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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 ( {汉书·王吉传~ ) ，乡风民俗，泛指一

个国家 、 民族 、 地区中集居的民众所创造、 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是

特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显现，成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宝贵

文化遗产。 但随着当代中国迅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人们的生活方式快速

变迁，民俗正加速消亡，发生变异。 对中国民俗的抢救性记录，成为当务

之急。

《 巴蜀乡俗志》 是"中国民俗图志"系列的第二部。 以图绘形式系统地

整理 、 记录 、 保存巴蜀之地的日常生活习俗，并配以文字解读。 图绘以二十

世纪下半叶为时代背景一一这一时间段正是中国民俗最后的完整呈现时

期。 巴蜀地处长江上游地区，大致范围包括四川盆地及其附近地区，其地

域广阔，而且还有彝族、藏族等民族聚居区，各地风俗千差万别，仅在文

化地理上趋同，具有独特性和一致性。 因此，民俗意义上的"巴蜀不可

能涵盖地理意义上的巴蜀地区。 本书所绘"巴蜀乡俗主要是乐山一带的

乡风民俗。 乐山，古称嘉州，位于四川盆地西南部，是成都平原南部中心城

市，坐落于自民江、 青衣江、大渡河三江交汇处 。 其乡俗既有代表性，也有独

特性。 因此，本书所绘不可能尽录各地风俗，也难免偏颇，仅是人们印象中

的"四川是"巴蜀文化"在当地日常生活中的大致呈现。

"中国民俗图志"系列将以此形式陆续整理、 记录、保持不同地域的乡

风民俗、 市井风情，为民族风俗的传序留念!为中华文化的复兴存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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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乡俗一万人

泰山出版社要编辑出版一部 《巴蜀乡俗志~ ， 嘱我为之写一篇序。 大概

因为我是他们的老朋友，又是四川人吧，提起家乡我就心动不已，故不揣学

识浅陋、文笔粗秃，欣然从命。

翻开 《巴蜀乡俗志》 文稿，民生百业、餐饮小吃 、 休闲节庆、童心稚趣，

一一从眼前掠过，好多物我见过，好多话我昕过，好多东西我吃过，好多事

情我做过……掩卷，像喝了一碗乡亲、乡情、乡音、乡物 、 乡风酿成的酒，兴

奋激动、浮想联翩。

我热爱、思念家乡，无论是风华正茂的年代，还是垂垂老矣的岁月;无

论是在天南，还是在海北。 因为家乡有我的父母兄弟 、 亲朋好友，有生我养

我的山山水水，还有把我塑造成一个四川人的无形的巴山蜀水一一风物、

劳作 、 乡音、 人情、饮食、 习俗。 姑且将这些统称为 "乡俗"吧。

乡俗在我心中刻下了终身抹不去的儿时的记忆。 书中有"去赶场" "赶

场归来" 。 我生长在川南长江边的一个小镇里。 家乡是要赶场的。 场，是大

大小小的集镇，一般相去三十里地左右。 附近集镇赶场的日期是轮流的，这

个场赶一、四 、 七，那个场就赶二、 五、 八，另一个场则赶三、六 、 九 。 逢场

的日子，十里八乡的人，肩挑背扛，老老少少，像一滴滴水，从四面八方汇向

场镇。

我家的小镇赶三、六、 九。 逢场天，镇上的店铺早早的就开门了，杂货

店、布店、酒店、小吃店……还有些赶"流流场"的小贩，也摆开了摊子。

摊子不大，可种庄稼、过日子的东西，大人用的，小孩玩的，几乎应有尽有，

犁、锄、镰刀，锅 、 碗、瓢 、 勺，针头线脑……这些小贩几乎天天赶场，今天

赶这个场，明天赶那个场，或收购什么，或卖点什么，或亦收亦卖。

大约八九点钟光景，镇上的人越聚越多。 不宽的石板街，两边摆满了各

种摊儿，中间行人就很拥挤了。 "嘿，嘿，让让嗦，撞着撞着慢点慢点，

别踩着脚" "溜溜，小心油溅在身上! "街上的人喊着。 两边摊上在吆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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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哎，走一走，看一看，这洋布纱细 、 色鲜、价便宜喽" "嘿，下江的肥

皂，好用又不贵咯" "来呀来呀，自流井的盐巴，刚到的货! "……因为镇

子小，一下来了这许多人，便更加热闹非凡。

一般的东西在街上买卖，只有两个市场在街外:场头的猪牛市，江边的

竹木市。 场头的一块空地，是买卖猪牛的地方。 买牛的一边摸牛的牙，一边

讨价还价。 有时还有专门做中间人的"衍行"两边说和。 讨价还价不公开，

买方把右手藏在卖方的长衫下捏指头这个整，这个零，行吗?" "哪有这

个价的?这个整，这个零! "俯行把手伸了进来我看，加这个数算了，一个

加点，一个让点，和气生财嘛! "大家一笑，成交。

猪市上不卖肥猪，只卖猪仔儿、千千猪、架子猪。 千千猪，是三、五十斤

的半大猪。 架子猪，是七 、 八十斤的猪，已经长好了骨架，还没有堆腰。 农家

养猪，先喂野菜等粗食，让猪长骨架;骨架长成了再添细料，让猪长瞟。 有

的家养了几头架子猪，留两头育肥，其他的卖掉。 也有缺钱的、少细料的，

把养的架子猪卖了。 这里，猪叫人嚷，较街上又是另一番景象。

竹木市场在长江边。 山民们将山里砍下的竹木扛到江边，然后扎成小

筷子，顺江而下。 买竹木的人们等在江边，往江上望去，江上稀稀的几个小

黑点，越来越大，是几个筷子。 筷子靠岸，大家七手八脚地把竹木 、 柴禾拖

到岸上，便开始谈买讲卖。

镇上的茶馆、酒店，是一些赶场的乡亲聚集的地方。 亲戚 、 朋友、熟人，

三三两两坐一桌，一杯盖碗茶，或是一碗水酒，便天南海北地摆开了龙门

阵。 "张老表家的小子回来了，昕说很风光哩" "可不是吗，在部队立了

功，好像是什么长了。 " "这小子小时候满脸鼻涕，没想到还真出息了。 真是

人不可貌相" "你家那片桂圆今年结的怎样?" "托老天爷的福，结得好

得很呢" "那你的新房今年不成问题了" "差不多吧，盖好新房子，就把

儿子的喜事办了，哈哈哈" "今年海椒的价钱不错，明年多种点吧。 "

算命的 、 看相的、看风水的，也来赶场。 一个瞎子正在念念有词地给人

算命，都说这个瞎子算得灵，找他算命的人不少。 "报上你家小子的生辰八

字。 "瞎子发了话。 "丙子年六月初八生。 "一位老太婆答道。 瞎子摇头晃脑

地掐了半天指头，又望着天想了一阵"恭喜你老了!那个姑娘与你的儿子



八字很合，结成夫妻定将人财两旺，来年就能抱上胖孙子" "哈哈哈! "老

太婆笑了。

"瞎子，算你会说话。 你要是把这对好姻缘拆散了， 我砸了你的摊

摊! "一个年轻人笑着说。 "我瞎子照实判命， 从不奉承。 " "得了吧，你忘

了那年被人撕了招牌哪有的事?哪有的事! "老太婆开了腔"你们别

逗瞎子了! "说着， 掏出一块钱递给瞎子瞎子， 承你的吉言啦!到时候请

你喝喜酒。"

快到中午，面馆 、 饭馆 、 小吃店的生意好起来。 一碗豆花饭，一碗担担

面， 或者几个粗粗， 乡亲们就算享受了一顿 "城里饭" 。

街上的人慢慢稀了，场散了，人们三三两两挑担背筐、 扶老携幼，像水

滴从小镇流向四面八方。 山坡上有人大声唱 "菜花黄了三月天，收了小春

种大田 。 一壶烧酒半斤肉，你是神来我是仙。 " "老表儿，你吃醉了 " "我

没醉，你才醉了哩。 菜花黄了三月天……"

《巴蜀乡俗志》 中的"摸爬海是我和小伙伴们常做的事。 长江边的

石缝里、水里的鹅卵石底下，常有螃蟹。 不知为何，家乡人把螃蟹称作"爬

海" 。 摸爬海是我们的一件趣事，既好玩儿，又有收获 。 摸爬海是有季节

的。 家乡的俗话说三月三，爬海爬高山。 "说的是过了农历三月三 ， 爬海

就要从江边的水里爬到岸上的山坡上去了。 记得我曾经问过父亲，为什么三

月三爬海要爬高山 。 父亲告诉我，过了三月三，长江就要发水了。 三月间，正

是桃花开的时候，所以这时候长江涨水叫作"挑花水" 。 桃花水一来，江边

的水就深了，爬海受不了，就只好往山上搬家咯。

摸爬海不仅有季节，还有技巧。对于石头缝里的爬海，我们用铁丝围

一个钩，趴在半水半沙的地上把它勾出来。 摸水里鹅卵石底下的爬海，要胆

大心细、眼疾手'快。 左手将鹅卵石搬起，右手迅速伸进石底去摸，若碰着爬

海，立即把它一把抓住。如果反应慢了，小东西就跑了。 有时候，右手正巧碰

着爬海的大钳子，被牢牢夹住。 我们一边哇哇叫，一边忍痛把那家伙带出水

面。 爬海认死理，宁可被抓也不松手。 抓上一两个小时， 一般能抓着三五十

个爬海。 我们便拎着装有爬海的小水桶，嘻嘻哈哈地得胜回家了回家炸

爬海吃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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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摸爬海累了，我们就懒洋洋地躺在江边的大石头上晒太阳，望

着湛蓝湛蓝的天空发呆 。 摸爬海的季节，天空常常有雁群从江南飞向北

方。 雁群有时排成人字，有时排成长长的一行。一位老爷爷告诉我们，当大

雁飞来的时候，你们喊"扁担长，扁担长……"大雁就会排成一字;你们喊

"人来了，人来了……"大雁就会排成人字。我们歪着小脑袋，将信将疑:大

雁会听我们的话吗?一次，一群大雁排成一个大大的人字从远处飞来 。 我

和伙伴们光着脚，在江边的沙滩上一边蹦→边喊扁担长，扁担长……"

不一会儿，雁群真的慢慢变成了一字。 我们欢呼了好一阵，直到雁群消失在

天边。

多少年过去了，可每当我回到家乡看见长江，两眼就湿乎乎的，耳边仿

佛响起小伙伴们的呼喊"扁担长， 扁担长……" "人来了，人来了……"

二十岁离开家乡外出求学，从此漂泊千里几十年。 几十年，逾万个日日

夜夜，斗转星移，岁月沧桑，物是人非。 然而，只要我一张嘴，别人就会说:

"你是四川人吧? "我辩解是吗?几十年走南闯北，还当过几年教师，我

可是南腔北调啊" "嗨，怎么改，也去不掉你满嘴的麻辣味儿! " 

是啊，不仅乡音难改，乡俗也难改。年轻的时候，每次只身回家，无论

早晚，从隆昌一下火车便迫不及待地钻进一家小饭馆。 一碗热气腾腾的豆

花儿，一碟泡姜，一碗帽儿头，那个享受，胜过多少山珍海味!几十年天南

海北，老乡见面、聚会，免不了来一顿儿。 无论冬天还是夏天， J 11味火锅是

首选。 火锅一上桌，热气扑面，麻辣味扑鼻，仿佛顷刻间把众人揉成了热乎

乎、麻嘟嘟的一团 。 待到吃上，大家一边擦汗，一边连声道爽，爽……"

几杯川酒下肚，话匣子便打开了，龙门阵从成都摆到泸州，又从山民江摆到

嘉陵江;从光屁股在河边学狗刨摆到教儿子做泡菜，又从做学问摆到做

人……吃了半天、喝了半天，大家还不肯罢休再来一碗担担面! " 

老了，过了花甲，年届古稀，人变得有点怪了。 前年回家乡，几个老同学

相聚。 当年的娃儿，都已成了白发苍苍的老翁、老太太。摆了半天龙门阵，

我不知为何突然想起来一个问题如今，哪儿还有办丸大碗的吗? "说起

九大碗，大家的话又多起来。 "九大碗"是一套菜。当年，娶媳妇、嫁女儿，

或者做六十、七十大寿，有点条件的人家，就会摆"九大碗" 。 九大碗，其实



就是九个菜，因为都用碗装，于是就叫九大碗了。那时候，能吃二次九大碗，

是很大的享受。 酥肉 、 烧白、大膀、八宝饭……现在一想起来，都满口生津。

一位同学问你想吃九大碗了吗?" "是啊， "我说。 "你怎么忽然想起要吃

九大碗呢? "他又问。一位学究同学开了腔"这叫恋一→F一!在外漂了

几十年，对家乡思念;少年成了自头翁，对童年'怀念。 "大家恍然大悟。

经过一番回忆，又经过一番思考，似乎有所悟。 我以为，乡俗是一种文

化，一方乡俗会渗人一方人的血液、意识、习惯之中。 我之所以为四川人，不

仅仅因为出生在四川，还因为"巴蜀乡俗"为我注入了四川的文化、精神基

因。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 我以为水土"分"有形"与"无形" 。

有形的水土，是那方的山山水水;元形的水土，是那方的乡俗。故可以说，

"一方乡俗一方人" 。 四川人、 山东人、江苏人、陕西人……难道仅仅因为他

们出生地不同吗?

"谁不说咱家乡好" 。 家乡好，好在家乡的父老乡亲;家乡好，好在家乡

的山山水水;家乡好，好在家乡的风物人情。 热爱家乡，是一种美好、 高尚的

情感。 我一直认为:爱人民是爱亲人情感的延伸，一个连亲人都不爱的人，

他会爱人民吗?爱祖国是爱家乡情感的延伸， 一个连家乡都不爱的人，他会

爱祖国吗?

《巴蜀乡俗志~ ，是对巴蜀风物人情的搜寻、记录、展示，图文并茂，物

情两佳，十分难得。 翻阅这本书，让我过了一把回乡瘾，更添几分故乡情，心

中唱了一支乡恋曲 。 当然，恕我直言，本书也有不足。 巴蜀地大物博 、 人口众

多。 在外地人眼中，四川就是四川 。 其实， ) 11 东、)/1南、)/1西、)/1北，在乡俗

方面有大同也有小异，有些差别还不小。 本书的图、文作者是乐山人，虽已

尽心尽力，然局限在所难免。 另外，巴蜀乡俗极为丰富，在乡俗条目的选择

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可能有些我们认为该选的，书中未选;而有些我们

认为可不选的，本书选了。 好在瑕不掩瑜。

《巴蜀乡俗志》 出版，可喜可贺。 以上感慨，是以为序。

气J~ 二
2016年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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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蜀乡俗考略

李国太/文

公元214年，刘备平定益州后，广汉太守夏侯篡请益州学士秦露出任师友祭

酒，兼任佐吏之首，并尊其为仲父。秦巫假托有病，躺在家中，夏侯篡领着功曹古

朴、主簿王普，带着酒食前往秦~家宴饮交谈。 秦ZE依然躺在床上。 见此情形，夏

侯篡当着秦豆豆的面询问古朴益州的文人才士比其他州郡如何? "古朴自信地回

答道自前汉以来，益州人士的官职爵位或许没有其他地方的人士那么高，但谈

到著书立说，为世人师法，决不比其他地方差。 "接下来一-H卢列了严君平、扬雄、

司马相如等名重一时的蜀中才学之士。 夏侯篡昕完微微一笑，又向秦~问道仲

父您觉得益州和其他地区相比又如何呢? "秦应当然也不甘示弱，以第板拍打着自

己的面颊自豪地说请您不要认为仲父我说话不够谦虚，让我为您讲一讲我们益

州的源流始末。 蜀有山名汶阜，长江源出此山之中，天帝使它得到昌大，神灵使它取

得福祉，因此蜀地沃野千里。 江、 河、淮、济四大河流，长江居于首位，这是其一。 大

禹出生于石组，即在现在的汶山郡。当年尧遭受水患，鱼是治水无功，禹疏长江决黄

河，使它们东流入海，为民消除祸患，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谁的功劳能超过他，这是

其二。 天帝通过房、心、参、伐的星象，来决断推行政令， 参、伐二宿为益州分野， 三

皇乘抵车出谷口，就是现在的斜谷。这就是本州的始末纵横，请您平心而论，它比天

下其他地方如何? "夏侯篡迟疑半晌无言以对。 ①秦EE所言之蜀，实则包含了今巴蜀

的大部分地区。 先秦文献并未给这块广袤的土地留下多少篇幅，但为何到了汉末，

在本土知识分子秦~眼中巴蜀会有如此深厚的文化积淀呢?他是否有夜郎自大之

嫌?这块士地上曾被视为"夷"的人们，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又创造出了一种怎样

的地域文化和乡风民俗?下面我们就且行且思，尽可能向这个问题的答案靠近吧。

①[晋]陈寿撰， [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许廉孙简伊秦传第八>> ，中华书局， 1959年 12月，第974-975 页 。



巳蜀乡僻夺目性

巴蜀地区指中国西部、长江上游，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的广大区域。其西部接

青藏高原东南部，北缘大巴山与陕甘交界，东边有巫山、七瞎山与湘鄂西部山脉相

联，南面隔以委山为主干的裙皱山地与湖南、贵州交界。从区域地理来看，巴蜀地

区又可分为盆地内部、盆地边缘和盆地外部三大区域。盆地内部包括西部平原区、

北部浅丘区、南部微榴区和东部山地区四部分;盆地边缘可分北部边缘、 西南边缘

及南部边缘;盆地外部又分东南边区、西北边区两大区域。不仅山势雄伟、地形多

样，巴蜀境内还江河纵横，有嘉陵江、眠江、大渡河、金沙江等著名水系，在以水运

为主要交通方式的古代，发达的水系无疑为人口流动、商品流通、文化交流等提供

了便利。总之，巴蜀地区在中国地理结构上属于→级阶梯和二级阶梯的过渡地带，

平原、丘陵、山地共同造就了巴蜀地理环境的复杂性，这也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巴蜀

文化的内部格局，造就了巴蜀乡俗的丰富多元性特征。

巴蜀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文化区域，零星的传世文献和近年来的考古发掘都

证明，早在先秦时期便已经具有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态。但先秦之世，巴、蜀各有所

指:巴即可指代巴国，也是巴人和巴地的简称，蜀自然是蜀国、蜀人和蜀地的简称

了。 前者地域在以今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而蜀则是以今成都平原为核心区域的

川西之地。 但由于文献记载的缺失，有关巴国和蜀国的历史长期以来被淹没在历史

的尘烟中，在中原人的眼中乃"椎暑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①的蛮荒之地。 就

连唐代从蜀地走出去的大诗人李白也不得不感叹"嚼吁喊，危乎高哉!蜀道之难，

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岛，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 诗人

用夸张的笔法写出了蜀道的艰难和蜀地的闭塞，但同时也用诗化的思维遮蔽了巴

蜀地区早在秦汉时代便己逐渐融入到以中原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圈中的事实。不过，

蚕丛和鱼血的渺远倒如诗人所说，直到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才证实了这些古国的存

在，他们所创造出的灿烂的巴蜀文化也震惊了世人，改变了人们对巴蜀地区传统的

认知。

巴蜀作为一国之郡县，始于公元前316年。那一年，蜀国和巴国相继被北方秦

国吞并，秦国不仅在该地区设置了巴郡、蜀郡和汉中郡，并分其地为31县②，而且还

①[梁]萧统编， [唐]李善注((文选)) ，中华书局， 1977年11月，第75页 .

②[晋]常稼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 ，巴蜀书社， 1984年7月，第32 -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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