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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守护沁州人的精神植被

品渎。L，~HI风俗》一书的心得

E离定

丰富多彩窍又底蕴深厚的沁州民俗文化，是沁州人在

沁州这块世世代代生息繁衍的土地上、在漫长的社会历史

进程中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所总结和积累起来的精

神财富，是深深植摄于每一个沁判人血脉之中的集体记

也，是沁判地域文化得以与时俱进、持续发展的精神植被，

也是沁州人共同的心灵板依和精神家园 O

历史悠久的沁辩，古称铜鞋，远在黄帝时代就有先民

梧息于此，挺有 5000 多年的开发史， 2300 多年的建制史

和 1500 多年的文化教育史。作为中华民族黄河文化的发

祥地之一，从尧、舜、禹立E建都、后援教民稼稽、嫖袒养蚕

缘丝，直至今天的"中雷名米之乡"和"中昌曲艺之乡"的申

遗成功，数千年来农耕文明的积淀，在这块黄土地上形成

了异常浓罩、丰富而又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层。

而正是在这种民俗文化滋润下所形成的农事规程、宗族礼

仪、播丧嫁娶、生自寿诞、服饰礼仪、待人接物，以及社火茄

会、敬神祭祀、集市贸易、节庆潜乐、方言但语、工艺美术、

建筑型棋等等民间习俗，犹如沁州人的文化基因，营造了



沁1+1风摇

沁如i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文化氛围，哺育了沁州相对注特

的文化生态，形成了沁州人之所以是沁州人的文化品格和

文化身份，是沁州人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沁如i 民俗文住的沐浴和濡染下，由水风物，因之含

情:顽石枯木，因之有灵;春花秋月，因之凝神:奔雷内电，

因之动容。经过漫长的"文西化之、化而文之"的渗透和积

淀，锻造了沁州人相对独特的精神风貌，形成了沁州人的

主流意识形态，亦即沁州精神。这种沁判精神，正如笔者在

《辉煌沁井。一书的序言中所述，概括起来就是:耕读传家、

诗书维世的尚智精神;追求卓越、见贤思齐的进翠精神;含

蓄内敛、不事张扬的务实精神:宽厚诚信、乐善好施的包容

精神和直道而行、义无反颜的梧牲精神c这种沁州精神，既

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一路相承，又具有鲜明的沁州特

色、沁州风格和沁:J'H 气涯。

总之，沁州民俗文化是沁州人吉我创造和广泛参与的

文化G 千百年来，沁州人在为社会创造巨大物贵财富的同

时，也以强烈的文化追求、贵朴本真和充满活力的文化样

式凝冻智慧、抒发感 J语，寄托审美诉求和文化理想，从而获

得精神满足和文化认需 D 同其他任何地方的民俗文化一

样，沁11'1民俗文化兴发于生产劳动，植根于民闰土壤，在火

热的生活中及取养分，孕育智慧，营造丰富的文化意蕴和

艺术形式，承载传统的道德情感和风俗教化，传递共同的

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推动着沁州文化的与时俱进，是每

一个沁判人的生命成色 D

温家宝总理 2007 年 6 月 9 日在我国第二个文化遗产

目的讲话中曾说"非物盾文化遗产也有物质性。它的物质

性就是文象，非物震挂就是文脉。我们要花非物质文化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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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产的物主贯性和非物质性结合在一起。"又说，文象、文踪，

"其中有精，其中有神:其精甚真，其神甚明 G "学习这段论

述，使我幻对民俗文化的认识得到了升华。什么是沁州民

俗文化的文象?那就是沁则人在长期的物度生产、生活中

新创造出来的物质形态的文化载体。它是一种看得见、摸

得着雨又蕴含着沁州文化意韵的物质形态，构成了沁州民

俗文化的本体或载体;而蕴含于其中的文化意蕴就是沁州

民俗文化的文脉G 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无时不

有、无处不在的文化底蕴，构成了沁1'1'1 民俗文化的灵魂。因

地，我们可以说，任何地方的民俗文化，都是一种有体有

魂、魂以Mt体、体以载魂的文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人

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和思维方式的多元化，作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之一的民俗文化必然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正

如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所说:一个养育了自己多少年的生

活环境、文化生态和文化氛围，转眼闰就可能被新的有为

方式和思维方式所代替。那些传统的风俗习横，那些约定

俗成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尽管渗透着令人依依不舍的

人伦、道德和文化、艺术色彩，但在新患潮的冲击下，却眼

睁挣地看着它们无可奈何花落去，被无情地逐出现实，成

为历史的记忆 D 不管你感情上多么难以接受，可你又不得

不承认，这是历史进步、社会发展、时代变迁的必然趋势 O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人类

文化发展也要"趋同化"和"一体化"，相反，越是民族的，才

越是世界的;越是全球化，就越是要保持由己的地域特色

和人文个性，否则就会在全球化的泼潮中迷失了自我，丧

失了话语权，这无疑是一个关乎文化安全的大问题G 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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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捕风俗

上，在自益变小的世界里，人类更需要藻有丰富多彩的精

神生活、独立自主的思维空间、和雨不肉的行为方式和份

量取向，这正是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基础 G 因此，保护带有

地域特色的民俗文住，不仅是存续民族民间文化血脉的当

务之急，更是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用我们的血肉筑

成我幻中华武族文化长城的必然选择。

资深民俗学家咨华练在 2000 年的人类学国际会上提

出了"民族民阔文化是人类的精神撞被"这一崭新理念。他

认为，人类在工业化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效益，也传出了

巨大的代价:环境污染，植被退化、气候变暖、冰J!I融化

…·在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够让文化

生态遭到和自然生态词样的噩运。人与吉然和谐发展需要

保护自然植被:不民民族不 i奇地域之间文化的协调发展，

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对话、交流、融合，也需要保护精神植

被c 各地只有保护好自己的精神植被，呵护好自己的文先

生态，才能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和更大落盟内实现不同

文化的平等交流、交融、交锋，从商创造出丰富多彩奇又与

时俱进的新文化。这对于我们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和谙世

界的宏伟目标，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时代意义。

各地开发民俗文化的丰富实践已经证明，民俗文化具

有及重价值:一是它的存在价值，这是由它的文象和文脉

的普适性和先进姓所决定的，包括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具有研究、现赏和教育的社会功能。这是它的核心价值，这

一价值决定了保护第一、抢救第一的原则 G 二是它的经济

份值，这是存在价值激生出来的价值，包捂直接的和民接

的、显性的和隐性的经济价值。有了这些价值，只要戴子它

以时代的内涵和物质的载体，使文象和文嫁有机结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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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为一体，就可以开发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

品，进商彩戎相应的文化产业，收获丰岸的经济回报。实践

证明，民俗文化的存在价值越大，经济价值也越大，其转住

为直接的经济效益的可能性也就越大D

民俗是一渠流淌的"活水"O 它对于涵养文明、催生经

典、塑造精神家园、传承民族血脉的贡献不可磨灭。 因

此，保护民俗文化资涯也应该确立活态思维、平民规角和

发展眼光:所谓活态思维，就是要使民俗文化在历史与现

实的碰撞中沟通起来，在本地与外地的对话中凸显出来，

成为地域文化的名片;所谓平吴视角，就是要探索击一条

使民俗文化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姑近群众的模式，使其在

最朴素的"文化国家"当中彰显其人文精神和实用份值，充

实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所谓发展眼光，就是

要把民俗文化放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在保持其原生态特

庚的原则下，去伪存真、去组取精、锤煤提纯、与时侯进，使

之适合我幻的时代，雨不是固守珠规、一成不变 O

感谢马留堂、浪音等同志们的卓越贡献。他们在策划

和保护沁州民俗文化方面付出了不懈的努力。现在摆在我

们面前的《沁州风俗》一书，就是他引"十年磨一剑"所取得

的又一重大成果。这几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编撰人

员，长期以来致力于沁辩历史文化的发摇工作。他们不辞

劳苦，跋出涉水，遍访'民惰，才正集到激!远消亡的各类民俗图

片近百福、文字资料百万字，并进行了认真严谨的粟别、梳

理、分类和撰稿、编辑、排版、校勘等工作，倾注了作为沁州

JL女对家乡故土文化传承的赤子情怀，使沁辩民俗文化得

以以文本形式保存下来。笔者有幸作为 {jl~ l'呼风俗》一书的

第一位读者，深为他们的这种精神而感动 O 我们有理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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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到风俗

信，这样一部书的问世，必将对沁;Jtl历虫文化资潺的发握、

整理、研究、传承和开发利是产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

价莹。

让我们从饨惜沁州民俗文化 5 渐式微的伤感中走出

来，继承传统虱俗文化中的优秀成果 i赋予其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时代内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

实现沁州民俗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而不懈努力。

2012 年 3 月于海滨道寓所

(作者系原沁县教育局副局长、《沁州新揭》特邀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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