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圈

汤阴县人民政府史志办公室编

f气

岳飞故里地情从事

汤阴．凡物民俗意

【、》Zo《HZ勺圈Z0罨匕暮HZ∽【JNH=



j ，岳飞故里地情丛书

礴 童渤臻凡物民俗忘
炎≯

勿

哟啦



主 编 庞敬国

副主编 张志成 李建军 李海强 赵素敏

王伟 ’

编 辑 庞敬国 张志成 李建军 李海强

赵素敏 王 伟 葛文秀 陶 涛

摄影插图 李建军 赵素敏

绘画插图 张其林

剪纸面塑插图 韩文叶

工作人员 秦跃红





前
●

-暑善‘
口

《汤阴风物民俗志》是记录汤阴社会民间风俗民情的专志。

据《辞海》词条解：“风物志：专门记述一地风土、气候、物产、

名胜的著作，是民俗研究的一种资料。”《现代汉语词典》词条解：

“风物，一个地方特有的景物”。“风物”一词从字面上又可做两

解：风者，风俗习惯，是一地人民共同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

文化：物者，一地之土产及民众生产生活用具以及不同时代社会

人类精神文化生活之遗存，是一方风俗的物质载体。“风”和“物"

合而为一就成了一个地方、一种群体的标志，犹如经幡之于西藏，

敖包之于蒙古：又如牡丹之于洛阳，黄酒之于绍兴。因此，要了

解一个地方需从当地的风土人情入手，正所谓“入竟而问禁，入

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礼记·曲礼》)o 、

清末学者张亮采在其著作《中国风俗史·序》中说：“风俗乌

乎始，始于人类未有以前。盖狂榛社会，蚩蚩动物，已自有风俗。

至有人类，则渐有群，而其群之多数人之性情、嗜好、言语、习

惯常以累月经年，不知不觉，相演相嬗，成为一种之风俗。”由此

看之，风俗在人类产生之初就始现，它的形成是人们世世代代创

造和传承的结果。我们今天看到的每一种传统，都从远古而来，像

历史长河的一条条涓涓支流，比长河本身更古老；在流淌中缓缓

汇聚，终于奔来眼底，带给我们几多感慨的同时，又必将遮不住，

终究东流去。而种种风俗的物质载体，那些土产和器具，也随着

时代的发展、风俗的演化进行着更迭，风起则应运而生，俗易则

归入沉寂。

岁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惊鸿方一瞥，物换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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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转眼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饱经历史沧桑的汤阴，也一洗

几千年的风尘，带着骨子里铸就的品格及世代相因的传统，傲

然屹立在豫北大地上。

近百年来，汤阴经历了战乱时期、建国重建时期、文化大

革命时期和现在的改革开放时期。过去的已经过去，存在的仍

在变化。在社会经过深刻的变革之后，社会沧桑巨变给人心中

留下的是震撼和惊叹。回首几十年前，旧中国的满目疮痍和积

弱积贫的社会现状，几人能想到中国会有如此灿烂辉煌的今天。

记得孩提时期，几个童伴常在月光下戏玩，曾有同伴畅想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时代，当时没有人会去想这一天何

时会来，因为大家都认为它根本不可能，只能随便说说罢了。

当老年人在闲暇时给我们讲故事说到“顺风耳、千里眼’’的神

奇时，大家除表示惊奇外，也感到那不过是虚幻的传说而已。

而今天，电视、电话、手机、网络、卫星、飞船，这一切

发展让人感到快得不可思议。社会发展了，世界真变了。在这

些巨变中，人的行为习惯、地方的风土人情也在发生着深刻的

变化。过去孩童时期熟悉的不少风俗习惯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

活，代之而出现的是现代的生活气息。眼看着我们身边的老人

一个又一个逝去，新人一个又一个成长，不由人在想，过去的

汤阴是什么样子?人们的生活是一种什么风貌?将来的人是否会

怀念汤阴的今天?还能否找回汤阴曾经的踪影?

为了记录下先祖及今人的部分生活场景，给今人及后世研究

汤阴的昨天和今天提供真实的佐证，我们集众人之力搜集编撰了

这本《汤阴风物民俗志》。该志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风物篇，

主要记述了汤阴风俗形成的自然环境、地理条件，这是汤阴民俗

形成的基础：第二部分是风俗篇，主要记述了民间风俗习惯，书

中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习俗进行了尽可能的挖掘，但有的习俗由于

距今时代久远，无从考证，或者由于世上健在且见证过这些风俗

的老人已经很少，又不便打扰，因而留下了一些缺憾；第三部分，

则着重记载了汤阴的风情文化，对汤阴经典的传统风情文化进行



了重点记述，因为这是形成汤阴风俗的血液和灵魂。全书从不同

侧面记录了汤阴从建国前后N-十一世纪的风土民情，以对人们

的生活习俗的陈述，反映一个曾经的、真实的汤阴。

当然，在以实记述的过程中，由于旧民俗成长于“巫术和迷

信的丛林"，有些现象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科学来解读，历史的东西

只能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看待，因为在社会发展的先期阶段，“神灵

的崇拜’’也是人类社会早期文明的象征，而汤阴的历史也由此蹒跚

走来。

悠悠汤河水，滋养了汤阴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这块

土地上，周文王被拘菱里而演《周易》，不但成就流传千古的圣书，

更因其博大的情怀和忍辱负重的精神，影响了世代汤阴儿女，去

逆境拼搏，倾心报国。在这块土地上，诞生了岳飞这个功盖千秋

的英雄人物，自他以后，中华民族凡在危难之际，一曲慷慨激昂

的《满江红》就成了激励爱国志士奋勇杀敌的战歌，鼓舞人们精

忠报国。如今汤河水依然悠悠，无语东流，而河面上徐徐吹拂的

“邶风”，似乎在诉说着于城隅等待了千年的“静女"心中脉脉的

情怀⋯⋯

文化的厚重可以造就有志之士，民风清明易于社会进步和安

定。风俗是一定时代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结晶，是反映一个民族

或一村一地人们思想修养、文明程度的缩影，更反映了普通百姓

对于生活的热爱以及他们的勤劳和智慧。虽然社会发展了，现代

人们文化素养、文明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但不要忘记这一切都是

在先祖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饮水思源，会使今天的文化

更灿烂；数典忘祖，会使今天的辉煌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

史昭示着今天，历史也启迪着未来。但愿我们的拙作能使人们对

汤阴民间的昨天有一个粗略的了解，能对今天乃至未来人们的生

活有一种健康的启示。



T A N G Y I N F E N G 焉U 诅I N S U z H I

一、《汤阴风物民俗志》是一部重点记述汤阴风物、民俗、

民情的专志，主旨是抢救记录正在逐渐消失的地方风土文化。给人们

了解建国前后汤阴地方的人民生活、风土民情提供参考资料。

二、《汤阴风物民俗志》共分“风物篇”、“风俗篇”、“风情篇”三

部分：其中风物篇主要记录汤阴的自然环境，城镇村落的来由及演变，

以及历史文化遗存；风俗篇主要记录民间传统风俗民情；风情篇主要

记载汤阴的乡土文化。

三、本志记述时段以建国前后为主，有的地方根据内容需要而

进行历史追溯。

四、本志记述范围，以2008年汤阴行政区划区域为主，个别

历史性资料尊重历史区域变革的实际，如实记述。

五、本志力求文风朴实、语言简洁。一般采用语体文。但由

于大多资料来自于民间，为保持其“乡土气息”，有些地方留有

“口语”。

六、数据使用严格遵循国家有关出版规范要求。新中国成立后

的官方数据以国家公布或统计系统公布为准。

七、文书部分，因所搜集资料格式存在差异，有的地方甚至

相互矛盾，收录内容一般尊重原稿，个别地方略有改动。为此，

提醒读者，所载内容，纯属民间文牍，不可视为旧时标准文书格

式，只可作为了解旧时风俗文化的一种参考。

八、旧时风俗，不少内容与封建迷信有关，在记述过程中多有提

醒，以防旧民俗或封建迷信误导读者。

九、汤阴民俗文化丰富多彩，因受多种条件限制，收录了现

有内容，旨在为人们了解旧时汤阴起一种抛砖引玉的启示作用。

十、《汤阴风物民俗志》编纂历时一年多，由于史志办人力不足，

加之编辑人员水平有限，存在问题在所难免，敬请各位方家、同仁，以

及汤阴父老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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