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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老建筑 (武侠区地志办、武侠区文体旅游局提供)

五云仙馆 (武侯区文体旅游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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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华西协合大学首批女生 ( 翻拍自《华西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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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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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谭继和

中国地域民俗志修撰启动并由成都市率先开展编修出版工作，这是成都文化界的

一大盛事。《武侯区民俗志》能成为其中第一批出版物，这是可喜可贺的。

修地方志是我国历代的优良传统，但专修地方民俗志则甚为鲜见，一般在各地志

书里只会列出岁时、礼仪和信仰等民俗栏目来加以记载，没有专门的民俗志。 所以，

像当前这样大规模地、统一地、成体系地由全国各地方来修民俗志，这还是一件新事

物。 民俗研究，包括民俗学、民俗史和民俗志三大部分。 这三大部分是互相关联、 三

位一体的。就当前而论，其整体水平和现状是令人担忧的。民俗学是指导性的理论，

虽有前辈和当今贤达努力著述，创获之作也多，但就民俗学界整体水平看，其理论和

思辨并没有达到国人企盼的高度。 民俗史著作也不少，但如果缺乏民俗志的支撑，也

很难成为有高度的综核名实之作。 民俗志乃民俗学之羽翼，民俗史之基础。 但这一基

础工作，以前没有系统由政府官修过。 至今有组织有体系全国动员，文化界共同参与，

现在才是全国第一次，还是一项探索性和开拓性的工作。 所以，武侯区作为一个小地

区能比较占先地修出民俗志，是具有开拓性和探索性的，这是《武侯区民俗志》第一

个可宝贵的特点。

民俗志是基础史料，属于史料学的范畴。比较其他志书而言，民俗史料最明显的

特点是活态文化基因性很强，变异性很大，不少习俗依靠口述、信仰和精神来传承，

显见性不强。这就需要深人民间基层，仔细加以搜求和梳理。《武侯区民俗志》在民间

习俗文化史料上下了功夫，这是不错的。

民俗是文化，专指民间文化。 民，众萌也，民间也，草根也。 俗"风俗也，上所

化曰风，下所习曰俗。"故又称风俗、习俗。上风与下习结合在一起就组成"教化" 。

《毛诗·序》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民俗是民间道德教化的

基础和样态的体现。《易经》主张"以人文化成天下" 。 民俗正是中华民族教化史上特

殊的光彩夺目、气象万千、人人喜爱、浸润无形的人文生活模式。所以，人文性、教

化性，是民俗志的一个重要特征。 修民俗志，该重视的正是"正风励俗"的这一部分。

武侯区以诸葛武侯为区名，正表示诸葛的公忠体国、人文教化和正风励俗的孔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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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的传承。"游喜神方"的民俗，以诸葛亮为喜神，正体现了该区的核心精神价值，是该

区特殊的亮点和闪光点。民俗志对此加以记述，是该志独有的一大特点。元旦日、拜

年、"出行"、迎喜神、进香等，是许多地方共同的风习。成都的习俗也是这样，例如

同治《成都县志》记有"元旦，人家洁庭除，肃衣冠，具香烛酒果，礼天地祖宗，

即向喜神方各庙上香，谓之‘出行'。"嘉庆《华阳县志》载"元日凤兴，具香烛，

陈果饵祀先祖礼神毕，男女长幼以次相庆贺，日拜年。择吉方出行，日‘迎喜神入

庙祈祷，日进香。"这两种成都志书都记载了"游喜神方"习俗，但未记载诸葛亮为

喜神。方志虽无记载，但它却是历代相承的一个民间传统。喜神选择诸葛亮，这是成

都民间口口相传的风习，是成都草根文化活态基因传承的结果。武侯区民俗志对此加

以记述，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这是该志的又一特点。

该志修撰成功，给人感慨良多，书之于上，以求正于方家，读者亦不妨细心浏览，

余不过勉贡芜辞，而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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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序工

盛世修志。 继《成都市武侯区志》出版发行之后，作为重点文化工程 《 中国民俗

志》分卷之一的《武侯区民俗志》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民俗是在特定的时代和地域中由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并不断形成 、

扩大和演变的生产生活文化。把武侯区这种文化进行挖掘、整理并编篡成书，让武侯

人及广大读者全面了解和熟悉该区域的民俗文化，并从中受益，是我们义不容辞的

责任。

虽然武侯区建区的时间仅有 20 余年，但所辖区域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所以，本

民俗志的编写，不局限于建区以后的历史，而是追根溯源，对所辖区域民风民俗进行

全面的挖掘。

武侯区作为成都市主城区之一，其民俗与其他城区大同小异，如何在"大同"的

基础上，写出本区域的"小异"既切实把握与其他城区以至整个成都平原相似的源头

和主流，又注重突出独具特色魅力的小涛细浪，尽可能全景式地展现本区域源远流长

的民俗文化风景，这是我们在编篡过程中努力探索的方向 。

通过武侯区民俗志的编篡，我们有幸发现，武侯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民风民俗

的淳朴优美，其中独具特色和魅力之处也是可圈可点，琳琅满目 。

淳厚久远的农耕民俗。 武侯区域地处成都平原，土地肥沃，地势平坦，属都江堪

自流灌区，自古为农业丰产之地。优良的农业环境孕育了独特的农耕文化和农耕民俗 ，

如祭天祈丰年、拜神求雨、立春时迎春牛鞭春牛、开秧门吃栽秧酒、藤秧打谷送么台、

掰秧吼掰秧歌、敬蚕宝宝等，以此表达人们丰收的愿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独特炽盛的商业民俗。 武侯区域城乡接壤，古为成都市水陆交通辐揍之地，今为

成都城南交通枢纽，商业一直较为繁荣。 长期的商业繁荣孕育了名目繁多的商业民俗，

如定期赶场的风俗、丝绸贸易的风俗、小商贩沿街叫卖的习俗、信仰财神和行业祖师

的风俗、商会会馆的风俗、 商业集会的风俗等等，它们既随商业繁荣而生成发展，又

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推动商业持久繁荣发展。

富有人情味的生活民俗。 武侯区域历来为人文之乡，富庶之地。 文化滋养人性，

仓康实而知礼仪 ， 以此养成淳朴且富有人情味的民风民俗。这些包括讲究服饰穿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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