于

吴桥本土，在向读者踊述"民俗"这一共性很强拙文化载体时，突

出了它在身是桥境内所表现出的特点和内捕。呈现出较强的乡

气惠。比如，在本书的第/八L章民i韶玛文艺中的游戏一节里，有辑条

白，!1.盘如nγ" 打委瑛持

洒学坦在吴替8的§人，读到此处时. D跟翼藕突然一亮，俯感亲切。立



序一

把我带回到了童年时代，使我联想起了儿提时代与其他小朋友

在一起玩耍的许许多多的美好时光。对这些条目，如果不是童

年在吴桥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读到此处不一定弄清楚它的确

切含义和其具体的玩耍过程。

二、本书具有长期保存价值。本书向读者呈现的内容，确如

作者本人所言"它集史料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读起来耐

人寻味，适应于社会各界人士的阅读和收藏 。"从使用价值的角

度考察，它具有词典的功效，可以超越空限，具有长期保存的价

值。

总之 "吴桥民俗志"是一本凝结着作者多年辛勤劳动，内容

十分广泛丰富的好书，值得一读和收藏 。

河北省高等邮政学院教授 李连山

二00五年八月 于石市

李连山男 63 岁

河北省吴桥县西宋门人， 1962 年毕业于

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 1980 年任河北经贸大

学经济系教授 。 先后发表论文十余篇，著有

《政治经济学新编》上下册、 《简明政治经济

学 》 、 《经济学词典》、《经济学图表 》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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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锋地方志是中华盹攘的优克传统，远在战国时期已有萌

芽，唐宋时代有了重要发展。吉普代达到了旧方志的发展顶峰。

国家，下至府外|县，各级行政快官均把修志到人议程，并曾

揽声巨大十年编修一次地方志。新中剧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

非常重视修志事业， 1958 年毛泽东主席和商崽来恙理曾积极倡

导修志。八十年代桥，在党和各级政府的支持下，余酣上下兴起

了编静地方志部新商潮，各级政府均曾筹集资金抽调人员，组建

气专业班子从事方志编靠靠工作，每省、市、县志就如雨后释供给捞

问世。惟村镇志出版极少必然张究在先生，自 1999 年咒月始，

自嚣鳝资，国处奔波调查访问，黯黯资料博彩详核，以!里暂不裁

的毅11刺股勤忘食的精神，麓兢.illt..illt.历给两载编篡锋夜， {(菌宋

(']村志》揣{磨出版告竣，开缸了我县编修村慎态书的先窍。

之后，又经凡载理苦辛勤的笔耕，相继完成了《夹替民俗志》

编篡付梓的技举，主严禁支行 i可元不凝聚着作者今血智策和汗水。

在民恪志的编排上，既有撒珉又有制薪，结持严谨，观点明确，内

容翔实，会iiî系统地记述了提桥风土人'攘的历史现状及社会风

情的变化，从中展示了新中前建立后人提翻身得解放，过上了幸

福的生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英桥人民在物质文明租藉神文

明建设 VJ及移风易俗中的重大变革 o 志书中的详思记述，浸润

着浓厚的乡土气息，闪捧着人杰地灵之光，突出了地方特色，具

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实用性，她不仅在吴桥的文化宝萍中增棒了



序二

一朵绚丽的新晤，也为研究吴桥的历史 ， 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有

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值此《吴桥民俗志》出版之际 ，谨以数语，略表热忱的祝贺。

王占峰

2005 年 12 月 20 日

王占峰简介

王占峰，男， 现年 73 岁 ， 大专毕业，原任

吴桥县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副编审。曾发

表过多篇稿作，并有多篇获奖论文收入省级

论文集。主持编寨的《吴桥县志》曾获河北省

及国家级二等奖。《吴桥地名资料汇编》获省

三等奖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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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桥县地处华品平原东南部，葫 1)各京拭大运坷，东、

南格齐鲁大地，历史悠久，人杰地，炎，曾出现过多名官

宦、学士。由于受燕赵文化的熏盹如孔孟思想的深刻影

响，传统文化相当丰富。《关桥民俗志》所记载的内容就

是其中一部分。

本志记述的内容比校广此，从农业剖建筑及各行各

止色萝万象。为了向读者深揭去IH斤民俗的来娩去埠，笔

者作了多方位的细或调查了解，力爵解开培成之述。

我俗是千百年来在民众中延绩和传播的一种文化，

即有它积极有益的一面，也有它却建、迷信、消极的一

面，或们的辑先就是生活在那种环境里。今天，我们把

这在是东西总结出来，不是宣传它，而是把它当作一种文

化保留下来，吸精华排糟柏，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新生活

报务。通过新 1日对比，歌领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 o

本静志在锦写中，采访了境内不同在城、不同阶层

的人，意在尽最将境窍存在的民俗收入书内，由于"五里

不向鼠，二豆豆不同俗"，涉曲极广，黯此这一愿望难以实

现。

《吴桥民俗忐》一书有较强的乡土气息，集史料性、

知识性、趣味性子一体，类似一本教科书，读来耐人夺

味。很适应社合各界人士的阅读和收藏。同时，这本书

还起着存史、资政、敏化、育人的作用。对人们借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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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移风易俗，开展社会主义文明活动大有益处。

千百年来，境内凡人持生活中的这些民俗汇总成册

留传下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些民俗正在逐步

迸出历史挣台，被人们渐渐汶志和拗弃。这不能不令当

代人感到这竭。须知，这些东西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

个组或部分。把这些民俗系统加以整理、编慕起来，留

传居世，是我街边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o

在蝙写过程中，笔者曾跑遍全县，了解不同乡镇的

风土氏'请。由于笔者在农村生活多年，对很多旧俗深有

惑受，再加4部分老人和知靖者的指点，书中的民俗靖

节有很强的真实，埠。

修订本成册后，曾得到县政协主席孙兰赏、副县长

王秀珍、档案局长刑建中、县工会主席王庆呈、原品志办

副主任王占峰有原县坊役站站长王道伍及县志办玉吉

升、五周华、爱好者王风杰、二巳明忠、李彦林等先生的协

助校对，在此一一表示谢意。

本书在编写过税中，参考了有关书籍和论著，并采

用了部分命目和资择，在这里表示深情的感谢。

由于笔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部分资料缺乏，

书中之错难免，望读者阅后给以批评指丘。

编者

一00五年十二月



第一章土地…. . 

第一节土地. . 

目录

目录

第二节 土培韵曹耀……………….. .. ... .. .. .. ...... .... .. .. .... .. ..……………. 2 

一、土地的多少是贫蜜的标志 ………-………………….. 2 

一、土地的跑名 …………………………………………… 3 

二、土地的买卖和凭证.. .... ....,. ....... .. .. ,.………………………… 4 

第旦节 士蜡斡耕斡………………………·

一、土地的租种…………...…………………….. .... .... ..…… 7 

二、对半分成……………………………………………… 8

三、雇工.. .... .... .. ...... .. .... .... .. ~ .... .. .... .... ..……………………………… 8 

四、自耕自种 ……………………………………………… 9 

、捶揍…………………………………………………… 9

第四节农具…………….. .. .. .. .... ....……………………. ......•.• 10 

一、耕种农具……………………………………………… 10

二、运输具.. .... ...... .. .. .. .. .... ...... .. ..……·…………………………… 13 

三、场上用具……………………………………………… 14

四、腊粮具……………………………... ... ... ... ... ... ... ... 16 

第五节 度量衡的使用…………………………4………….. 17 

第六节 时令秘物候…………………….... .. .. .. .. ....……………·如

、时令与物候.. .... .. .. . ...... .. .... ....…………·…………………… 20 

二、农事和二十四节吨...." ...... ...... ...... ...... """ .... .. .. .... ...... ...... ...... ........ ....... ....., 22 

三、二十四节气歌….. .. .. .. .. .. ...... ...... ...... .. .... ...... .. .... .. .. .……………… 22 

四、二十四节气的传统含义 ...... ......... ......... ......... 23 

五、时令歌…………. .‘…………………………………… 24 



臭棋民借d在

六、天气预测…·川... ... '" .. . ... ... ... . .. ... ... .. . ... . .. ... ... ... 24 

七、廷的那名、雅称……...... ...... ....…………………………. 25 

人、民商计时……………………………………………… 27

第二章 行业、行业柿始分提及自来.. .... ...... .. .. .. .. .. .. .. .. .. ....……….... 30 

第一节 三教九流……...... ...... ....….. .. .. .. .. .... ....……………………. 30 

一、三教……………………………………………………卸

工、九流…………………………………… 4…….. ... ... ... 32 

三、五花八门及其他……………………………………… 41

第二节行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4 

、木匠... ... ... ... ... ... ... ... ... ... ... ... ... ... ... ... ... ... ...... 44 

二、泥瓦茧……鑫………"" .. ~…………………………a …… 45 

工工、扛靡旺………………………………………………… 46

四、张箩罩…….，‘……………............... ...... ......... ... 47 

五、小炉旺…………………………………... ... ... ... ... ... 47 

六、铁旺…………………………………………………… 48

七、理发匠………………………………………………… 48

人、牲口经纪人…………..……………·………………… 50

九、算卦…………………………………………………… 51

十、相商…………………………………………………… 52

十一、阉割}/t……... ... ... ... ... ... ... ... '" ... ... ... ... ... ... ... 53 

第三节 行跑掉的分类及由亲………...........……...... .......... ...... 54 

一、有II立神的分类………..够... ...... ......... ......... ......... 55 

工、行业抖的名称... '" ... ... ... .•. ... ... ... ... ... ... ... ... ... ... 55 

第四节 帮涯的各称与区别. . .指….. .. .... .. .. .. .. .... .. .. .. .. ....……….... .•. 60 

一、洪帮.. .... ...... ...... .. .... ...... ...... .. .... .. .. ..……………………………… 60 

一、青帮.. .... ...... .... .. .. "" ...... ...... .. .. .. .. .... ...... .. .... .. .... .. .. .. ....…·……………… 61 

三、帮涯的配另6 …………………………………………… 63

2 



, 

目是

蹲班节 部分抒监中的暗谓…... ... ... ...... ... ... ... .. . ... ... ... 64 

一、生活用语….. .... .. .. .. .... . .. .... ~.. .. "'.... .. .... .... .. ...... .... .………………… 64 

二、生意用语……………………………………………… 65

三、小偷用i吾……………...……………………………… 65

陋、土匪震活……………………………………………… 66

、杂技用语.. .. . ...." ..... ...... .. .... . .... . .... ...... ...... .. .... ...... .... .……………… 66 

第三三嚣 人生礼{谷…………………………………………… m

第…节生宵……………….. .. .. .. .. .. ....………….. .. .. .. .. .. .. .. ..…. ...... 70 

一、抨孕…………………………………………………… 70

二、分娩售.... .... 

五、赳名………·川………………………………………… 73

辑、求子…………………………………………………… 76

第二节 老年人的定义……………………………………… 78

一、老年......... ... ............ .................. ......... ......... 78 

工、老年人供养方式……"……………………………….. 78 

三、年龄的别称……..‘…………………………………… 79

第三节 疾瘸韵颈窃与治疗………·‘.. ...... ..........………………. 81 

一、对病的认识…………………………………………… 81

二、流行病………………………………………………… 81

三、镇方治病.. .. .. .. . .. ...... ...... .... .. ...... ...." .. ~ '"'…... ............... ......... 82 

四、始至治病.................................... ...... ............ 84 

第四节丧葬.. .. .. .... .. .. .. .. .. .. .. .. ..……............................………. 85 

一、丧……………………………………………………… 85

二、葬…………………….... .. .. .... .. .... ...... ... . .. .... ...... .. .... ...... .. ..………. 87 

第四章特拉宗族………..............................…………. 108 

第一节村社………………………………………………… 108

、村志…………………............ ......... ...... ...... ... 108 

3 



吴桥民俗在、

899911224478680001112457777 000011111123335555555555555 

服过生产及称名

桥
位
…

称
"
川

U
U

果
学
川

H

迂

名

u
u

馆
辩
遇
程
在
的

§
u

阳
剧
变

别
年
谓

u
u

况
就
整
待
课
举
代

M
H

扭
料

尾
地
』
圭
-
挺
赂
称
李
概
与
·
坏
的
与
科
时
卡
川
的
原

史
剧
族
支
盘
在
中
应
谱
剁
摇
亲
盏
蟠
际
问
如
塾
塾
剪
东
师
学
年
带
挝
衣
服
服

材
刻
家
分
家
祖
家
家
婚
娶
夫
结
人
事
私
私
辑
学
塾
教
千
科
衣
衣

二
节
一
一
江
西
五
六
节
一
一
一
四
五
节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章
节
二

三
四
五
一

第
第
第
第
第

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