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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序言

中华民族五千余年的文晓史，发展到公元 20 世纪 90

年代第 7 个年头的时候，又书写下了震憾世界的新的一

页。我国政府颊利妓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百年国耻，得

以洗雪 z 党的十五大隆重召开，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为党的

指导思想，制定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

世纪的战略部署，选出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机

构。这次大会作为一座丰伟的里程碑，将在我们党和国家

的历史上永放光辉。

太原作为山西省省会，全省政治、经济、科技、文

化、交通、信息的中心，近年来，在邓小平理论和党中央

一系列方针、政策指导下，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

支持下，紧紧依靠全市人员，努力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新局E二全面实现了"八五"计划指棕，取得了令人

嘱冒的成就。 1995 年，匮内生产总值达到 240.06 亿元，

比 1990 年增长 80.7% ，年均增长 12.6% ，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达 8584 元，增长 66 .4%0 工业经济适应能力明显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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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农村经济全百发展，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不断提高，以

水、路、气、热为重点，进一步加快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步伐。火车站离架侯车室、飞机场候机楼、南北出口路、

居民住宅小区等一大拉重点项目竣工并投入使用 D 人民生

活进一步改善。 1996 年是实施"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

景目标的第一年，‘大原市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一、系列方

针、政策和多项佳务，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

系，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291. 8 乞元，比 1995 年增长

12.8% ，人越国内生产总值苦次突破亿元达到 10235 元，

比上年增长 10.7%。经济建设上了新台捞，各项社会事

业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太原市现代化建设已进入了一个

崭新的加速发展时期。

1997 年在太原历史上也是不平凡的一年，改革开放

和社会经济各项事业发展势头越来越好，城市基础设革建

设突飞猛进，继 1996 年迫泽西大街打通、东山过境离速

公路建成、大运公路南北出口通车后，在全市人民欢庆党

的十五大胜利召开和庆祝建国 48 周年之际，市委、市政

府向全市人民承诺的今年办实事主要项目:改造迎泽大桥

和滨湾东、百路的"一桥南路"工程胜利建成通车。自

此，作为太原市城市主轴线的宽 70 米，长 10 公里前违泽

大街变得更加美商壮观，晨现了古城太原生祝勃勃的风

貌，一条象在太原经济藤飞的巨龙正以新的雄姿，在 287

万人民约奋力撞动下，从晋南大地跃起，奔向美好的 21

世纪。此时，我们又得知全面反映太原历史、现状概貌的

《龙城大原》系列丛书再版的消息，心情十分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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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城太累》系列丛书共十二菇，分别从历史、文化、

经济、科技、教育、城建、交通、历史名人、名土特产、

风俗民情、名胜古迹等十多个方面，比较全面、系统地介

绍了太原。 1991 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深受国内

外来宾和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好评，是一部容量较大，可读

书'撞较强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宣传大原的好教材。这次

再版，各位作者对原书进千亏了认真的惨订，尤其是反映大

原经济的《古都腾飞)，反映大原城市建设的《唐明新

姿)，反映太原物产资漂的《神秘的黄土地》等几部集子，

都对本书下眼作了科学、合理的延伸，由 1989 年延至

1996 年。装顿设计，印刷质量，也更加精美。值此丛书

再版之际，我们谨代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

表示衷心的祝贺。希望此套丛书，为太原的经济建设和族

潜事业的蓬勃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z 希望此套丛书成为 E

F与外崩友和广大读者了解太原、认识太原的一个窗口。

山西省副省长、中共太原市委书记 和管友

中共太原市委副书记、太原市市长 学位

太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多拚必

政协太原市委员会主席多V号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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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广袤的黄土高原东畔，在富饶的晋中盆地北缘，有

一座东西北三百环山，汾河纵贯其中前古城。它就是山西

省省会，全省政治、经济、交通、文教、科技和信息的中

心城市一一太原。

太原，是我自发展史上开发较旱的地区之一，有着悠

久的历史，璀赛的文化和发达的经济。院名的古交、李家

社、河口、石千峰 i日石器文化告诉人11'1 :早在十余万年以

前，太原的先哲11'1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古老的黄土

地上，创造了太原的旱其是文明 z 灿烂的义井、阁家沟、大

井峰、光社、东大堡以及山城势等多处新石器文化，都生

动地揭示出约在六千多年前，太原的汾河谷地，已经是一

个人口较密，经济和文化都相当发达的部落区域。尤其值

得一捷的是.20 世纪 50 年代在太原南剪许垣村一带发现

的"许垣型文化"，为太原的发展史添补了空白。这个反

映旱离时期的文化遗址，与迄今发现的黄河中、下潜商代

文化，相互印证，到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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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的城市发展，也有着久远的历史o 向世子周季的

梗 F自邑〈今清徐清源镇〉、孟邑〈今阳曲大孟镇) ，崛起子春软

的晋阳古城〈今太原南郊晋源镇一带)，以及创建于北宋初

太平兴国年间的太原古城〈今太原城区)，都曾是历代太原

君在、太原罩、并州、太原府、山西行省乃至祖厘北方政治、经

济、文化、军事、交通的中心与枢纽。有"年谷拉熟，人庶多

资" '"经济富庶，人才辈出"，"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的

美誉。南北朝时期的北齐，强盛的唐王朝以及割据的五代

十国中的后唐、后晋、后汉、北汉，或以太原为陪都，或发样

于太原，或建都于此，以至素有"龙城"的别称。

在中国近代史上，太原是一个觉醒较早的城市，有着光

荣的革命斗争史 .1919 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早

期活动家、革命先驱高君字，亲自创建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

团和太原第一个共产党小组 z 周恩来、刘少奇、彭真、徐向

前、薄一泼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里战斗和生

活，建立了光辉的业绩。

太原，物华天宝，资源丰泽，煤炭开呆，锅铁冶蝶，陶瓷

烧锅，年代久远，闻名遐途。近代以来，太原也是一个工业

发展较早前城市，基础工业比较雄厚。但是由于地理和历

史的因素，城市比较阔塞，经济发展十分缓慢。

公元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古城太原发生

了深药的巨变，尤其是 1979 年以来的十多个年头中，大原

迎着改革大潮的涛声，大步踏上摄兴之路。政治上的安定

团结，经济上的迅猛发展，使这座古老的城市青春焕发. 13 

新R 异，创造了历史上任何时期无可比拟的辉煌成就，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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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冶金、机械、能漂、化工为支柱的工业门类比较齐全的能

摞重化工基地的中心城市 .00 民经济实现了社会总产值、国

民生产总值、工业利税总额、建筑业总产值、运输邮电业总

产值、社会商品零鲁总额、出口商品供货总值、地方财政故

入、城乡居民人萄购买力、城市建设投资等 10 个翻番。一

个崭新的，更加光辉姑烂的新太原，正沿着邓小平同志提出

的"建设有中匿特色社会主义"的大道远跑。

为了让更多的人，更多的地罢，更多的国家认识太

原、了解大靡，为了让大原费 260 万人民进一步热爱太

原、建设大厚，为太原的改革开放，经济振兴增砖添瓦，

瑞武、柯夫词志，利用工作之余组织和联系有志于此的一

些同志，从大愿的历史、大源的经济、太累的物产资源、

大厚的城市建设、太原前交道事业、太原的教育、太原的

历史人物、太原的民俗风情、太原的街巷演变、太原的文

物古迹、太原的名土特产、太原诗文集粹等 12 个方面，

编辑和撰写了"龙城太原"系列丛书。值此付梓之际，我

11'1祝贺这套丛书的问世，并希望它成为匿内外扇友认识太

原、了解太原的一个窗口，成为太原人民热爱太原、建设

太原的一个动力。

中共山西省委常委

太原市委书记

中共太原市委副书记

太原市市长

孙英

孟立正

199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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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门外话

无论任何人，在他来到这个世界，从生到死的整个过

程中，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受着民俗的影喃和制约。这是

不以人的主现意志为转移的。可以说，人生处处有民俗，

人就生活在民俗的浩瀚海洋之中。

作为民俗，它的意义在于其民闰风俗的本康。任何一

种属于民俗范畴的社会现象，都必然具有民间娃、传承

性、变异性、历史性和地方性等鲜明的特点，否划，便无

所谓"民"，也难称其"俗"。

民俗的最主要特枉是它的民间性，即它的产生、流

行、传习都是属于民间的，商不是属于宫廷的或官方的。

当然，这并不排除某些习俗的起摞，是由官方和达责人士

倡导、发起，后来却得到了民间的承认和传习而形成的风

俗。比如，盛行于黑阁、传习既久的春节贴春联习俗，原

来就不是发端于民间，而是由明代的开匮皇帝朱元璋令行

的 o 清人陈云瞻在其著作《睿云楼杂话〉中明确记载:

"春联之设，自费大祖始。帝都金捷，除夕传旨，公卿士

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付。"我们虽不能就此妄新春联首

创于朱元璋之后，但是，在他下达此令之前，黠春联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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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俗。正是由于他的这道诏令大有硬性推开之势，遂逐渐

形成举国上下的过春节贴春联之风，久而久之，沿衍成

俗。以至时至今曰，无论是大江南北，还是黄河上下，过

春节贴春联已成为新春佳节的重要象征和活动之一，历经

数百载，风行而不寰。

传承性是民俗的另一特征。所谓传承性，黯民俗在时

空上的传播和延续。任何事象，一旦形成风俗，便广泛流

传，为人幻所公认、沿习。上一代的风俗，往往通过口头

的、行为的方式，传留给下一代，代代相承，反复出现。

当然，这也包括那些，在砖揭上存续较为短暂，但却得到

过民间的公认和传衔，具备有民俗内涵的事象。比如 2 人

们的发饰和衣饰，从古到今，各式各样，屡屡变换，有些

式样存在的时间虽然较短，而从人们的心理认识的角度来

看，倍是一种流行习俗一一..赶时髦"的具体表现。这无

疑是属于民俗范畴的。

和任何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民俗也不是一成不变

的。它是通过其传承过程，不断发展，不断演变，不断地

注入新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地扬弃一部分旧的、没有生命

力的内容和形式。这种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的波取和淘

汰，演变和发展，构成了民俗的第三个特征一一-变异性。

这种变异性，是以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人们的生产

活动和生活活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素质和思想意识

为基础的。

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前进，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效

率的提高，生产力的进步，社会物质产品的丰富，等等，

使人们的文化水平和思想境界不断地、不停步地提高。而

以这些为依着基础的民俗事怠，便在这些基础提离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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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下，进行着时代的演变和发展，表现着纷繁的变

异。 那些 i目的、落后的、不适应的、没有生存土壤的风俗

和习惯，必然被逐渐地遗忘、淡化、海汰和更新。而新

的、进步的、有生命力的风俗和习惯，则自然地沿袭、产

生、融和和发展，在变异中得到充实、完善、出现新的内

容和形式，表现出民俗在不 i司历史阶段的不同内容和不闰

形式，呈现其在历史发展中的时代特色，黯其另一个特征

一一-历史性。

每一民俗的形成、发展和消失，均受着一定地域范围

内生产条件、生活条件和地缘关系的制纯，表现出自身在

空间上的特程。故商有"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民

谚。这种民俗的地理特征，或者说乡土特征，又构成了民

俗浓烈的地方特色，即它的地方性。

在追溯民俗的各个特性的时候，还须指出，民俗也有

它自身难以克服的滞后作屑，这便是它的滞后性。

民俗的滞后性，存在于它的民间锥、传承性、变异

性、历史性和地方性之中。不能否认，在民俗的发展趋势

上，迷信的、落后的、丧失生存条件的颓风陋习，最终会

被淘汰，被遗弃，被更新。但是，它并非象被推翻的旧政

权那样，立即土崩瓦解。它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习惯势力，

主要是那种落后的、腐朽的习惯势力，必然会对社会的进

步，历史的前进，革命的变革，产生极为不利的、消极

的，甚至是破坏性的作用。这种滞后作用是当前改革开

放，发展经济，建设有中嚣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敌。比

如 z 落后的宗族京族醒俗、婚事铺张植俗、丧事厚葬砸

俗、多子多福陋俗、腐朽的封建迷信狸俗、占卜算命随

俗、祭祀攘灾疆俗，以及娼妓卖淫愚俗、吸毒赌博恶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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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贿受赔恶俗，都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直接的危害。它的涣

散着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破坏着人们的积极上进心，

噬食着人创健康的体魄和精神，影响着社会的安定和发

展。时下的多种不正之风，正是凭借着这种滞后的弊习恶

俗，沉渣泛起，老谱袭用，行匿于世，其危'不啻于手拿

刀枪、明火执杖、 E 目狰狞的敌人。可觅，移风易俗，革

故鼎新，势在必行。

总之，民俗是一种文化，是社会群体的行为模式和生

活方式。一个民族、一个地方的民俗，往往是这个民族和

这个地方传统文化的沉淀，是这个民族和这片土地上人们

心态的折射。它包罗万象，种类繁多，又大约可分为四个

部类，即经济民俗类、社会民俗类、信仰民俗类和文艺民

俗类。举凡繁杂的各种民间风俗，都分门到类于这四个部

分之中。对一地区经济的、社会的、信仰的和文化的民俗

现象和活动，努力作一些探索、钩沉、技集、整理、研究

和分析，对认识一方的历史文化，了解一方的风土人情，

弄清一方的文化意识形成，便进一方的弊风陋俗的斟除，

加速一方新风尚的建树，提高一方人民的素庚，无疑有着

积极的意义。正是基于这一目的，我妇就大原的民俗一一一

包括已经消失的、淡化的、尚存的、风有的以及正在形成

的，有选择地作了一点泛泛的记述和议论。本次再版，来

作更动。她错疏漏之处，趣望各方人士不吝赐教。

柯夫铸教

1剪7 年 8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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