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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

在她几千年的文明史中，经历过无数的战争与和平、辉煌与

衰落。多少次的内忧外患，曾使那些兴盛昌隆的王朝走向覆没。

然而，中华文化以其自强不息的精神维护了我们古老国家绵

延不断的历史，以其巨大的内在凝聚力和兼容精神，使中国的文

化成为世界上持续最久、扩展最广的文化。

在古老的中华文化中，三晋文化有着属于她自己的神韵。地

处黄河流域与黄土地上的三晋文化，凝结着历史和神话，在黄河

与黄土地的怀抱中，山西曾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在历史的

早期，山西在很多时候都曾是中华文化的中心区域的重要组成部

分．，由于它地处中原汉民族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接壤地带，也

是民族文化互相融合的主要区域。因而在中华文化中占据了独特

而重要的地位。

今天，那些遍布三晋大地的古代建筑、碑铭墓地，宗教圣地

与古代战场，还有那些已成为我们民族瑰宝的文学艺术以及象群

星般闪烁在历史天空中的三晋杰出人物，都无时无刻地昭示着三

晋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我们三晋文化研究会作为研究三晋文化的学术团体，聚集了

众多的专家学者，致力于研究、发掘和弘扬三晋文化。我认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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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民族的文化遗产是一笔巨大的资源，开发这笔资源，使她走向

现代社会、走向世界、走向21世纪，无疑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

作，其意义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会过高。

研究会近年来已经出版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受到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与好评。献给读者的这部《山西民俗与山西入》即是

研究三晋文化的又一新著，该书是三晋文化研究会的一项重要课

题。作者对山西民俗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进行了大量的

实地调查和采访，思维敏锐，观察细致，文笔也很生动，涉及到

了历史与现实，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许多问题，为我们从民俗的

角度研究三晋文化提供了很好的的视角，也为人们了解山西民俗

与山西人提供了机会，这是值得称道的。

我们研究包括民俗文化、文学艺术、宗教信仰、书法绘画、诗

歌舞蹈、人物与典章制度的三晋文化，并不仅仅是为了发思古之

幽情。我们需要让历史告诉未来，让古老的文化焕发青春，在中

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传统文化中所夹带着的历史的尘埃、

文明的糟粕以及渗透着愚昧和落后的文化因素应当被逐步抛弃，

在侔随着现代物质文明而发展的当代中华文化中，．那些由黄河与

黄土高原所赋予的“天人合一”的大协调观念，包容宇宙的整体

性思维和自强不息的民族进取精神——这些三晋文化与中华文化

的核心价值将被保存下来而发扬光大，使中华民族的未来无愧于

她辉煌的历史。

书中论述，见仁见智，请诸家评论。
’

2

是为序

妙够、

1995年4月5日于晋阳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一

第一节 民俗：一种生活模式⋯⋯⋯⋯⋯⋯⋯⋯⋯⋯⋯⋯⋯

第二节 黄土地：讪西民俗的区域特色IO Q BO B BO D 00．．．．．O D．．．．D

一、尚节俭，善积蓄⋯⋯⋯⋯⋯⋯⋯⋯⋯⋯⋯⋯⋯⋯⋯⋯⋯⋯

二、“中国的犹太人”⋯⋯⋯⋯⋯⋯⋯⋯⋯⋯⋯⋯⋯⋯⋯⋯⋯⋯

三、封闭与保守⋯⋯⋯⋯⋯⋯⋯⋯⋯⋯⋯⋯⋯⋯⋯·⋯⋯⋯⋯“

四、具有活力的“种族”⋯⋯⋯⋯⋯⋯⋯⋯⋯⋯⋯⋯⋯⋯⋯⋯

第二章民俗与农民的社会角色⋯⋯⋯⋯⋯⋯⋯⋯⋯⋯”
第一节 农民：民俗的主体⋯⋯⋯⋯⋯⋯⋯⋯⋯⋯⋯⋯⋯⋯

一、习俗是生活的准则⋯⋯⋯⋯⋯⋯⋯⋯⋯⋯⋯⋯⋯⋯⋯⋯⋯

二、从众与自我的丧失⋯⋯⋯⋯⋯⋯⋯⋯⋯⋯⋯⋯⋯⋯⋯⋯⋯

三、有限的世界⋯⋯⋯⋯⋯⋯⋯⋯⋯⋯⋯⋯⋯⋯⋯⋯⋯⋯⋯⋯

第二节 人生礼仪⋯⋯⋯⋯⋯⋯⋯⋯⋯⋯⋯⋯⋯⋯⋯⋯⋯⋯⋯

一、人生关口⋯⋯⋯⋯⋯⋯⋯⋯⋯⋯⋯⋯⋯⋯⋯⋯⋯⋯⋯⋯⋯

二、摇篮中的护身符⋯⋯⋯⋯⋯⋯⋯⋯⋯⋯⋯⋯⋯⋯⋯⋯⋯⋯

三、姓名中的期待⋯⋯⋯⋯⋯⋯⋯⋯⋯⋯⋯⋯⋯⋯⋯⋯⋯⋯⋯

四、走向成年⋯⋯⋯⋯⋯⋯⋯⋯⋯⋯⋯⋯⋯⋯⋯⋯⋯⋯⋯⋯⋯

第三节 阴阳裂变，男女分途⋯⋯⋯⋯⋯⋯⋯⋯⋯⋯⋯⋯⋯

一、育儿习俗⋯⋯⋯⋯⋯⋯⋯⋯⋯⋯⋯⋯⋯⋯⋯⋯⋯⋯⋯⋯⋯

二、男女分途⋯⋯⋯⋯⋯⋯⋯⋯⋯⋯⋯⋯⋯⋯⋯⋯⋯⋯⋯⋯⋯

三、性的隔离⋯⋯⋯⋯⋯⋯⋯⋯⋯⋯⋯⋯⋯⋯⋯⋯⋯⋯⋯⋯⋯

第四节 从小脚女人到现代女性⋯⋯⋯⋯⋯⋯⋯⋯⋯⋯⋯⋯
一、溺婴与缠足⋯⋯⋯⋯⋯⋯⋯⋯⋯⋯⋯⋯⋯DO O"·Og⋯⋯⋯⋯⋯ )))))))))))))))))))))))

；1
3

6

O

3

8

8

O

3

6

9

9

3

6

8

1

2

4

5

7

8

1

1

2

2

2

2

3

3

3

3

3

4

4

4

5

5

5

5

5

5

l

(((((((((((((((((((((((



二、成长中的山西新女性⋯⋯⋯⋯⋯⋯⋯⋯⋯⋯⋯⋯⋯⋯⋯⋯(6 2)

第五节 为了活人的丧礼⋯⋯⋯⋯⋯⋯⋯⋯⋯⋯⋯⋯⋯(6 5)

一、把丧事办成喜事⋯⋯⋯⋯⋯⋯·⋯⋯⋯⋯⋯⋯⋯⋯⋯⋯⋯．．(6 6)

二、葬礼习俗⋯⋯⋯⋯⋯⋯⋯⋯⋯⋯⋯⋯⋯⋯⋯⋯⋯⋯⋯⋯⋯(70)

第三章婚姻模式的变迁⋯⋯⋯⋯⋯⋯⋯⋯⋯⋯⋯⋯·(7 6)

第一节 择偶标准⋯⋯⋯⋯⋯⋯⋯⋯⋯⋯⋯⋯⋯⋯一⋯⋯⋯⋯(7 7)

一、门当户对⋯⋯⋯⋯⋯⋯⋯⋯⋯⋯⋯⋯⋯⋯⋯⋯⋯⋯⋯⋯⋯(7 8)

二、情感与条件的选择⋯⋯⋯⋯⋯⋯⋯⋯⋯⋯⋯⋯⋯⋯⋯⋯⋯(8 0)

三、合八字、避六冲⋯⋯⋯⋯⋯⋯⋯⋯⋯⋯⋯⋯⋯⋯⋯⋯⋯⋯(8 4)

第二节 择偶方式⋯⋯⋯⋯⋯⋯⋯⋯⋯⋯⋯⋯⋯⋯⋯⋯⋯⋯⋯(8 7)

一、把儿子娶妻变成老子“娶媳妇”⋯⋯⋯⋯⋯⋯⋯⋯⋯⋯⋯(8 8)

二、现代的。包办婚姻”与传统的“自由恋爱”⋯⋯⋯⋯⋯⋯(9 0)

第三节 彩礼与嫁妆⋯⋯⋯⋯⋯⋯⋯⋯⋯⋯⋯⋯⋯⋯⋯⋯⋯⋯(9 5)

一、婚姻市场的标价⋯⋯⋯⋯⋯⋯⋯⋯⋯⋯⋯⋯⋯⋯⋯⋯⋯⋯(9 7)

二、变了形的交易⋯⋯⋯⋯⋯⋯⋯⋯⋯⋯⋯⋯⋯⋯⋯⋯⋯⋯⋯(99)

三、在习俗中攀比⋯⋯⋯⋯⋯⋯⋯⋯⋯⋯⋯⋯⋯⋯⋯⋯⋯⋯⋯(102)

第四节 婚礼习俗⋯⋯⋯⋯⋯⋯⋯⋯⋯⋯⋯⋯⋯⋯⋯⋯⋯⋯⋯(105)

一、交杯酒与结发夫妻⋯⋯⋯⋯⋯⋯⋯⋯⋯⋯⋯⋯⋯⋯⋯⋯⋯(107)

二、闹洞房的秘密⋯⋯⋯⋯⋯⋯⋯⋯⋯⋯⋯⋯⋯⋯⋯⋯⋯⋯⋯(109)

三、洞房验贞⋯⋯⋯⋯⋯⋯⋯⋯⋯⋯⋯⋯⋯⋯⋯⋯⋯⋯⋯⋯⋯(111)

三、婚礼习俗⋯⋯⋯⋯⋯⋯⋯⋯⋯⋯⋯⋯⋯⋯⋯⋯⋯⋯⋯⋯⋯(113)

第五节 病态婚俗⋯⋯⋯⋯⋯⋯⋯⋯⋯⋯⋯⋯⋯⋯⋯⋯⋯⋯⋯(114)

一、，出租妻子⋯⋯⋯⋯⋯⋯⋯⋯⋯⋯⋯⋯⋯⋯⋯⋯⋯⋯⋯⋯⋯(114)

二、为死人嫁娶的鬼婚⋯⋯⋯⋯⋯⋯⋯⋯⋯⋯⋯⋯⋯⋯⋯⋯⋯(116)

三、童养媳⋯⋯”j⋯⋯⋯⋯⋯⋯⋯⋯⋯⋯⋯⋯⋯⋯⋯⋯⋯⋯⋯(117)

第六节 变化中的婚嫁传统⋯⋯⋯．．．⋯⋯⋯⋯⋯⋯⋯⋯⋯⋯(120)

一、狭小的通婚范围⋯⋯⋯⋯⋯⋯⋯⋯⋯⋯⋯⋯⋯⋯⋯⋯⋯⋯(120)

二、远嫁远娶的出现⋯⋯⋯⋯⋯⋯⋯⋯⋯⋯⋯⋯⋯⋯⋯⋯⋯⋯(123)

三、静悄悄的变革⋯⋯⋯⋯⋯⋯⋯⋯⋯⋯⋯⋯⋯⋯⋯⋯⋯⋯⋯(125)

第四章家庭春秋⋯⋯⋯⋯⋯⋯⋯⋯⋯⋯⋯⋯⋯⋯⋯⋯⋯⋯⋯”(128)
2



第一节家庭：人与社会的中介⋯⋯⋯⋯⋯⋯⋯⋯⋯⋯⋯⋯(128)

一、皇天后土，在社幽会⋯⋯⋯⋯⋯⋯⋯⋯⋯⋯⋯⋯⋯⋯⋯⋯(129)

二、中国人伦关系的轴心⋯⋯⋯⋯⋯⋯⋯⋯⋯⋯⋯⋯⋯⋯⋯⋯(130)

三、个人寻找社会的坐标⋯⋯⋯⋯⋯⋯⋯⋯⋯⋯⋯⋯⋯⋯⋯⋯(132)

第二节 家庭结构的演变⋯⋯⋯⋯⋯⋯⋯⋯⋯⋯⋯⋯⋯⋯⋯(133)

一、传统家庭人口⋯⋯⋯⋯⋯⋯⋯⋯⋯⋯⋯⋯⋯⋯⋯⋯⋯⋯⋯(134)

二、由大到小的家庭规模⋯⋯⋯⋯⋯⋯⋯⋯⋯⋯⋯⋯⋯⋯⋯⋯(137)

三、山西农村家庭一瞥⋯⋯⋯⋯⋯⋯⋯⋯⋯⋯⋯⋯⋯⋯⋯⋯⋯(140)

第三节 家族势力的消长⋯⋯⋯⋯⋯⋯⋯⋯⋯⋯⋯⋯⋯⋯⋯(142)
一、家族势力概观⋯⋯⋯⋯⋯⋯⋯⋯⋯⋯⋯⋯⋯⋯⋯⋯⋯⋯⋯(143)

二、家族势力存在的土壤⋯⋯⋯⋯⋯⋯⋯⋯⋯⋯⋯⋯⋯⋯⋯⋯(144)

三、家族势力的影响⋯⋯⋯⋯·⋯⋯⋯⋯⋯⋯⋯⋯⋯⋯⋯⋯⋯“(146)

第四节 生育习俗与养老模式⋯⋯⋯⋯⋯⋯⋯⋯⋯⋯⋯⋯⋯(148)

一、“娘娘”求子⋯⋯⋯⋯⋯⋯⋯⋯⋯⋯⋯⋯⋯⋯⋯⋯⋯⋯⋯⋯(149)

二、巫术求子⋯⋯⋯⋯⋯⋯⋯⋯⋯⋯⋯⋯⋯⋯⋯⋯⋯⋯⋯⋯⋯(151)

三、高死亡率与早婚早育⋯⋯⋯⋯⋯⋯⋯⋯⋯⋯⋯⋯⋯⋯⋯⋯(153)

四、儿子的价值⋯⋯⋯⋯⋯⋯⋯⋯⋯⋯⋯⋯⋯⋯⋯⋯⋯⋯⋯⋯(156)

第五节 导致贫穷的继承模式⋯⋯⋯⋯⋯⋯⋯⋯⋯⋯⋯⋯⋯(158)
一、家庭财产中的大锅饭与继承中的平均主义⋯⋯⋯⋯⋯⋯⋯(158)

二、分家习俗⋯⋯⋯⋯⋯⋯⋯⋯⋯⋯⋯⋯⋯⋯⋯⋯⋯⋯⋯⋯⋯(161)

三、贫穷的根源⋯⋯⋯⋯⋯⋯⋯⋯⋯⋯⋯⋯⋯⋯⋯⋯⋯⋯⋯⋯(163)

第六节 代沟：现代文明与传统习俗的冲突⋯⋯⋯⋯⋯⋯(164)

一、从。度日如年”到“享乐人生”⋯⋯⋯⋯⋯⋯⋯⋯⋯⋯⋯(166)

二、授受不亲与未婚同居⋯⋯⋯⋯⋯⋯⋯⋯⋯⋯⋯⋯⋯⋯⋯⋯(168)

三、朴实中庸与追赶时尚⋯⋯⋯⋯⋯⋯⋯⋯⋯⋯⋯⋯⋯⋯⋯⋯(170)

四、。守土”与“不安分”⋯⋯⋯⋯⋯⋯⋯⋯⋯⋯⋯⋯⋯⋯⋯⋯(171)

第五章沉重的社会心理⋯⋯⋯⋯⋯⋯⋯⋯⋯⋯⋯⋯⋯⋯⋯(175)
第一节 生活中的禁忌⋯⋯⋯⋯⋯⋯⋯⋯⋯⋯⋯⋯⋯⋯⋯⋯(176)

一、居住禁忌⋯⋯⋯⋯⋯⋯⋯⋯⋯⋯⋯⋯⋯⋯⋯⋯⋯⋯⋯⋯⋯(177)

二、婚姻禁忌⋯⋯⋯⋯⋯⋯⋯⋯⋯⋯⋯⋯⋯⋯⋯⋯⋯⋯⋯⋯⋯(180)

三、生活中的禁忌⋯⋯⋯⋯⋯⋯⋯⋯⋯⋯⋯⋯⋯⋯⋯⋯⋯⋯⋯(183)

3



第二节鬼神、巫术与风水⋯⋯⋯⋯⋯⋯⋯⋯⋯⋯⋯⋯⋯⋯(185)

一、驱“鬼”治病⋯⋯⋯⋯⋯⋯⋯⋯⋯⋯⋯⋯⋯⋯⋯⋯⋯⋯⋯(187)

二、“收魂术”⋯⋯⋯⋯⋯⋯⋯⋯⋯⋯⋯⋯⋯⋯⋯⋯⋯⋯⋯⋯⋯(191)

三、巫术与兆示⋯⋯⋯⋯⋯⋯⋯⋯⋯⋯⋯⋯⋯⋯⋯⋯⋯⋯⋯⋯(193)

四、占卜⋯⋯⋯⋯⋯⋯⋯⋯⋯⋯⋯⋯⋯⋯⋯⋯⋯⋯⋯⋯⋯⋯⋯(194)

五、看风水⋯⋯⋯⋯⋯⋯⋯⋯⋯⋯⋯⋯⋯⋯⋯⋯⋯⋯⋯⋯⋯⋯(196)

第三节 面向苍天求甘露⋯⋯⋯⋯⋯⋯⋯⋯⋯⋯⋯⋯⋯⋯⋯(197)

一、龙一中国人的雨神⋯⋯⋯⋯⋯⋯⋯⋯⋯⋯⋯⋯⋯⋯⋯⋯⋯(198)

二、女性求雨⋯⋯⋯⋯⋯⋯⋯⋯⋯⋯⋯”⋯⋯⋯⋯⋯⋯⋯⋯⋯·(200)

三、善人求雨⋯⋯⋯⋯⋯⋯⋯⋯⋯⋯⋯⋯⋯⋯⋯⋯⋯⋯⋯⋯⋯(201)

四、集体“游雨”⋯⋯⋯⋯⋯⋯⋯⋯⋯⋯⋯⋯⋯⋯⋯⋯⋯⋯⋯(203)

五、。恶求雨”⋯⋯⋯⋯⋯⋯⋯⋯⋯⋯⋯⋯⋯⋯⋯⋯⋯⋯⋯⋯⋯(205)

第四节 自然崇拜的阴影⋯⋯⋯⋯⋯⋯⋯⋯⋯⋯⋯⋯⋯⋯⋯(207)

一、神秘的狐狸与蛇⋯⋯⋯⋯⋯⋯⋯⋯⋯⋯⋯⋯⋯⋯⋯⋯⋯⋯(208)

二、古井、老树寄魂灵⋯⋯⋯⋯⋯⋯⋯⋯⋯⋯⋯⋯⋯⋯⋯⋯⋯(210)

三、农神崇拜⋯⋯⋯⋯⋯⋯⋯⋯⋯⋯⋯⋯⋯⋯⋯⋯⋯⋯⋯⋯⋯(213)

第五节 关公崇拜与宗教信仰⋯⋯⋯⋯⋯⋯⋯⋯⋯⋯⋯⋯⋯(215)

一、关公保佑、发财进宝⋯⋯⋯⋯⋯⋯⋯⋯⋯⋯⋯⋯⋯⋯⋯⋯(217)

二、宗教文化透视⋯⋯⋯⋯⋯⋯⋯⋯⋯⋯⋯⋯⋯⋯⋯⋯⋯⋯⋯(219)

三、民间信仰的“中国特色”⋯⋯⋯⋯⋯⋯⋯⋯⋯⋯⋯⋯⋯⋯(223)

第六章从封闭走向开放⋯⋯⋯⋯⋯⋯⋯⋯⋯⋯⋯⋯(226)
第一节 自给自足：封闭的村庄⋯⋯⋯⋯⋯⋯⋯⋯⋯⋯⋯⋯(226)

一、居住模式⋯⋯⋯⋯⋯⋯⋯⋯⋯⋯⋯⋯⋯⋯⋯⋯_⋯⋯⋯⋯(227)

二、孤寂的村庄⋯⋯⋯⋯⋯⋯⋯⋯⋯⋯⋯⋯⋯⋯⋯⋯⋯⋯⋯⋯(229)

三、“桃花源”里的田园诗⋯⋯⋯⋯⋯⋯⋯⋯⋯⋯⋯⋯⋯⋯⋯⋯(231)

四、别了：桃花源⋯⋯⋯⋯⋯⋯⋯⋯⋯⋯⋯⋯⋯⋯⋯⋯⋯⋯⋯(235)

第二节 集市·庙会·商业习俗⋯⋯⋯⋯⋯⋯⋯⋯⋯⋯⋯⋯(238)

一、农民的超级市场⋯⋯⋯⋯⋯⋯⋯⋯⋯⋯⋯⋯⋯⋯⋯⋯⋯⋯(239)

二、乡村的神经⋯⋯⋯⋯⋯⋯⋯⋯⋯⋯⋯⋯⋯⋯⋯⋯⋯⋯⋯⋯(243)

三、社会众生相⋯⋯⋯⋯⋯⋯⋯⋯⋯⋯⋯⋯⋯⋯⋯⋯⋯⋯⋯⋯(247)

第三节 生活习俗的变奏曲⋯⋯⋯⋯⋯⋯⋯⋯⋯⋯⋯⋯⋯⋯(249)

4



一、贫穷的田园牧歌⋯⋯⋯⋯⋯⋯⋯⋯⋯⋯⋯⋯⋯⋯⋯⋯⋯⋯

二、时令节日⋯⋯⋯⋯⋯⋯⋯⋯⋯⋯⋯⋯⋯⋯⋯⋯⋯⋯⋯⋯⋯

三、流行与多样化⋯⋯⋯⋯⋯⋯⋯⋯⋯⋯⋯⋯·“⋯⋯⋯⋯⋯⋯

第四节 农民的新视野：穿越习俗之雾⋯⋯⋯⋯⋯⋯⋯⋯

一、外面的世界真精彩⋯⋯⋯⋯⋯⋯⋯⋯⋯⋯⋯⋯⋯⋯⋯⋯⋯

二、对货币的心理变化⋯⋯⋯⋯⋯⋯⋯⋯⋯⋯⋯⋯⋯⋯⋯⋯⋯

三、移情能力的增加⋯⋯⋯⋯⋯⋯⋯⋯⋯⋯⋯⋯⋯⋯⋯⋯⋯⋯

第五节 变革与农民角色的分化⋯⋯⋯⋯⋯⋯⋯⋯⋯⋯⋯⋯⋯

一、职业与财产的分化⋯⋯⋯⋯⋯⋯⋯⋯⋯⋯⋯⋯⋯⋯⋯⋯⋯

二、金钱改变习俗⋯⋯⋯⋯⋯⋯⋯⋯⋯⋯⋯⋯⋯⋯⋯⋯⋯⋯⋯

第六节传统民俗的变革与人的现代化⋯⋯⋯⋯⋯⋯⋯⋯

一、技术革新的带头人⋯⋯⋯⋯⋯⋯⋯⋯⋯⋯⋯⋯⋯⋯⋯⋯⋯

二、变动中的新旧权威⋯⋯⋯⋯⋯⋯⋯⋯⋯⋯⋯⋯⋯⋯⋯⋯⋯

三、民俗价值的选择⋯⋯⋯⋯⋯⋯⋯⋯⋯⋯⋯⋯⋯⋯⋯⋯⋯⋯

第七节 明天：城乡文化新的融合⋯⋯⋯⋯⋯⋯⋯⋯⋯⋯⋯
一、城乡分立⋯⋯⋯⋯⋯⋯⋯⋯⋯⋯⋯⋯⋯⋯⋯⋯⋯⋯⋯⋯⋯

二、二元结构的形成⋯⋯⋯⋯⋯⋯⋯⋯⋯⋯⋯⋯⋯⋯⋯⋯⋯⋯

三、现代化与传统习俗⋯⋯⋯⋯⋯⋯⋯⋯⋯⋯⋯⋯⋯⋯⋯⋯⋯

后记⋯⋯⋯⋯⋯⋯⋯⋯⋯⋯⋯⋯⋯⋯⋯⋯⋯⋯⋯⋯⋯⋯⋯⋯⋯⋯

(250)

(254)

(257)

(259)

(260)

(264)

(265)

(267)

(267)

(270)

(274)

(276)

(279)

(284)

(286)

(287)

(289)

(293)

(295)

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绪 论

现代大都市和传统的小村庄。

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天地。几乎所有人都被组合在

这两个不同的社会中生活着。

当你漫步于大都市的街头，在公园、商场、剧院、几乎所有

的有头有脸，颇有身份的人都会被无情地淹没在茫茫人海之中，那

些社会名流、地方领袖、挺着肚子的老板，都会有滋有味地体验

到一种普通人的感觉。

然而，当你走进黄河岸边的小村庄，在黄土高原的深处，在

太行山那仅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落，你会感到你多少算是个“人

物”了。

这里没有电、老人和孩子们从来没有看过电影和火车，很少

有汽车从村头驶过，他们生活在大自然里。这些世代依偎在黄河

的臂膀中、在太行山的山沟里、黄土高原的窑洞中的农民，千百

年来就这样几乎是与世隔绝地生存着。

任何的远方来客都会把小村庄的宁静打破，几个远方来客便

足以使整个村庄为之激动，新鲜的面孔、新鲜的装束，新鲜的话

语可以使他们有兴致相聚在一起，欢歌起舞。一孩子们在欢跳，老

人们在饶有兴致的交谈，年轻人则怀着一丝好奇，渴望了解外部

世界的信息。真正动人的在于欢歌笑语中所体现出的那种鲜活的

民俗精神，生活无论多么贫困、多么单调，人生无论充满多少漫

长的苦难，都无法泯没人们对于生活的热情，这就是我们的民族。

】



第一节 民俗：一种生活模式

生活中，民俗无时无刻地展示着她的风采，展示着她的灿烂，

有了她，人们的生活才变得色彩斑斓、富有生气。然而，什么是

习俗，人们并不都了解她。

民俗学家给它的定义是：民俗主要是指民间流行的风俗习惯。

它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相沿成袭的生活及文化活动，诸如

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宗教信仰、巫术禁忌等内容广．

泛、形式多样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

历史学家以他们的智慧看到了民俗的源远流长。他们对往往

是不起眼的一种风俗，考证起来却要追根溯源到一个民族的氏族

时代，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人类原始祖先的生活状况和生活历程。

人们常说：生活是艺术的源泉，是创作的源泉，是美的源泉。

但实际上，生活也是民俗——这种天然美、天然乞术的源泉。民

俗，在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相互适应、彼

此作用的过程中应运而生。民风习俗首先起源于人们满足生存需

要——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心理的活动，它最初是人们适

应自然环境，获取食物等基本生活资料的文化模式。

让我们把镜头转向生活中的民俗现象。

镜头之一。看风水是一种广泛流传于民间的风俗。在农村，无

论是建造居室选择宅基地，还是埋葬死者择用一方净土，都毫无

例外地要恭请一位风水先生选佳址、看风水。尽管这种习俗随着

历史的变迁加入了许多虚玄的因子，使它在今日农村的诸多场合

已经成为一种迷信，然而，形成这种习俗的初衷与择地模式却是

人们适应大自然的结果。

人们的居住冷暖与风有很大关系，而水又是人们生存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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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的。所以选择聚落环境与位置必须要考虑到风和水，看风水

的习俗正是由此而产生，正如人们选择穿衣式样时必须要考虑到

冷暖、美丑与性别身份。风水的选址坐标的一个最基本原则就是：

“背山、面水”与上苍的星象相对应的所谓“四灵兽”式地形。现

代科学证明，一般山顶处无水而且风大气寒，而风水中的“阳

基”，也忌讳选在山顶，因为“高处不胜寒”。风水所称道的“背

山面水”模式与农业直接相关，因为在有山有水的丘陵地带，背

山面水之处的土地最为肥美，有利于农业耕作。①风水先生眼中那

些好的“龙脉”，大都是容易获得水的地段。风水理论，这种基于

“天人合一”、阴阳和谐之上的理论，从选址到房屋的布局都考虑

到是否通风、如何避风等问题。

镜头之二。法兰西伟大的作家雨果有一句名言：“比浩瀚的大

海更广阔的是蔚蓝的天空，比蔚蓝的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

人的心灵的确可以包容大海、天空、宇宙。现代人也完全可以改

造自然，征服自然。但是，当我们每一个人置身于辽阔的大海、巍

巍的群山和茫茫的沙漠时，都会由衷地感到，在大自然面前，我

们人类是多么渺小。

我们古人的心灵又何尝不是如此。

在中国社会的许多民俗中，绝大部分的信仰、崇拜与禁忌都

是针对大自然的，诸如日月星辰、戈壁大海、山川树石等等。这

些信仰、崇拜与禁忌习俗的形成显然是自然物对早期人们的生存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

当今流传世界的几大宗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几

乎都产生在中东地区。显然，这同那里恶劣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

茫茫沙漠，炎热的戈壁、在这种极为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人们把

希望寄托于上苍是大自然的逻辑。当我们踏上青藏高原，那里有

①何晓听：《风水探源》13页，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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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最为壮观的自然风光，却没有维持人们基本生存的充足的

氧气，也许只有在这里，人们才能多少理解宗教、信仰、崇拜与

禁忌的缘由。

古人的智慧不可低估。中国早期的典籍《国语·鲁语》中讲

到人类信仰与禁忌的原因时说得明白：“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于

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哲也，及天上三辰，民所以

赡养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

用也。非是，不在祀典。”

显然，正是因为这些自然物与人们的生活与生存息息相关，农

业与牧业生产在极大程度上得利于自然界，人们相信无生命的自

然物是有生命的，它们能够向人类播种幸福或者收获灾难。因而，

就对这些自然形成了某种信仰、崇拜和禁忌。

镜头之三。土地是生命之母。有人说：犹太民族安息于天国，

印度民族安息于涅檗，中华民族安息于土地。与日耳曼和俄罗斯

人生存于游牧、古罗马人与希腊人面向大海取材于贸易不同，中

华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依附于土地的民族。

中国自古就有不得任意掘土的禁忌。透过民间广为流传的关

于“土地爷”、“土地神”、“土地公”的俗信可以看到，人们以为

土地是由一个白胡子老头模样的土地之神掌管着。在土～方生活

着的农民热爱自己家乡的土地，希望这厚厚的黄土地上能够生长

出更多更好的食物来。他们需要对土地神表示足够的尊敬与畏惧，

供奉食品、叩头跪拜，兴动水土都要祭告土地神得知，尽管有那

么一些贿赂之嫌，但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土地神非但不

予保佑，还会降罪予以惩罚的。当然，土地神也不是法力无边，它

掌管的土地是有区域的，神的权力划分也正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社

区的划分与土地的归属。

面对土地的是苍天。当土地干裂，赤地千里之时，人们就把

希望转向了苍天。求雨是流传中国北方很广的民俗，雨水对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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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黄土高原半干旱区域的庄稼与人畜都是至关重要的。在民间，人

们相信雨水能否从天而降是由一个带有人格化色彩的天神，也就

是妇孺皆知的龙王爷所支配。在农作物生产的关键性日子里，人

们祈求下雨，利用求、献、责打等各种方式，求助于龙王爷。求

雨反映了人们对天的看法，反映了农民，特别是传统农业生产对

于大自然的依赖。

镜头之四。除了人与大自然关系中所形成的习俗之外，当我

们仔细观察人类带有社会性的民俗时，追根溯源，都会看到

“性”的影子。性是生命的象征。性行为的结果是人类的延续。

性的选择与性的满足是人类的一个最基本的需要。在此基础

上各民族都在历史的演讲过程中创造了一套与自己的生产、生活

的环境相适应的，解决群体与协作问题的习俗。这些习俗规定着

青年男女接触的方式，性行为开始的年龄，行为上的放纵程度，以

及求爱的方式。在这里习俗很象是一位无所不知的长者，它告诉

年轻人什么样的性行为是常态和可以接受的，什么样的性行为是

应该禁止的。“传统习俗也规定着相当的自由，甚至相当的荒唐，

虽则都有着一定的限度。”①

在接受与禁止之中，有关性及性行为的一系列习俗在不知不

觉之中，维持了社会的稳定，调解着群体的结合与协作。

性的选择对于社会的影响巨大，尤其是诸多男子竞争一名美

丽的女子时更是如此，我们从古希腊美丽的神话和中国典籍中所

述的故事里都可以看到，由性选择的相争可以造成流血的战争。性

选择的离心力能够破坏群体的生产与征战能力，并在某种程度上

威胁群体间的团结与关系，进而导致分裂。

所以，“性行为是一种受习俗高度制约的行为。不仅社会对人

们公开的性行为表示出某种关注。而且其规范试图渗透到我们私

①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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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每个缝隙之中”①限制男女之间性选择的习俗，有关婚姻与

家庭的习俗，特别是一夫一妻婚姻的习俗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性

选择的混乱，解决了人口的再生产与种姓的繁衍，也使男人和女

人在生产和生活中的有效合作成为可能。稳定的家庭形成了社会

的细胞，它对社会的组织形态、制度模式都产生了影响。有了这

一切，人们才能在一个有序的社会环境中，在彼此的沟通与协作

基础上生活、生存和发展。

如果说，千百年来，我们那些多姿多彩、古老而又年轻的风

俗习惯起什么作用的话，那么，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习俗在长

期的生活与发展过程中较为合理解决了个人、群体与社会的适应、

协作与运行。

习俗是人们的存在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模式。习俗是一种文

化，是一种广泛存在于民间的，对人们影响既深且远的俗文化。

关于文化，西方影响很大的英国学者E·B·泰勒认为：“文

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

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能力和习惯。”

如果人是鱼，那么文化就是大海。如果人类是大地上的生命，

文化就是大地。文化是人的生存环境，人们生活的任何一方面无

不受着文化的影响，人随着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可以说，文化决

定了人的社会存在方式，决定了人们表达情感与自我的方式、决

定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我们，在自己所处的由风俗习惯所构成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

来，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风俗习惯对我们产生的许多影响都被

深深地植入大脑深层的原始部位、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我们的意识

层面之下。正是这些在一般情况下都是最明显、又习以为常的风

①(美)贺兰特．凯查杜里安：‘人类性学基础》534页，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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