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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千毛 4之

临汾史称平阳，属古冀少1'1 0 这里是物华天宝之地，人杰地灵

之邦;这里是中国之根，中华民族之源。部落联盟方国兴起时，

古冀州位居中心，尧舜禹划九州而治天下，古冀州国处九州之中

而称"中国 "0 {史记》载:尧禅让于舜，舜"而后之中国践天

于住"。故而"中国"称谓源出古冀州 O 始自尧舜，建都平阳。

平阳在中国历史上，独领风骚，地位独特，实为华夏文明最为璀

王荣耀眼的明珠。难怪史学界有如此评说:三十年看深圳，一百年

看上海，一千年看北京，三千年看长安，五千年看平阳。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平阳先后为郡、州、府、路治，辖区

范围适各朝之需或大或小。作为府治，始于宋政和六年(1 116

年) "领县十治"，至明清时期，"领州六、县廿九"，即辖今之

临汾、运城两市及晋中市的灵石、吕梁市的石楼两县。清末平

阳、蒲州两府分治 O 民国初属河东道，后废道直属山西省 O 新中

国成立后， 1954 年运城、，)各汾合并为晋南地区， 1970 年临汾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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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宽志丛书胁

运城分治 o 2000 年撤地设市，改称临汾市。临汾市东倚太岳，

西临黄河，南接运域，北邻晋中，汾水自北向南穿过。全市面积

20275 平方公里，人口 413 万人，辖管 17 个县(市、区) ，市府

设在尧都区 O

在临汾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不仅物产丰富，素有

"煤铁之乡\"棉麦之乡"的美誉，而且还有得天独厚的自然、

人丈景观，成为令人瞩目的旅游资源大市。全市现有古迹名胜

2594 处，其中国家级 13 处，省级 51 处。 10 万年前的"丁村人"

活动的遗址， 2400 多年前晋国遗址与侯马"盟书"， 600 多年前

洪洞大槐树明代移民遗址:壶口瀑布、姑身仙洞、陶唐峪、悬泉

山、龙澎峪、龙祠泉;尧庙、广胜寺、小西天、东岳庙、大云

寺、大钟楼、霍州署、苏三监狱、元代舞台……它们正以其自身

的魅力和特色吸引着来自国内外的游客。

在临汾这块钟灵毓秀、藏龙卧虎的土地上，曾孕育了不计其

数的帝王将相、治国英才、文坛巨匠、学者名流。中国第一贤帝

尧，春秋时代的霸主晋文公，战国之际的著名思想家苟子，"完

壁归赵"的外交家商相如，名嗓史册的政治家赵盾、狐侄、霍

光、贾适、贾克、邓仗，声震一时的巾帽英杰卫皇后、平阳公

主，舍亲子而救赵盾后裔的义士程婴，。ι吃风云的军事家卫青、

霍去病，卒于玄绽二百多年赴印度取经的旅行家、翻译家高僧法

显，宋代理学先行者、学者孙复， "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郑光

祖，著名音乐家师旷，国画大师朱好古，夭才神童卢秉纯……他

们的业绩，彪炳日月，辉耀山河。

I1各汾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汉族民俗风情的发祥地，中

西宗教文化传播聚会的圣土，尤其是中国书画、戏曲、民间传

说、故事、歌谣、民间工艺、社火、鼓乐艺术的宝库。闻名中外

的平水雕板及其"四美圈"，名扬五洲的威风锣鼓，以及剪纸、

踩晓、面塑、舞龙灯、雄师登天、蒲剧、眉户、皮影、道情…

所有这些都是文苑之精华、艺海之珠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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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珍品。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我国

历朝历代多有修志的传统，编基地方志的历史源远流长。时届全

新世纪，欣逢11各汾撤地设市，平阳大地一派生机盎然。为了向世

人展示古老临汾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提高 11各汾对外的知名度，

激发 11各汾人对家乡的自豪感和建设美好家乡的坚定信念，临汾市

地方志办公室编辑出版了以临汾史话、帝尧、历代人物、山水名

胜、民间艺术、民俗、方言等内容的《临汾方志丛书 þ ，这无疑

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后世的大好事!

我的故乡是临汾，我的根在临汾，桑梓情i菜，自然对家乡怀

着一种特殊的赤子之情。在《临汾方志丛书》付梓问世之际，

11各汾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嘱我写序。愿《临汾方志丛书》在

新世纪发挥"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为把临汾建成一个

经济强市、文化名市发挥积极的作用 O

2005 年 10 月 24 日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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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创造和传承的一种文化，是民间

自觉约定成规的活动形式，是一种社会事象，也是社会科学家们

研究的对象。它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组成部分，代表着一定社

会、民族、地区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的文明状态;反映着人们的精

神寄托、信仰、崇拜以及对生活的美好愿望。

"民族民间的风俗习惯，不管原来是什么形式，在被真正接

受后，总是倾注着接受者的情感。因此，也往往是一定社会兴衰

的印记或兆头，从而与社会政治发生着或深或浅的关联。" (程

忠、炎《民俗的性状与移风易俗的重要性})所以，它对于唤起民

众的自尊心，激发蕴藏在民众中的卓越才智和伟大创造力，有着

其他科学所不能取代的特殊作用;也几乎具有较之法律"有过

之而无不及"的神力 O

我国当代著名民俗学家、教授钟敬文先生， 1991 年在《山

西民俗·序》中写道: "山西作为中国民族古文化的发祥地之

一，从尧舜禹立国建都，后级教民稼稽，嫖祖养蚕垛丝起，数千

年黄河文化的积淀，使这块土地上形成了异常浓厚、丰富和有着

鲜明特色的文化层。"细细捉摸这段文字，有几分可能是指临汾

而言。

11各汾，史称乎阳，地处黄河中游，曾辖晋南之广，是古代文

明的摇篮，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中，内容十分丰富。十万多年

以前的 "T村文化"遗址，四千余载之前的"尧都平阳"、"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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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蒲圾"、"禹都安邑"，新石器时期龙山文化类型的陶寺遗址以

及东周晋国的新回都城遗址等等，皆在这块土地上。这里历史悠

久，物阜民丰，地理位直得天独厚，人文莘莘，人们具有勤劳、

节俭、聪慧、朴实的性格特征。正如《平阳府志》中所说:"平

阳，尧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橡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俭啬;有

温恭克让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让;有师锡金曰畴咨之道，故其

人至于今好谋而深;有百兽率舞，凤凰来仪，于变时雍之美，故

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有昌言敬戒之训，故其人至于今忧思而畏

祸;有元为、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尧之

遗风也。"因而，作为中华民族古文化发祥地之一的临汾，在漫

长的历史长河里，创造、沿袭、传承的民风习俗，淳厚而又丰

富，涉及面也极其广泛，如衣食住行、亲族村落、乡社生产、市

井商贾、信仰禁忌、风物景观等等。

1985 年，原临汾地委、行署组织力量，利用襄汾丁村明清

民宅，筹办了全国第一座汉民俗博物馆。建馆期间，从搜集实

物、资料，编写、实施方案至陈列展品、培训解说员等整个筹备

过程中，笔者参与其事将近一年，搜集、整理、学习、研究了不

少民俗事象，并收藏了若干第一手资料。今只撤取岁时节日、人

生礼仪中的点滴，芸萃于后，实乃"沧海之一粟"。其余笔者将

争取续之C

本书选材范围，主要是清末民国初年乃至新中国成立前的民

俗事象，所以有的迷信色彩较浓，仪式程序繁琐，形式主义严

重，有铺张浪费之嫌。自当陈规务去，削芜存精。同时，也希望

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一方面能够成为向人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的形象教材，成为对国际人士提供正确认识我们民族和加强友谊

的凭籍，另一方面，也希望能成为我们的社会学家们研究人类社

会历史的科学依据资料。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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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节日
一 一

岁时节日

我国历史上长期奉行夏历，而夏历的含意，正是夏王朝使用

的历法。华夏的民俗，是沿着夏历形成的，而古平阳辖区，也正

是夏代的发祥地。因此，这里是中国岁时节日最早出现的地区之

一。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俗。临汾→

带，山地、丘陵、平川交错，形势各异，再加交通不便，自给自

足的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显得特别封闭。因此，虽然是同一

节日，却往往十里风俗不一般，纪念形式各异。然而，就普遍性

讲，临汾一带仍具有明显的农业生产特点。农忙时期，一个月一

般只有一节，有的地方甚至没有。有的节日只是体现一种信仰，

活动形式简单，多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闲季节，节日的数量相

应增加，民俗活动形式复杂，最典型的就是过年。俗话说:"受

了→年就盼过年。"生动地说明了岁时节日是对人们精神生活的

调整。在节日的民俗活动中，不管是农闲还是农忙，其内容总是

以勉励农事，祈求丰收，祭祀土地占很大比重。这些活动，今天

虽然绝大部分演化成娱乐形式，但是却反映了历代劳动入民渴望

有吃有穿，希冀幸福生活的传统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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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节

春节，农历一年的第一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俗称

"年节" "大年" "新年"。临汾→带，将正月初一到初五，称为

"新春"。民国初期，军阀1昆战，土匪横行，民不聊生，故春节

又有"年关"俗称。

年的来历，源远流长，各个时期称谓不同。尧舜时把年叫做

"载"，夏代叫做"岁"，殷代叫做"祀"，周代叫"年"。所谓

"载"，据说上古时，每到冬季，人们将捕获的猎物以车拖载，

并围车狂欢，表示祝贺，故"载"就成了年的同义词;所谓

"岁"，夏代时有了观察岁星(即木星)的方法，因而又取岁为

年;殷商时奴隶主十分重视"祭祀"，把"祀"作为国之大节，

所以又把祀当年;到了周代便正式叫年。《谷粱传》中说:"五

谷皆大熟为大有年";甲骨文中的"年"字，是果实丰收的形

象;金文中的"年"字，也有谷穗成熟的样子。可见"年"原

是预祝丰收喜庆和迎接来年生产的日子。

年也称元旦，据说自制顷皇帝起，他以正月为元，初一为

旦。以后，夏、商、周、秦、汉的元旦，日期不一，夏是正月初

一，商是十二月初-，周是十一月初→，秦统一中国后，又以十

月初一为元旦，直到汉武帝时，才规定正月初一为元旦。因为和

夏代规定-样，所以叫夏历。辛亥革命后，启用太阳历，但夏历

仍同时使用，只是把岁首改成"旧年"或"阴历年"。新中国成

立前夕于 1949 年 9 月由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把 1 月 1 日定为元旦，俗称"阳历

年"，把正月初一定为春节，俗称"阴历年"。

然而，民间对于春节和年，有各种传说。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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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节目
一

对于春节的来历，传说殷商时代，有个叫"万年"的青年，

十分聪颖，他看到节令很乱，决心把它推定，制成历法。

一天，他上山砍柴休息时，望着树影移动，得到启发。回到

家里，设计了观测日影、计算天时长短的"日暑仪"。可是天气

出现阴雨时，却无法推测。后来他发现山崖上的泉水很有节奏地

往下滴，启发了他的灵感，设法做了五层漏壶，用漏水的方法来

计时。就这样他慢慢地发现，每隔 360 多天，天时的长短就会重

复一次，最短的一天在冬至。

由于节令失常，影响到农业生产，百姓叫苦不迭。天子祖乙

也很忧虑，使召集百官商议。节令官阿衡说是人们得罪了天神造

成的，要想节令正常，就得祭拜天神，请求宽恕。天子信以为

真，带领百官去天坛祭祀天神，并诏谕全国，设坛祭天。

万年认为祭祀是徒劳的，他带着自制的日暑仪和漏水器去见

天子，讲明由于节令没有定准而造成失常的道理，并根据自己多

年测定的结果，说明了冬至点，讲清了日月运行的周期。天子昕

后，感到很有道理，于是就把万年留下制历，并在天坛前筑起日

暑台、漏壶亭，又派了 12 个童子供万年服侍昕用。

过了一些时候，天子派阿衡去向万年了解制历情况。万年拿

出自己制作的草历说:"日出日落三百六，周而复始从头来，草

木荣枯分四时，→岁月有十二圆。"嫉妒心重的阿衡昕后，感到

忐忑不安。心想:如让万年把节令定准，就会得到天子的重用，

那时我将会……他横下一条心，要把万年除掉。

于是，他以重金收买了→个刺客去暗杀万年。一天中午，当

万年到日暑台观测日:影时，刺客躲在一个墙角里，用暗箭将万年

胳膊射伤，卫士闻讯赶来，捉住刺客，姐送去见天于。

天子获悉根由，将策划者阿衡处以刑罚，并亲自登上日月阁

看望万年。万年指着申星道:"现在申星追上了蚕百星，星象复

原，子时夜交，旧岁已完，时又始春，希望天子定个节吧!"

"春为岁首，就叫春节吧!"天子说， "你到这里已三年多

•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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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呕心沥血，今天反而遭暗算，负了重伤，现在随我到宫中疗

养，共度春节。"

万年答道:"承蒙天子厚爱，只是太阳历还是草历，尚不准

确。为了不负众望，我必须留在这里，继续把太阳历定准。"寒

来暑往，春来冬去，万年经过长期观察，精心推算，终于把太阳

历定准了。后来天子就把太阳历命名为"万年历"，并封万年为

日月寿星。今天，人们把春节称为"年"，过年挂上寿星图，据

说就是为了纪念功高德重的万年。

这个传说，虽不足为据，但却为春节的来历增添了神话的色

彩。

民间对年的传说，更为神奇的是，传说在太古之时，每逢冬

末初春的这一天夜里，有一头叫"年"的凶猛野兽就跑进村里

来，见人吃人，见畜咬畜，对它实在没有办法。后来，人们便把

一些猪肉、羊肉等食物做好，放在村口的碾盘上。"年"来了，

抢着吃饱后，也就懒得进村了。这样，人们每当初春晚上，往村

口碾盘上放肉食，来阻止"年"进村闹事。

有一年大旱，庄稼收成不好，给"年"的食物就难以解决。

大家只得尽力去办，将一个又瘦又小的猪头烧熟，由于猪头太瘦

没有油水，所以就给烤糊了。大伙把猪头放在碾盘上后，都意识

到灾星临头了。无可奈何，只好马上回家，把门关紧，等着

"年"来闹事。

再说"年"来到村口，见碾盘上只有一个又瘦、又小、又

糊的猪头，非常气恼，吃完后，不得饱肚，便进了村。

村口有一人家，只有一个中年妇女和几个孩子，因害怕

"年"来闹事，便在院内点燃了一堆火，一家人缩在家里，动也

不敢动。忽然听得院内有声音，就知道"年"来了。

"年"一进院，见红红的一堆火，心里起疑，但还是朝门口

走来了。这时，凑巧有根竹子被烧得爆开，发出"啪"的→声

响，"年"吓了一跳; "啪"又是一声， "年"吓得不禁大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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