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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事

郭城县政协主席 徐淑珍

民间风俗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产

生、发展、传承与演化，都反映了相应时代的社会状况。对民俗文化的研

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各个时代民众的生活、风尚、信仰和价值观念，有助于

了解相应时代的政治、经济状况，更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展移风

易俗工作。《郡城民俗志H修订本)的出版，是县政协文史工作的又一重

大突破，同时也是对我县民俗文化研究工作的重大贡献。

郭城是人类进入文明较早的地区之一。她地处中原腹地，位于鲁西

甫平原北部，东邻水泊梁山、襟通济汶二水，南抵大野之坡、雷泽之野，西

接康丘之墟，北枕黄河;地势平坦，横缩广袤，沃野百里。在千百年来的历

史进程中，郭城文化深受儒、道、释等各家思想及齐鲁文化的影响，在这个

特定的地域内，造就了广大民众生活俭朴、勤劳勇敢、重礼守信的纯朴民

风和崇文尚武、气度豪爽、临危不惧、迅赴事功的性情特质，也形成了积淀

深厚、内容丰富、特点鲜明的鄂城民俗文化。

2005 年，县政协文史委编修出版了由张耀光先生编著的《鄂城民俗

志》。一时间，该书受到全县各界的关注和热捧，求书者甚多，现仅剩数

本供存阅。俗随时变，且新的民风民俗也在涌现和俗成。鉴此，县政协文

史委的同志不辞辛苦，在对境内古籍进行搜集整理并借鉴外地经验，以及

对民间传统民俗事象进行纵向考察、横向比较和广泛征集的基础上，对原

《鄂城民俗志》进行了补充修订，使其内容更加丰富，章节设置更加合理，

文字表述更加贴切。该修订本，囊括了关系民众生活的衣食住行、商贸生

巨囹



0仙薛飞商民俗志

产、婚姻家庭、生老病死、岁时节日、社会交际、信仰禁忌、市井文化、民间

艺术、娱乐游艺等方面的习俗，具象完整，且处处闪现着民族精神火花和

地域特色。它在历史与现实、民间与传说、传统与新风的交融中，勾画了

一幅郭城风俗的史诗画卷，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郭城近邻苏北、皖北、豫东、冀南，其风俗习惯与这些地区有着相似之

处，可以说鄂城民俗是中原民俗的一个缩影。当然，郭城民俗中既含有丰

富而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也有不健康的陈规陋俗和迷信成分，对于前者

我们要予以继承并发扬光大，对于后者我们要予以批判和摒弃。只有这

样，社会习俗才能向着健康完美的方向发展。

在中共郭城县委的正确领导和鄂城县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鄂

-城民俗志H修订本)付梓出版了 O 该书的出版，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份

丰厚醇美的文化大餐，对于弘扬民族文化精萃，推动先进文化的发展，必

将起到积极作用。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毋庸讳言，由于编撰人员力量单薄、视野所限，疏忽和遗漏在所难免，

期待有识者赐教、补正。

水有源，木有本，文化也有根;只有源远才能流长，本固才能枝荣，根

深才能叶茂。民俗文化之根，需要我们倍加爱惜和呵护。是所望焉，谨

序。

2013 年 12 月 12 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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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结 ì~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

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

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

郭城地处中原腹地，位于鲁西南平原北部，古为鲁之西境重镇。东邻水

泊梁山、襟通济汶二水，南抵大野之坡、雷泽之野，西接康丘之墟，北枕黄河;

地势平坦，横缩广袤，沃野百里。勤劳勇敢的郭城人民早在夏朝就繁衍生息

在这块富有斗争精神的土地上，北宋梁山泊农民大起义的序幕由此拉开，素

有"梁山一百单八将，七十二名出郭城"之说，古典名著《水浒传》即成书于

此。明朝末期的白莲教起义也曾在此爆发，义军兵众不下十万，攻城掠地所

向披靡，威震朝野。郭城历史上涌现出不少的仁人志士、明臣贤相及武术名

家。郭城是人类进入文明较早的地区之一，商朝曾迁此建都称"庇之后又

多次设置州郡治所，也曾设多县并存。于公元前 587 年筑城始称"郡"。因

黄水时常泛滥成灾，于公元 1166 年徙居盘沟村建城，今仍为山东省郭城县政

府驻地。

郭城文化原属古邹鲁文化，在千百年来的历史进程中，它深受儒、道、释

三教和朱程理学的影响，在这个特定的地域内，逐步形成了以生活俭朴、勤

劳、勇敢、重礼、守信为突出特点的纯朴民风，并以崇文尚武、气度豪爽、临危

不惧、迅赴事功著称于世，形成了积淀深厚、内容丰富、特点鲜明的郭城民俗

第一章绪论/闵



文化。

任何一种民俗，都有其产生、发展和演化的过程，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

并得以世代传承，又必定有其特殊的社会功用。因此，本书在赘述郭城民俗

百像之前有必要先来了解民俗的形成、演化和民俗的社会功能。

第{节 民俗的形成与战化

民俗的定义很广，每一种民俗的形成都有他特有的原因。作为中国文

化的一个支系，民俗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不绝，有其独特的发生、发展之历

史。

一、民俗产生的条件及背景

(一)民俗的形成和民族生活居住地区的自然环境、自然条件有密切的

关系

民俗的产生，最初完全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与适应环境的需要。衣、

食、住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所以，有关它们的风俗产生最早。所谓

古者"未有麻丝，衣其羽皮"、"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正是早期生活习俗的

真实写照。原始人群多习惯于居住依山傍水之地，并不是因为先民对山水

有一种偏爱的情感，而是山上有足够的瓜果可以充饥、有众多的鸟兽可以捕

获、水中的鱼鳖虾蟹可以调起他们的胃口，清甜可口的河水可以止渴的缘

故。山水自然哺育了人类，人又反过来感恩戴德，形成一系列崇信回报的精

神民俗。所以，地域性因素不但影响、制约着许多民俗形式的产生发展，同

时也影响制约着民俗心理的形成和发展。

从地理学的角度看问题，地域性的民俗不但受到地貌环境的影响和制

约，同时也受气候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如古老的端午节习俗，依山傍水的地

区有赛龙舟的习惯;而某些缺水的地区则在端午节表演"早龙舟"。郭城一

带地处平原，则有"跑旱船"的习俗。在殡葬习俗上，郭城一带一直保留着土

葬的习俗，而沿海地区的人们则习惯于水葬，高原山区则习惯于天葬，等等，

都是典型的受地貌影响而形成的民俗差异。

郭城是一个农业大县。农业生产与气候关系密切，风调雨顺，则年成丰



第二章生活习俗

由于郭城在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经济水平等方面与我国其他地区相比

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因此在服饰、饮食、居住、出行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特

有的风俗习惯。

第一节服饰

郭城所处地域四季分明，炎凉有序。境内居民受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

的影响，以及经济条件的制约，不同时代、地域、阶层、职业之间，在衣着观念

和习俗上存在一定差异。

一、服饰种类

服饰包括衣裳和配戴，无论单衣、夹衣、棉衣都叫做衣裳。上身服装皆

为衣，有褂、衫、袄、袍、探肩、马夹、披肩、披风等;下身服装为裳，有裤、裙等;

另有帽、巾和鞋、袜。其他像钗、环、锢、智、坠、板指等配戴为饰。

衣服款式风俗的不同可以直观地从服饰上表现出来。俗语说"十里

认人，百里认衣"正是表达了这层意思。清末至民国初期，无论男女老幼，

衣色以青、蓝、黑为主，另有蜡染蓝印花布。衣料、款式因贫富迥异:富户人

家多穿绸缎皮纱等，并且绣以花卉，男穿长袍、长衫，出门做客，外加马褂;女



第二章生产习俗

建国前，农业生产是境内最主要的生产活动，因而农事风俗便是最普遍

的生产风俗。人们一般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男耕女织的传统习惯，崇

尚勤劳耕作，节俭持家之风。其生产规律为春耕、夏管、秋收、冬藏，年复一

年皆然，因此，其生产习俗以农业为主。

第{节 生产资料

这里所说的生产资料主要指土地、动力和农具。旧时，生产资料占有的

多寡，决定了人们的贫富程度，也决定了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和身份。

一、土地

从前，土地是人们衣食的重要来源，人们的衣食住行都由土地所产出。

自私有制确立以后，历经朝代更迭，每个朝代初立之时，又都首先是分封土

地，轻摇役薄税赋，奖励农桑，太平天国起义也曾提到"平均地亩制辛亥革

命的主要纲领则是"耕者有其田"但都未能贯彻实施，土地仍掌握在少数人

手中。

清末，由于灾荒和战乱，使得本来地亩较少、度日艰难的农户更是雪上

加霜，他们不得不出卖土地、"当地"或贷粮。地主的钱粮虽堆积如山，但还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四章家庭肉俗

家庭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群体形式，是由婚姻、血缘或收养关系

所组成的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人又是组成家庭的最基本要素，所以人在

一生中生、老、病、死的各种习俗，便构成了家庭风俗。

第{节 4昏 4因

古时把男女结为夫妻称为"婚姻"0 {说文解字》述"婚，妇家(嫁)也。

礼，聚妇以昏时，妇，阴也，故日婚。姻，婿家也，女子之所因，故曰姻。"民间

传统的婚姻缔结观念，以阴阳学说为根本依据，以宗法秩序为主要凭证，以

男女之别为存在基础，体现出一种天人相应，天人切合的特征。

一、婚姻形式

建国前，郭城一带的男婚女嫁全凭"父母之命、媒灼之言讲究的是"门

当户对"。这一时期，是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并存的时代。一夫多妻是

乡绅地富的特权，老百姓是一夫一妻，还有的终生"打光棍"。由于受"多子

多福"生育观念的影响，定亲结婚的年龄都比较早，一般是十五六岁，也有十

二三岁的，还有极个别的在儿童年龄即订婚，俗称"娃娃亲更有甚者，孩子

还在娘肚子里未出生前就订了婚，俗称"指腹婚"。在当时曾流传着"闺女养



第五章挝会组织

第一节 界别区分

旧时，人们将不同阶级、地位、职业、身份和信仰的形形色色的人群，划

分为"三教九流"。一般都理解为古代职业的名称，并认为这是泛指旧时下

层社会闯荡江湖从事各种行业的人。古代白话小说中的"三教九流"往往

含有贬义。在学术上，所谓的"三教九流泛指宗教、学术中的各种流派和

社会上各种行业中的各色人物。它既不是朝廷律条所定的，也不是尚书文

告规范的，而是官民习惯公认的社会层次。

一、三教

"三教指佛、道、儒三大教派，是旧时的三种意识形态。

佛教又称释教，信奉释迦牟尼为佛祖，门徒称他为佛，意思是大彻大

悟的人。佛教讲究前因后果，崇尚生死轮回之说，认为人死后还能再生于来

世成佛"为最终目的。教人不求今生单求来世，只有苦行修炼才能悟到

"正果"到达人生的彼岸一一天堂。西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又分南北二

禅。唐初传人当地，元、明两代较盛，境内庙宇多系此时所建，仅大型寺院就

有二十多处。如白静寺位于张营乡，传说建于元朝，共有三进院，有大殿、四

第五章社会组织/问



第来章节日习俗

日月轮回，暑往寒来，四时更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基于图腾崇拜、

宗教信仰、社会事件、农耕时令，以及人们对上古忠孝先贤的纪念与崇拜，逐

渐形成了一系列固定的节日，即传统节日 O 民族传统节日既有全国共性特

征，又有地方各自特色，从当地节俗中同样可以折射出中华民俗的传承情

况。

第{节过年

一、年的来历

年，又称"春节"当地习惯叫"年下"是四季三百六十五日之始末，源于

上古的干支纪时历法。古有"钦若是天，敬授民时"之说。在古帝王改朝换

代之时，都要产生不同的历法，以授天意为名颁布于天下，是"改天换地"的

标志，由此用来愚弄百姓。虽源于史前，却定形于夏朝，故称"夏历"。两汉

时，又发展为阴阳历法，谓之"汉历"。此历法是根据日月运转确定四季和二

十四节气，最适于农业的耕作，今又称为"农历"。对于辛勤劳作了三百六十

五日之后有所收获的农民来说，松驰一下原本紧张的情绪，调剂一下常年紧

张的生活，是多么的重要。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以示庆贺，这就是年的由



民俗志

第七章语言习俗
l 也

第{节 语言文化

语言习俗是指由民间创造而广泛流传，带有一定地方色彩，并定型了的

通俗语言运用习惯。它包括发音特点和口语性成语、谚语、桔言、歇后语、惯

用语、但语等品类在内的，定型化或趋于定型化的简炼习用语汇和短语，有

的可表现特定的民俗事象，反映特定的风俗习惯以及深层次的民俗心理，是

一种典型的民俗语言现象。郭城历史悠久，是儒家文化和水浒文化的发祥

地，从大量独具特色的语言习俗中，可以领略到当地独特的乡风民情和淳厚

的民风民俗。

一、方言

方言就是我们所说的地方话，是标准语言的变体，一般只在有限区域使

用。郭城方言虽然属于北方方言区体系，但与以北京话、东北话为代表的北

部方言差异较大，主要表现在语音、语汇、语法等方面，就连境内周边乡镇之

间也存有一定的差异。

1.语音特点

郭城方言语音与普通话语音基本近似，仅在声母、韵母、调值上有部分



第J\章民间艺11\

第一节 民 f司工艺

一、民间编织

民间编织是将植物的枝条、叶、茎、皮等加工后，用手工进行编织的工

艺。郭城物产丰富，可供编织的材料极多。勤劳智慧的当地民众就地取材，

利用麦秸秤、玉米皮、柳条、白蜡条、芦苇、高粱箴、蒲草、芮、麻等，编织成各

种日用品、装饰品、玩具等，既经济实用，又具有一定的观赏价值。

编织工艺在当地的传承已有相当长的历史，早在明清时期就有许多家

庭以编织为业，至今农村的男女老幼亦多能熟练操作，以至于流传着"织席

编篓，养家糊口"的俗语。其常用技法，包括编辫、平纹编、花纹编、绞编、编

帽、勒编等工艺。编辫是草编中最普遍的技法，它没有经纬之分，将麦秸、玉

米皮等原料边编边搓转，编成 3 -7 股的草辫，通常作为草篮、草帽、地席的半

成品原料;平纹编是草编、柳编、藤编普遍运用的技法，它以经纬为基础，按

一定规律互相连续挑上(纬在经上)、压下(纬在经下) ，构成花纹;花纹编织

是在平纹编织的基础上再予以变化，编织出链子扣、十字扣、梅花扣等花纹;

绞编类似平纹编织，但结构紧密，不显露经;编帽是以呈放射状的原料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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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h章娱乐网俗

第{节 民 f司免挨

民间竞技是一种分布极广的自娱自乐性的群众体育活动。郭城民间竞

技的形式很多，如对台戏、斗羊、斗鸡、斗鹊辑、拔河、掰手腕、赛驴车等等。

这些活动大多带有技巧和体力的竞赛性质，不仅可以强身健体，增进友谊，

而且有的不受场地限制，或街头巷尾，或田间地头，简便易行，广为流传。

一、对台戏

对台戏亦称"打对台"。指水平不相上下的两个剧团，在同一时间、相近

的地点，演出相同或相近的剧目，一争高低。这两个剧团的阵容和演出水平

要相差无几，否则"对"不起来。这种对台戏现象的出现，有的是一方出于对

另一方的报复、嫉妒、较量，有的是背后有人操纵，但更多的情况属于艺术上

的一种竞争。旧时的戏班都是自负盈亏，自生自灭，为了自身的生存，在关

键时刻要拿出最佳阵容，演出最富吸引力的戏码(剧目) ，争取提高上座率，

增加演出收人。

自古以来，郭城民间戏曲种类繁多，大小戏曲班社林立，知名演员云集，

是全国有名的"戏曲之乡"。自然，戏剧演出便成为当地老百姓的一种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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