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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琴弦轰．
几位山西来的同志带着一摞厚厚的书稿和图片，说要出一本《山西民俗》，

要我写篇序。说实在的，因为年龄关系，动笔比较吃力，而欠下的文债又那么

多，这个任务实在使我为难，加以山西境内的民俗情况我知道的又不多，这就更
加踌躇了。于是我答应先看看书稿再说。这一看，竟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无论
是文字材料的丰富，还是图片资料的生动，都在我面前展示出山西民俗的水深土
厚，令我激动不已，心里涌动着一种热乎乎的情感，真想谈出来与大家交流。于
是我便动笔写下这篇简短的文字——勉强说是“序”吧。

山西作为中华民族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从尧、舜，禹立国建都、后稷教民

稼穑、嫘祖养蚕缫丝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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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层。这是形成山西人稳重、勤劳、节俭、聪
慧、实在的性格特征的内在因素，这也是近几年来山西的民间歌舞音乐，民间造
型艺术屡屡在国际国内艺坛上显身露面引起轰动效应的坚定文化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迅速，许多新生事物，常常令人目不暇接。一个养
育了自己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转眼就可能被新的生活方式所替代。那些传统的

民俗惯习，尽管浸透着那样令人依恋不舍的浓郁的人伦、道德和文化、艺术色
彩，在新生活的冲击下，却只能看着它无可奈何地离开现实，成为历史的记忆。

不管我们感情上怎样难以接受，可不得不承认这是历史进步的趋势。但是我们更
应该看到，生活方式的改变，并不等于文化观念的彻底改变。民俗把人们物质
的，观念的方方面面的欲望和行为统一到一个整体有序的生活结构中，而民俗的

大众性特征又使这种结构连接成一种群体性的社会意识和结构。生活方式与文化
观念的不协调，必然影响到一个整体的、科学的、健康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影口向

到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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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们民俗学工作者只有抓紧对即将逝去的传统民俗进行全面的收集记录和整

理，科学地加以分析和研究，发现并完善它合理的结构方式，注入新的内容，以

此来推动和促进社会向着更加富强和文明的方向发展。这是我们对待传统民俗的

一种历史责任。另一方面，我们把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整理出来，作为我们的社

会学家们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依据资料，把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介绍出去，

成为向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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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我们民俗学工作者不容忽略的一种历史责任!

山西的同志们在这方面作了很好的工作。他们从决定了出书发出征稿信，到

书稿一审通过，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这期间还通过民间渠道征集到至为珍贵的

各类民俗图片近五千幅，这真是一个令人感奋的速度和令人惊讶的数字。这几位

临时组织在一起的主要编撰人员除了不耽误本单位的日常工作外，大量的撰稿、

照片分类、编审工作几乎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完成的。这种精神更令人感动和钦

佩。以千余幅的图片和三十余万的文字对一个地方民俗进行系统的整理和介绍，

在全国还属首次，为民俗界开了个先河。这样一部书的问世，必将对我国民俗文

化的整理、研究和建设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今天，人们已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民族文化在当代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这种

认识是经过一个痛苦的过程后才确立的。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和升华，新的

民俗生活习惯，必将以一个新的结构来吸引和凝聚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意识。

我们期待着各地的民俗学工作者，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都能认识到这一点，积极

地把当地的民俗资料进行科学的采集整理和辨别，发扬其优秀部分，使之为社会

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这不但是满足了祖国社会的迫切需要，同

时对自己来说，也是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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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风赞

亚
日 风赞

代序

说起黄河文化，不能不论论黄河、汾水。黄河三段，自河曲而南下，主干自

西转南，环流山西再进入河南，属其中段。大河上下，文化交流汇集于山西，属

民族文化的主流地段。七百公里汾河流贯全境中线。好一派风水!

说起黄土高原，不能不夸夸山西高原。黄土高原五部，我把它简括成“陇中

东，宁东南，陕北、豫西、山西全”。四十万平方公里的高原，山西全省就占了

百分之三十八。山西高原拥有吕梁、太行、五台、恒山、太岳、中条等名山；境

内自东北向西南，依次排出大同、忻州、太原、临汾、运城五大盆地，汾河从中

灌流，地肥水美，五谷丰登。煤田遍布，铁矿质优，好一块宝地!

说到文化史话，学界常热议楚风秦声，却寡言晋俗。其实古晋国正早于楚国

而封、更先于秦国而建。晋国君与周王朝同宗室族姓，正统礼教，自上而下，影

响至深。婚姻古俗应推晋风为典范，春秋时倡导的国君间联姻之风也源于晋，至

今还留下了“秦晋之好”的佳话。更值得注意的是古晋人与西北诸民族通婚的习俗

盛行，史籍多有记载，传说广有口碑。

寒食节俗，风行晋地，并与晋文公重耳访贤士介子推于绵山的故事相结合，

表现了古晋风中知过自省和礼贤旌善的好习俗。

至于古晋风中的民俗文艺，早在春秋时就有秦筝晋鼓的美誉。足见山西的鼓

舞已经发展了三千多年，表现出山西民风中的英武气概，从而鼓出了黄河文化走

向现代的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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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风赞

晋风可赞的很多，可叹的当然也不少。正如黄河流经黄土高原一样，几千年

确也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如今，现代民俗科学正以其建设现代精神文明的特有

功能，在现代物质文明的急速发展中，对传统晋风采录、研究。山西人民也正以

崭新的精神面貌继承着晋风良俗，分解着晋风旧习，优选着晋风精华，抛弃着晋

风糟粕，易改着晋风旧制，创造着山西新风!

晋风是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黄河文化中有代表性的特定

地区文化类型之一。无论年节仪礼、婚丧嫁娶、衣食住行、买卖交易等民俗事

象，还是深层的民俗心理，晋风都展现着别具一格的山西味道和性格。

人们常谈弘扬民族文化这个主题，然而这个主题却只不过是各民族各地区文

化的“公因素”，如果没有多彩多姿多样的地区文化去丰富并体现这个“公因素”，

那么，弘扬民族文化史只不过是一句空谈。山西民俗便充分地展现了这“公因

素”。

为此，我赞颂山西的优良民俗文化，我也赞赏山西民俗研究的巨大科学成

果，草此千字文，权作小序，为《山西民俗》问世致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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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 生 礼 仪 萋
S $

一个人在其一生中的各个重要时期，

要举行一系列的礼仪。这些礼仪大致可以

分为诞生、婚姻、寿诞、丧葬几个方面。

就表现形式而言，人生礼仪在社会传统习

俗的大背景下，往往呈示为对某一以特定

内涵划分的社会成员的感情流露，诸如企

盼、希冀，爱怜、祝愿、哀悼、怀念等

等；究其实质，它负载的却是人类对自身

的理性评价，是人类在特定文化传统中对

自身在不同生活阶段或不同生活环境中活

动的某种说明和界定。无怪乎现代社会学

认为，人生礼仪控制着个人或群体对外部

世界的自由，相当于社会制约的一种形

式。

中国古称“礼仪之邦”，数千年前即已

形成了一整套系统而规范的人生礼仪。从

生到死，从未生到死后，总有形形色色的

仪式或礼节可资参用。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生礼仪会产生各种变异或删汰。但它扎

根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处，其传承性又是

显而易见的。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山西

各地的人生礼仪具有某种程度的独特性，

但就其大端而言，则和整个中华民族，特

别是广大汉族地区的习俗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即共同性。

养 育

一个人的诞生，对于其家庭乃至家族

来说，是一件至关重大的事情。从孩子呱

呱坠地、甚至刚刚孕育于母腹之中，他便

立刻受到全体家人以及周围社会的严密关

注。

一孕育

添丁进口，在我国人民，特别是汉族

人民心日中，始终是家庭兴旺发达的重要

标志。人们称妇女怀孕为“有喜”，婴儿出

生则为“添喜”。旧时风俗重男轻女，生了

男孩为“大喜”，得了女婴为“小喜”。

如果婚后久不怀孕，从前山西各地都

有去“娘娘庙”求子的习俗。人们受迷信思

想的束缚，认为生儿育女是出于神灵的恩

赐，所以民间特别崇拜“送子娘娘”或观音

菩萨。除此而外，山西各地还有许多风趣

别致而又为人们虔诚奉行的习俗。如晋南

浮山一带，求子迫切的人家，讲究在别人

结婚时，索要或偷取新房枕头中象征男

孩、女孩的面蛇娃、面兔娃；吕梁柳林等

地则时行在正月里去多子多孙的人家“偷”

灯，“偷”面狗，“偷”面鞋及一种叫做“枣洞

洞”的面食；到了八月十五，则去人家

“偷”核桃和枣。

怀孕以后，为了保证胎儿在孕育之始

就受到良好的影响，和全国各地一样，山

西民间也非常重视“胎教”，要求孕妇的思

想、视听，举动要合乎礼仪。具体地说，

无非是要求孕妇思想保持纯洁、精神保持

愉快、举止保持端庄⋯⋯这与现代科学是

有相通之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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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人牛礼仪 养育【I】

在怀孕期间，山西民间对于孕妇的饮

食还有许多讲究和禁忌。各地都有“酸男

辣女”的说法，因此，想要男孩的人家便

往往禁止孕妇吃辛辣食物，兔肉，甚至兔

子，更是孕妇不能接触的。因为兔子嘴

豁，所以人们认为孕妇吃了兔肉或见了兔

子，生下的孩子也会是豁嘴。还有的地方

禁食葡萄，认为孕妇吃了葡萄会产下怪

胎。这些荒诞无稽的讲究和禁忌，体现的

是一种古老的原始思维习惯。人们从“不

怕一万，就怕万一”的心态出发，对于这

些口耳相传的习俗，一般足“宁可信其

有，不可信其无”的。

二分娩

孕妇临近产期，在山西晋中、晋南一

带，旧时要在炕上铺谷草或粟秆，另外再

准备一捆谷草，让孕jLJ靠卧其上。这种风

俗叫“坐草”，古代又叫“就草”或“在草”。

本来流行于全国各地，后来各地陆续改用

棉褥，遂称“坐褥”，只有山西一些地区仍

然保持着“坐草”的习俗。山西河曲一带，

从前要从黄河滩取来沙土，用箩筛过后摊

在炕席下。这和铺谷草一样，大多是因其

既实用而又易取易弃罢了。

临产前，浮山等地讲究把从结婚时用

过的枕头里取出的麦秸铺到炕上。这些麦

秸中曾放置过“面蛇”、“面兔”，民间认

为，铺上它，有利于婴儿平安无恙。吕梁

柳林一带则讲究分娩时，婆婆和孕妇都要

扎红腰带，一来驱邪，二来象征吉祥如

意。

婴儿诞生后，女婿要去岳父家“报

喜”，一般在分娩的当天、次日或第3

天。去时所带的各种礼物，山西各地都有

不同的讲究。如果是带煮熟的红鸡蛋，生

男孩带单数，生女孩则带双数；有的地方

分别送公鸡或母鸡；有的地方带一壶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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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男孩拴上红绳，生女孩拴红绸。

在得知女儿安全分娩的消息后，娘家

要馈送各种食物。雁北一带除送小米外，

还要送炒熟后用盐拌和的芝麻，供女儿喝

米汤时就着吃。晋南闻喜等地是送烙饼，

一般讲究女儿多大岁数，就送多少个烙

饼。浮山等地是送“饽馍馍”，此外，还要

特意烙一个“面合子”，专给亲家母吃，取

的是婆媳合得来、能和好团圆之意。

除了去岳父家报喜外，还要去亲友家

报讯。各家款待来人，晋中祁县一带讲究

4男孩吃饺子，生女孩则吃烙饼，同时准

备小米、红糖让来人带回，意为送奶给产

妇。晋南闻喜等地，亲友要送一种叫做

“火胁”的发面饼，每个即用面粉3、4

斤。因炉火烘烤，火色难均，后来都改为

笼蒸，不过当地人仍然称之为“火胁”。

产后3 El，在山西晋南一带，婆家要

特意做“展腰面”给产妇、助产婆及亲友食

用。“展腰面”以面条为主，佐以鸡蛋、葱

花、香菜、猪油等，营养丰富，还有催奶

的作用。顾名思义，“展腰面”是让产妇伸

展腰。从这一天起，产妇就可以坐起来

了。

生小孩，山西民问一般都叫“坐月

子”，指的是产妇分娩后调养身体、哺育

新生儿的最初一个月时间。在这段时间

内，产妇不能出房走动，日常生活要由专

人侍候。在雁北、忻州等地，侍候女儿坐

月子是母亲的义务。在临产前，母亲就守

在女儿身边，直到外孙满月为止。

“坐月子”期间，产妇在饮食上有许多

讲究。山西从南到北，都要求产妇要喝一

个月“清得照见人影”的稀米汤。有的地

方，产妇忌食辛辣调料，怕的是把奶水

“逼”回去。

“忌门”的习俗，山西各地都有。一来

防止生人冲克，二来产房的血气于来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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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不利，晋中祁县等地要在产房门帘上

用红布条交叉成卜字，中间缝一“嘉庆通

宝”铜钱。灵石一带是在窗台上放一炭

块，生男竖放，生女横放。晋南浮山是在

产房窗户上边显眼的地方挂一张筛面用的

箩，箩底上贴一块红纸，取的是圈罗婴

儿、易养好活之意。隰县一带则把稻草秆

插在门上，男二女一。忻州河曲等地要在

门口贴“喜贴”，生男孩贴红纸剪成的两个

葫芦，生女孩则贴一2寸见方的红纸。忻

州定襄一带则有“挂红字”，又叫“看葫芦”

的习俗：一般是把带根的秀谷与红布连

接，扎成一束悬挂在产房门口。生男孩，

“红字”上佩以弓箭和大蒜；生女孩，则只

有大蒜。形形色色的“门标”，既可以提示

外人避免进入产房；同时作为一种符咒和

象征，在民问信仰中又被赋予驱邪避恶、

防止婴儿生病夭折的功用。

旧时山西各地讲究孕妇不能回娘家生

孩子。这一习俗非常古老，东汉应劭的

《风俗通义》已有记载，说是孕妇在娘家

生孩子，母子身体都不会好。另外还有一

种说法，是怕以女婴掉换所生的男孩。在

封建宗法社会中，男子与传宗接代有霞大

干系，男孩的降生便表示血缘、家业有所

继承，不能不受到家庭以及整个家族的高

度重视。由此看来，后一种担心才是不让

孕妇回娘家分娩的主要原因。

三三朝

“三朝”，是婴儿诞生第三天所举行的

礼仪。山西许多地方和全国各地一样，在

这一天要给婴儿洗浴，并设筵款待亲友，

所以又叫“洗三”。人们在热水中放人艾

草、槐枝、花椒等中草药。然后由婴儿的

父母或接生婆为婴儿洗身。一边洗，一边

还要念诵祝辞。洗完以后，用红布将婴儿

浑身擦干，并用姜片、艾草团涂擦关节之

处。有的地方还要用葱轻轻打三下，取葱

和聪明伶俐的“聪”谐音，以示祝福。这一

习俗起源很早，远在唐代即已盛行。民间

认为“洗三”能给婴儿去“风”，并驱恶避

邪。由于它具有清洁卫生的作用，至今在

农村仍有流行。

“三朝”这一天，亲友都要前来祝贺。

吕梁柳林一带，外祖父除带鸡蛋、小被褥

等物品外，还必须给外孙扯3至7尺花红

布。晋南河津等地，外祖父则要带来一个

很人的圆馍，当地人称为“槎窗厚楦”，放

在婴儿住房的窗台上，据说能够驱避邪

恶。其他亲友以及邻里乡亲，按照地域的

不同，有送鸡蛋、挂面的，有送小米、红

糖的，也有送鸡、猪肘肉的。这一习俗叫

“下奶”，意在慰问产妇，祝她早下乳汁。

在产妇的奶未下来时，山西好多地方

都讲究让婴儿先吃别人的奶。一般是男孩

要吃生女孩妇女的奶，女孩要吃生男孩妇

女的奶，称为“开奶”。在吃奶之前，有的

地方还要让婴儿“尝五味”，舔食醋、盐、

黄连、糖等。人的一生不知要经历多少困

难和痛苦，大家祝愿婴儿平安长大成人，

在尝尽酸、甜、苦、辣、成各种滋味后，

能苦尽甜来，获得幸福。

在产妇的奶刚下来时，晋南等地讲究

先挤一点奶和面做个小小的而缯(gu

古)拦”，用红布缝裹好挂在J托女j身上，

意思是把奶都拦圈住了。这个“面借拦”一

直要带到“百天”才能去掉。

民间认为吃面条有祝贺长寿之意，“洗

三”这天，家里讲究以面条为主食款待亲

友，这也是古代汤饼会的余绪。

在婴儿诞生3天和9天时，晋中一

带，家人要在原产婴处进行供献祭祀，称

为“祭囫(hu胡)困(1uan鸾)”。在婴儿

诞生12天时，忻州河曲等地则要做“小满

月”，家人要邀请同族长辈和孩子的外祖

——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