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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二部描述安丘市王家庄镇的地方文化专著。它内容全

面，材料丰富，乡土气息浓郁，具有鲜明的民俗志书的特色，。

可以填补乡镇一级民俗志的空白。据作者王振山先生说，其写

作缘起与我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有关，故约我为之作序。

自上一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山东省民俗学界的同志们，作

了大量的、区域性的综合调查研究工作。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

果。就我所知，省、县、村级民俗志。先后便出版了20馀部，

受到国内外民俗学者的广泛关注。有感于同志们，尤其是工作

在基层的同志们，所取得的成绩和影响，我在山东省民俗学会

2002年年会的发言中，特别提到他们的工作，希望大家能发挥

各自的优势，因地制宜，多写出几部区域性的民俗志。同时还

有感于乡镇领域尚无此类著述问世，希望有人能在乡镇层面上

作些工作，写出几部乡镇民俗志，以弥补山东省民俗志书系列

的一大缺憾。王振山先生是一位于民俗事业的有心人，又是一

位雷厉风行的实干家，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写出这部《王家庄镇

民俗志》，洋洋洒洒数十万言。速度之快，与他平时的资料积累，

及其合作者王君政先生多年从事乡邦文化研究不无关系，但更

重要的是由于两位作者强烈的乡土情结和对民间文化独到的认

识所致。

作为行政区划，王家庄镇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管辖47

个自然村落，在安丘市属中等规模的乡镇。由于它特定的地理

位置、自然条件、文化底蕴和社会背景，而形成一个超fij村落



范围的民俗文化圈，具有乡镇一级民俗文化的典型意义。在这

片75平方公罩的大地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般民俗事

象的方方面面都有体现，给我们提供了一批可用于综合实证的

宝贵资料。更为难得的是，这个民俗圈的特殊性，即在传统农

业社会中浓厚的名人文化和商业文化氛围，及其对人们衣食住

行、婚丧礼仪、社会交际等的深刻影响，给研究民间文化的学

者们提供了若干实用的个案。作者在综述的基础上，条分缕析

地纳入了各个村庄的特色。材料具体，细微之处非亲历者不能

道出。重点也相当突出，显示出作者多年调查研究的工力，有

些文字还带有考证性质。特别是最后的附录部分，集中辑录了

一批契约、帖式、歌诀，以及与民间俗信有关的佛曲等，其重

要性不在正文之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批材料的历史价值也

必将与日俱增。

我认为编写民俗志应该属于抢救传统文化的范畴。在改革

开放带来的社会转型时期，传统文化受到极大的冲击，有的被

改革开放的大潮所淘汰，有的随波逐流出现了不少变异。然而

“树有根，水有源”，文化传统不能割断，先进文化应该是建立

在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的。因此抢救和保护民问文化便成

为当务之急，许多有识之士正在采取各种手段保存这份文化遗

产，调查研究编著志书便是常用的手段之一。可以说，《安丘市

王家庄镇民俗志》在保存民间文化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这

部民俗志既是地方性传统文化的宝库，又是对后代进行乡土教

育的教材，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我与王振IlJ先生相识在安丘市青云山民俗游乐园，他那时

是市旅游局的领导干部，对当地民俗了若指掌，谈起来如数家

珍，在开发民俗旅游方面尤多有作为。我们一见如故，形同多

年的老友。他Jtljl't"实、干练的作风和睿智、中恳的语言给我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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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深刻的印象。《安丘市王家庄镇民俗志》书成，让我实现了

多年的期望。在向作者祝贺和感谢之馀．希望能有更多的乡镇

民俗志问世，也希望有人能写出几部家族发展史和个人生活史，
作为各种民俗志的具体、详实的个案。

李万鹏：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山东省民俗学会创始人之

一，曾任山东省民俗学会第一、二．三届会长．由于年龄原因，

2004年11月起为山东省民俗学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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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庄镇民俗》审读意见
由王君政、王振山同志主笔撰写的《王家庄镇民俗》一书，

是山东省第一部镇级民俗类志书，该书将填补我国民俗调查与

研究中乡镇一级民俗志缺失的空白，对于促进我省民俗学学科

的发展，对于挖掘地域民俗文化的精华，对于提高地方知名度

等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在当前保护民间文化的热潮中，

《王家庄镇民俗》的出版，将为我省民间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

用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文本。

《王家庄镇民俗》由富地方文化知识、具有写作经验的老教

师和经过民俗学知识熏陶的民俗工作者共同完成，在结构和内

容方面充分体现出地域民俗特色，在写作文风等方面简练、娴

熟、充满个性，是一部比较难得的民俗志著述。

对于该书的修改，提供以下意见供作者参考：

1、该书书名建议改为：《安丘市王家庄镇民俗志》，可列入

山东省民俗学会策划的“山东名镇民俗系列丛书”之中。

2、在体例方面，将“方言”部分置于最后一部分，将“清

代应用文”作为全书的附录：全书采用篇、章、节的三级分类，

使其更加清晰。

3、在全书前面，增加“绪论”部分．概述王家庄镇的地理

方位、人口、经济和社会状况、历史沿革等，使读者对书中所

述民俗事象有比较明确的时间和空间背景。

4、有些民俗事象不可缺少，如“生育民俗”等，建议在修

改中增加进去。

5、在叙述民俗事象的词语方面，建议多使用中性词，少用

或不用带有政治性评判或价值评判的词语，如“迷信”、“陋俗”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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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宗教和迷信”部分，建议将宗教部分作为附录放在全

书的后面，迷信部分改为“民间信仰999比较全面地叙述当地民

间信仰的历史和当I；1『的状况。

7、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建议增加反映区域位置的地图和

民俗活动、民俗物品的图片或线描图。地图的使用可以使读者

更加清晰地认识王家庄所处的位置，图片则使民俗事象和物品

立体化。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叶涛博士现任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民俗学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山东大学教授．民俗学研究所所长，《民俗研究》

杂志主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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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在2002年9月的Ilj东省民俗学会年会上．李万鹏会长指出：

山东省的民俗研究方面，省里有(山东省志·民俗志}，县级有f东

明民俗》．村级有《红石峪村民俗志)．乡镇级为空白．要想办法解决

这个空白。出于对家乡的热爱，我顿生担当这一任务的念头。因

为我生在农村，在农村长大．虽长期在县级机关工作．但与农村特

别是家乡有深厚的感情．家乡的民俗了解得比较多。尤其是到市

旅游局工作以来．曾经参与青云I【J民俗游乐园之。齐鲁民俗村”

的设计建设及展品的收集和布展工作．日常积攒了一些民俗方

面的资料．这些是完成编写家乡民俗志的有利条件。另外我记起

了老乡王君政先生。他年过七旬，当过教师．当过校干，退休后回

家乡居住。他学识渊博．经常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而且他的

文章多为写家乡的风土人情，上至历史典故．下至当今社会．钻研

得透．文辞精到。

2002年年底．我与王君政先生联系．征求他的意见合作编写

(王家庄镇民俗志)：他在家罩撰写条件极为艰苦．一个床头桌就

是写字台．遇到阴天．床头桌的光线不好，干脆就趴在炕沿上写．

为“生产民俗。、。生活民俗’、。社会民俗”，。文化民俗f含附录一‘民

间经．佛’J”提供了丰富的基础资料。对这四个方面．我在录入时

添加了我的一些积累(为有所区别．使用新宋体和仿宋J：当时认

为．对那些各处基本相同的民俗事象没有叙述．而对那些地方特

色突出的民俗力求写细、写全．因为是有所选择地写．不能称作

民俗志．只能称作(王家庄镇民俗)：

2004年年初我将初稿送呈叶涛教授．请他斧正。时叶涛教

授公务缠身且正在攻读法学{民俗学j博士．但他欣然接受。他在

百忙之中认真审阅了初稿．提出了极其宝贵而真诚的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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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他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增添了部分内容。

附录的。清代应用文1、“民间择吉。．同有些民俗事象一样．带

有封建迷信色彩．有些已经绝迹。附录的目的绝不是宣传提倡．

而是为了让读者了解历史的本貌。相信人们会用唯物主义的观

点去研究分析，去其糟粕．存其精华．为移风易俗、共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所用。

2004年11月，在山东省民俗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暨2004

年学术年会的学术交流时。我将本志的编写情况作了汇报。会议

期间，叶涛教授约我一同请李万鹏会长作序．李会长愉快地答应

了。李会长在审稿作序的同时，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见。他的宝

贵意见理所当然地被采纳了。

在即将付梓之际感谢山东省民俗学会、青云山民俗游乐同
的支持、帮助；感谢李万鹏教授，叶涛教授．安丘市人民政府副秘

书长．旅游局长、青云山公园管理处主任李清泽同志：感谢王洪

书f安丘市人大副主任}．戴彦友(安丘市旅游局副局长)、张广平(安

丘市旅游局副局长)等同志：感谢王家庄镇周文和、侯振祥．韩法

宝书记；感谢李绵祖馆长和老乡王福金(原潍坊市人大副主任·王

家杭人)，王云华f潍坊市海化开发区委副书记·王家杭人)，宿献斌

(安丘市政协副主席·兴山人J’钟希华(原安丘市农工办副主任·朱

子人)．王云浩(安丘市安监局局长·王家杭人)、孙波(安丘市委办

公室秘书·阎戈庄人)等长辈和同志的关心与支持。

由于水平有限，加上既打字、排版．制图、摄影又校对．应了。熟

视无睹。的成语。错误肯定不少．请各位赐教。

．≥积争l
2005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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