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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梁

高碑店村在北京城东，通惠河流域的中

段，是个由漕运码头发展起来的村落。村西至

今留着的一座闸坝——“平津上闸”，见证了这

个村落的历史。村民们都记得，他们祖辈以上

的男人差不多都是“扛大个的”，也就是在码头

上当装卸粮食的苦劳力。清末漕运彻底废止，

村里的人单靠种地是不能糊口的，只好选择另

一条生路——卖鱼。所卖的既有从天津过来的

海鱼，也有在附近养殖的淡水鱼。20世纪50年

代，北京城里摆鱼摊儿的人还大多是高碑店

人。高碑店人还专卖小金鱼几，是一个人挑担，

走街串巷地卖。担子两边吊的是扁圆的大木

盆，盆里盏着水和金鱼。一声声清脆的吆喝：

“买——小金鱼儿嘞!”给人的感觉是充满着

热爱生活的气息。可见，无论是在哪个年代，高

碑店村都不是自给自足的单一农业的村落，它

在一定程度上盛嘉r；蜊：郊区村落人的传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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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方式。高碑店村作为一个理想的调查地点，很值得民俗学研究

人员深入进去，开展一项村落民俗个案的研究。

事遂人怎。2005年初夏，在朝阳区文化委员会的支持下，北

京民俗博物馆的一批年轻同志，同北京师范大学民俗普查与研究

中心的部分师生合作，一起来到了这个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村庄

开展了大丰年的民俗考察。现在出版的这部《高碑店村民俗文化

志>就是这一次考察活动的成果。我本人虽然没有更多地去到现

场，但在人员培训、设计调查方案、研究讨论和指导志书的写作

与定稿等方面都做了一些事情，所以也比较了解所有写作人员的

思想和追求以及他们在调查写作过程中的甘苦。站在一个先睹为

快的读者的立场，我可以说，<高碑店村民俗文化志》不同于以

往由当地文化人所写出的民俗著逑。是建立在民俗学田野作业的

基础之上。更加自觉地运用了民俗学的理i．E-与方法，因而能够将

“局外人”和“局内人”的感受统一起来，在区域社会的视野中，

写出具有地方特色和整体生活时空感的村落民俗文化志。这一成

果对于今后北京地区特别是郊区民俗志书的写作，应当会产生重

要的参考、借鉴作用。不论从抢救北京郊区民俗文化的意义来说，

还是从调查和记述民俗的新经验来说，这部书的同世都是值得重

视的一件事。

在中国民俗学界，村落个案的调查在最近十几年才刚刚兴

起，而北京郊区村落的民俗调查则起步更晚。城市化发展的速度



正在加快，大批的村庄正从地面上消失，许多村民都离开这片土

地而在外谋生。朝阳区的这种变化最为突出，村民即使是留下来，

也成了所谓“上楼居民”。因此，如果不加紧对这些“逝去的村

落”进行民俗调查，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将不仅是北京郊区景观的

面目全非，而且是人们对于昔日生活经验的彻底遗忘。这的确是

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北京的城区和郊区是一个整体，所以对于北京历史和民俗文

化的全面认知，就不能只注意城里而忽略郊区。我们都知道，作

为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现在的行政区划范围与历史上各个

朝代对于这个地区的治理是一脉相承的。其中，城与郊的紧密关

系．可以从地理上看得十分清楚：1．城市建筑在“北京小平原”

永定河东面的中心位置上，从金中都、元大都到明清之北京，位

置更是没有太大变化2．城市位于通往外地的四条交通大道的汇

集点，几乎是所有郊区都处于京城与全国紧密联络的重要地理位

置之上；5．北京城区的形成和发展直接依赖对于郊区的管辖，如

历史上有元代的“四隅”，明清以来的“城属”等建制，这种表

现在全国的大城市当中是比较突出的。最后一点，清末、民国以

来，特别是成为新中国首都以来。北京城乡发展的一体性格局也 、·

远比其他城市明显．城区和郊区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越来
‘

越相互依赖。

所以．北京郊区民俗文化的创遗与传承·必然是与北京城市发

展的历史相伴．反过来说，北京文化古都的整体形象离不开它邦

区的民俗文化。另一方面，北京民俗文化中所具有的革原游牧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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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农耕两大文化区域结合的特点，以及接纳全国各地方文化资

源的特点，都在郊区现存的民俗文化当中有诸多表现。因此，郊

区民俗的调查研究不仅具有一般地方民俗研究的认识价值，而且

对于理解北京乃至全国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在特别需要

我们从许许多多村落的历史和生活入手，大力考察郊区的民俗，

特别是了解那里的农民或者工匠们都做出过哪些文化的贡献。从

现实生活的需求来说，对于郊区农耕和其他生活方式的民俗记

录、描述和研究，还可以给当代的城市人提供他们久已缺乏的精

神营养。

北京民俗博物馆发起的高碑店村民俗调查及其民俗志的撰

写，应当说是开了一个好头儿。今年，他们又开展了对于东坝镇

的民俗调查，并且准备把村镇个案的民俗调查长期坚持下去。这

一抱负令人钦佩，也应当得到所有民俗学界同行们的关注和支

持。我想，这种调查研究项目的开展正是所谓“保护民俗文化遗

产”的最佳方式。因为时代的变化是阻挡不住的，保护“原汁原

味的民俗”恐怕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理想。但是，只要将学术研究

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就可以使这些“遗产”掸去灰尘，成

为当代人的精神财富并存活在文化创新发展的过程中。
’

●■一

村落的民俗调查，不可能孤立地进行，必然要与所在一片地

域的历史相结合。高碑店所在的朝阳区，是北京东面的近郊区，

其境内贯穿有水运要道——通惠河，此外历史上还有萧太后河．



坝河和温榆河等，全都发挥过保障北京人生存的交通线作用。虽

然现在属于丰台、海淀的那些近郊区，从拱卫京城的作用来说也

占有重要的地理位置，但是朝阳这块地方由于与大运河相连，却

在保障北京人吃粮这件大事上占了头等重要的位置。在使得粮食

等货物运输畅通无阻的同时，朝阳的地面上也陆续接纳了较多的

外来人众，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另一方面，

官方要对漕运和后来陆路运输通道加以控制，再加上王坟园寝的

占地，皇家贵宵势力的渗透也自不待言。这些多样复杂的社会构

成都会相应地表现在文化多层次的并存与互动上面。

所以。这里村落中的民俗也就不是那么单纯，并非只有农业

和农户的民俗。特别是像高碑店这样带有集镇性质的地方，周围

各社会阶层、多行业的文化都可能在这里被集合在一起。高碑店

街中的商家店铺从清末以来就已经形成规模，按照货物品种而分

别经营的情况与城里已没有多少差别，甚至有棚铺、轿子铺等专

为附近人家办婚丧嫁娶等事情的行业。再有，许多老一代村民都

记得鱼市上的行话与行规，这些都显然与一般农村不同。

高碑店人的生活，也可以看作是京东近郊地区广大村民生活

的一个缩影。这一地区的位置真是得天独厚：人们就生活在运输 -

繁忙的河道与陆路的周边，可以见到天下物资的云集，又与京城

百姓有着近距离接触和交往。所以，人们就拥有了选择更多谋生

手段的条件，他们老早就不满足于只过“在土里刨食”的生活，

而是在种庄稼之外还要做一些商业和副业的事情。在一些人多地

少的村座，种庄稼反而成了“副业”。在这片土地上很早就出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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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著名的集市，如孙河、东坝、高碑店、六里屯等，一直是

本地人和外来人进行交易的活跃场所，也相互衔接成了这一地区

商业发展的链条。由于地处京津商道的上端和京城连接渤海交通

的终点，所以海鱼贩运成为了本地区的一个发达行业。此外，为

城里人种蔬莱、养淡水鱼、烧砖、制陶盆，运去烧煤球用的黄土，

以及给郊游者提供方便而在野外开茶馆等，所有这些生气勃勃的

生活场景，都共同地组成了一个北京近郊区特有的风俗画卷。在

调查中问到老人们，这里的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营生?他

们大多这样回答：“找饭辙呗!”话虽然不多，却说得非常在理，

表达了他们面对生活的共同态度。

今天的朝阳区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高楼大厦一座一

座地崛起，已经难于手找过去的如《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画的郊

野风光和商旅行踪。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本地文化的传统已经全

面崩溃。我注意到，上述朝阳地域文化的一些基本精神，不仅在

今天仍然有所表现保持，而且从一定程度上说还与时俱进地有所

发扬。特别是在接纳多方客人和包容多样文化方面，朝阳人的胸

怀更加宽广，。连接大运河的通惠河已经安静了很多，但是来自地

面交通和空中4It．线的客人与物流却是让人目不暇接。不仅有大量

外国人每日奔忙，而且像“北漂”这种边缘群体也在这里寻找发

展机会。如果从作为五方杂处之地的历史来看，这种情况的发生

就一点也不奇怪。朝阳区近年来正在大力建设的文化事业中，包

含有商业、民俗和新老社区等多种文化成分，我以为，就是以它

多群体文化共生状态的传统优势为依托的。



一个地方文化的传统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如何表现，是当代民

俗学调查不可回避的问题，也回避不了。事实上，民俗学者对地

方文化的感受和了解，一定是从关注全部现实生活做起。因为我

们不可能让时光倒流而重新回到过去，而以往那种到穷乡僻壤中

寻求历史的做法也越来越不可行。高碑店村的发展情况固然不是

现在这本村落民俗志所描述的重点，但是看得出，项目组成员之

所以能够抓住这个变化很大的村落民俗传统，不完全是只注意挖

掘过去，也是着眼于整个朝阳的现实生活变化来理解村落历史的

结果。现在看来，一方面是将现实和历史沟通起来，另一方面是

将调查地点和所在区域结合起来。进而解释生活文化的传承和连

续，这正是民俗学调查的基本学术取向，也是民俗学调查能否适

用于各个地方的基本要求。

7

互

这本《高碑店村民俗文化志>，在书写体例上大体是将具有

标志性意义的民俗事象凸现出来，以这些事象来带起对于其他习

俗现象的描述。全书共八章，基本都是以属于高碑店人的具体生

活事象或者习俗为标题，只有第一章是概述村落历史和文化特征 ．

的性质。各章之下，各节也多取民俗事象为标题。其中有很多民

俗事象，虽然不可能只存在于高碑店．但毕竟又是本村人所传承

的重要民俗。如商业街市和店铺经营的民俗，在朝阳其他一些集

镇地方也存在，但是，高碑店街市毕竟又是属于本村人整体生活

中的一个空间，有它自身形成和兴表的历史过程。其他如过大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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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抢银水”、七月十五“放河灯”、喜轿棚等也是大抵如此。也

就是说，当我们将民俗事象不再按分类体系，而是关注其在当地

生活中所具有的意义来描述的时候，这些民俗事象的地方性表现

就会凸显出来，并非与其他地方的民俗全然不同。这一点是有必
，

要说明的。

高碑店的某些习俗或者在细节上的确与众不同，五月节的娘

娘庙庙会就是最为突出的一项。村民说他们重视五月节的程度远

大于过年，而且还特别强调这是他们村所独有的年节习俗。'f'--r以

如此呢?村民一般不会做出直接的回答，甚至认为没有什么特殊

的原因。但是作为调查者，却有必要结合对于村落的整体调查来

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我们看来，这种现象正好反映出高碑店

村村民在生计方式和生活节律上与其他村有所不同。受文体的限

制，在民俗志中我们虽然不能运用过多论述的文字来加以解释。

却可以通过描述文字的精心安排来提供回答这一问题的线索。所

以在本书当中，第四章写了“卖鱼的高碑店人”，将在城里设店

铺和摆摊位卖鱼、同村人如何互相帮衬以及有什么行规等现象都

做了叙述，又重点描述了“挑八根绳”卖小金鱼儿的情况。交代

了每年从腊月十五到正月十五期间，正是小金鱼儿上市的旺季：

接着，在第五章就专门以“五月节的娘娘庙庙会”为题目，写了

这个节日如何吸引四面八方的香客等热闹景象。读者不难理解，

由于在过大年期间高碑店人正在城里卖鱼，特别是卖小金鱼儿，

所以他们不是真的不重视过年，相反他们是以特殊年货的经营而

进入整个北京市民过大年的生活当中。而五月节期问，正是北京



城、郊居民在郊区赶集市的好时光，所以娘娘庙庙会自然会兴旺。

不过，当这一特殊节俗在这里形成以后，它就具有了增强村落认

同感和深刻影响村民生活秩序的象征意义。

按照类似的这种书写模式，我和一些同行学者以及研究生们

合作，近年开展了包括门头沟、宣武和朝阳三区的调查、研究、

写作的试验，目的是为全国开展民俗普查和书写《中国民俗文化

志》(区、县卷)提供具有学术创新性的样本。目前看来，这种Z

做法还是可行的，所写成的区县卷民俗志能够较好地突出地方民

俗文化特色，体现地方历史发展的特殊进程，揭示地方民众生活

方式的整体特征，也有助于反映当地人的表达习惯。当然，这种

目标的实现，并不是只靠一种写作方法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要做

好周密的调查，尽可能多地与当地民众交朋友，并且充分参考当

地有关的文字资料，进行深入的研究，得出既感同身受又具有洞

见的认识才行。

《高碑店村民俗文化志》一书出版了。作为北京民俗博物馆

在民俗学调查研究工作上所取得的一个成果，当然希望得到学界

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批评，但是这一成果所反映出来的一批年轻学

人的热情和服务于时代的意识，却是值得给予肯定和鼓励的。我 。

们希望在此基础上，北京郊区的村落民俗志的调查和写作能够不
。

断取得新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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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惠灌渠临村而淌

如果驱车从天安门出发．沿长安街向东进入朝阳区境内，你

很快就会在京通快速路上，看到坐卧在通惠河畔的高碑店村。这

个素有“长安街东延长线第一材”美誉的村落．是一个典型的北

方古村。数百年来．通惠河临村流淌，不仅为高碑店人的世代繁

衍提供了给养．同时也滋养了一个由码头发展而来的村镇，形成

了高碑店独特的民俗文化和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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