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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河南省文化志资料选编》主要是为综写

《泪甫省文化志》初稿选集资料的:其次是把己

搜集到的部份不能入志的珍贵文化艺术资料集录

成请留存后世 z 其三是交流编写经验，广泛的征

求各级文化艺术部门、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及有

关专家学者和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对《选编》资、

料的审阅和补充。

河南地处中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我

们的祖先用劳动的智慧和双手创造了丰富刘1 ;，兰均

文化艺术成果.由于旧的社会制度和时代的局

限，艺人的社会地位低贱，生活贫苦，徨们的模

湛艺术技能啻只能靠口传身教，很少有文字记

载，更没有人去给他们树碑立传.几年来，省文

化志编辑室的同志，查阅了我省各大图书馆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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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书刊、史志和档案信的有关文献档案，又召集

老艺人、专家们、文艺工作者座谈，收集了不少

资料p 其中一人一事有报有据的系统资料不多。

缸编篡一部社会主义的文化志，需要有丰富翔实

的资料.因此，衷心欢迎广大的文艺工作者租知

情者积极协助提供资料并踊跃的撰稿.来离i毒每

河南省文化厅文化志编辑室.

该《选编》的资料是作为征求意见于自印的，

语勿引用。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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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西民俗概述

祷书智

培j苟地区拉于到南省西部，遥称豫西。它地处黄河中游，是中

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我们的祖先早在五十多万年以前就在这块

宝山宫土上繁衍生息，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为我幻

也i造了光辉灿烂、丰富多彩的畏族文化。民闰习俗是民族文化遗

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我们的前人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有些民间写错越来越显得落

后，有的已完全成了黯风随俗，并旦己被社会主义的新风俗、新

习惯所取代。但是，记述这些民间写倍，对认识豫西的历史，了

解豫商的风土人情，服务当前的精持文明建设，都有着一定的意

义。

一节吕 〈以哀目为序〉

春节z 即正月初一，又称新年、大年初一。这天凌晨，家家

然拉拉、放鞭炮、祭桂先。早饭多为饺子，陕县、灵宝、宜阳等

地有喝凉意去汤的。早饭后，人的更换新衣，先本家内晚辈给长辈

拜年，多行叩头、作提大礼，故有"大年拐一儿，援屁殷作捍

JL" 之说。受拜的长辈要给晚辈中的小孩儿"压岁钱纱。而后，

家族闰、邻里间互相拜年，恭贺新喜.中午，家家团聚，贫者也w

杂:培菜和蒸馍，富者摇宴。从初二开始，人们携带礼品，走亲访

友，其次序以关系的亲疏为先后，但多是晚辈看望长辈。当前，

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发展，过年显得更为隆重，但

礼仪简化，晚辈给长辈拜年只有鞠弟礼，其他多为拱手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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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阳县风俗，盼望早日长大成人的儿童，初一早上，双手捂

着椿捞，口里念道z 44椿树椿拷你为王，你-民粗来我去茬'，视

军自己在新的一年，万事如意，健康成长。

破五: Nßn:月初五。这天的生活略保于初一，故宫 μ小年"

之称，是初二以来供奉祖先、神灵的又一高潮。这天凌晨〈有的

地方在切西班上或裙五费上〉民间有送穷的习憬。每户:甘家民把

初-J;{来裂存的垃圾或炉灰送到村外路口，绕香涛告=

穷，穷，你主吧，

俺家没钱难打发.

有的贫苦农民，出自对地霸残酷弱韵的报复心理，盼望转方

为富，这样梅告z

穷，穷，你走吧，

你到那头有钱JL家。

祷告毕，在前运通常庄稼长势良好的麦田里挖上凡把土，拿

回家，撒在院子里，称作 u迎福贵"。据眩，这个送穷的习横草草

于《黯唐演义》中单雄信夜送秦琼的故事， u迎福贵'F Pl号是贫苦

-求民的发挥。 i克搭理己废生。

有些地方，人们从年前的腊月三十起，就把劳动工具收拾起

严来，妇女们把剪刀用红线拴住，罩在床沿下，过了破五才准使

用。因此，磁五又预示春耕生产的开始。

灯节z 郎正月十五.这天家家粉米面，蒸枣花镜，晚上，家

家门挂红灯，小孩儿手提红灯，男女老少成群外出现盯，灯节由

此得名。因为这一天为上元节，上无节之夜称元宵，故又称元宵

节。人们大都要吃元宵(洛阳附近有喝"梅涂茶"的习'提〉、玩

社火、荡秋千、闹社戏。人们走亲访友，多是民辈看望:应芋，可

舍旨是对春节时晚辈结'民辈拜年的国拢。

灯节又是民同神社〈如奶奶社、火持社等〉活动的高i萄。有

的神社i挠街搭楠，烧香念经，有的持社请来戏班，唱戏还愿。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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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社活动的地方，都是灯火长碗，非常热揭。

二月二z 黑间有必二月二，龙拾头"、 ，"二另二，炸揭子肚

儿"的谚语。相传，司管天汩的王龙，因触犯玉帝禁令，向干旱

的人间降雨，被压在大山之下。 111前有一石碍，上刻"玉龙降雨

犯天条，当受人i泻千秋罪，若想重登灵宵殿，金豆开花方可妇"

四句喝语。人的为使替人们造福的玉龙旱脱魔难，就在二月二炸

玉米或黄豆，以应"金豆开花"之道。同时，也提醒人们，天气

'应设暖和了，要提防毒虫伤害。

三月三=民间有"三月三、砍枣尖"的农谚。这天，人们多
吃煮熟的鸡蛋，因此又有"三月三，吃鸡蛋"的说法.这天，人

信都用刀、斧在枣树干上乱款，据说这样能使枣榜结大如鸡蛋的

枣子，以此来盼望家事如意，五谷丰登。

寒食节z 以清明的前一日为节。这天，人们多也踊夜凉食.

据说，此节由晋文公室耳祭分子堆，命令全国家家门插捞枝、不

动烟火、皆用冷食的故事演变丽来。近代此节多被遗忘-

清明节事以每年的清明为节.人们多在这一天踏青郊操和祭

奠祖先。晚辈要到长辈的坟墓去培土、压白纸，烧香摆供，Ja感

先人之德，而盼身后香火有继。现在人们多在这一天祭扫烈士段

墓，开展春带和植树，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端午节=即五月初五。这天人们多吃棕子、糟糕、油食，每

雄武酒。家家门头插艾，人人身挂香寰。据说这样可以防备毒虫

的伤害.招传， J1:己节由屈京投泪罗江窟，人们怡鱼鳖伤其尸体，

便把棕子等技入江中的传说演变商来。

望夏: NP六月初六。此时麦收尉罢，酷暑将至，女儿女婿携

礼品〈多为油条辛n螃糕〉回娘家为父母扭颂夏安。因此，民间有

"打罢场，乖瞧娘"的说法。相传，比节白春秋战嚣时晋国宰相

猥锺六月六日过生日，接回有前仇的女婿布好的故事演袭碍来。

乞巧节s 即七月七。传说这天!堤上是河西牛郎疲鹊桥与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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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会的时刻，民间成年而未婚的女子， J这晚有静坐j虱梅、椅荫下

健听牛郎、织女密语的习镜，以此来预挺自己来日婚事的美满。

也有擅长针工的女子，这天晚上供瓜果求织女赐教织锦妙术，故

称乞巧节。此节当前已消失。

中秋节: NP八月十五。因这天是秩季正中之月的正中之日，

故称中秩。这天人的备月饼及在时-;虱果供奉月神，并在亲友、邻

里间相互馍蹭.相传此节由汉民族借送月饼币联络提拭异族入f莹

的传说演袭而来。当前，送丹赞、盼团菌的习惯在本区仍银盛

行。

重归节1 ftp九月初九，九为醋，故称重阳。这一天，人f口有

登高、钦菊花洒的写'躁。稳传，汝词里的一个瘟菇，每年九月九

日都要到人间散布瘟疫。一个叫恒景的为民求道，苦斩瘟菇。这

年九月九日，当瘟魔到人间作恶时，已受他人点化的程景让人们

饮菊花酒，并到高出上去躲蔽，自己迎战瘟魔并获全胜。后人为

纪念恒景，就在九月九R这天饮菊花酒并登离望远，并传为习

镑。 i电节当前多被遗忘。

鬼节: øp十月拐一.这天晚上，人们要到祖坟摆供食，烧用

纸剪的衣服或夹着棉花的五色纭，意那天气冷了，要死去的亲人

更换街寒的衣服。有的还在村头、路口，黑炉灰撒成园圈，在里

边烧纸衣或五色策，为死在外边的亲人或外亲中的死者烧寒衣。

有的还专门为无JL无女的孤鬼独莞提寒衣，以积"阴德月@握

说，此种风倍摞于《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吕前山区此倍何有

残存。

冬至2 以二十四节中能冬至为节。这天早饭人幻多吃饺子，

有"冬至吃扇食不冷耳朵"的说法.相传，医圣张f中景在长沙任

太守时，听说家乡南阳遭受荒旱，民不聊生，使弃官返乡。冬至

这天，也回到南蹬攘外，觅衣不蔽体的穷百姓冻烂了手Hl:jJ和耳朵，

便立即令题从架锅熬汤，'内煮用西皮包或耳朵形的中药。百姓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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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被冻烂的手牌和耳朵很快痊盘。活来，人钉伯冬天再冻坏，

就仿效张仲景的作法，吃起镜子〈扁食〉来。不过，人们拮理申

包的中药变成了窝馆。

腊八E 即腊月〈十二〉初八。这天凌晨，人妇争相去井里打

水，认为打的水越早傲的饭就越稠。这天的早饭多用小米、大

枣、花生米、核桃仁、柿饼等教粥，叫"腊八爵"。陕、灵一带

也有吃饺子的习髓。有些人家故意把这顿饭做得多多的，这额吃

不完兑入下顿饭内，以此类推，故有"膳人饭，吃半年"之说.

吃腊八饭的习憬，一说源于秦拴在腊另初八害死岳飞后，百姓无限

茹恨奈栓，便在黯月拐八这天，周五谷杂按煮粥倒在秦栓的塑像上

让鸟兽暖食的传说z 一说摞于蒋迦牟后修道时饿晕在菩提拷下，

被一牧羊女用羊奶谓妙西敦嚣的传说。

祭灶z 即黯月二十三，民间有"二十三儿，祭祉倍儿"的歌

谣。传说这天晚上被称作一家之主的灶王爷要回灵霄宝殿向玉皇

大帝汇报工作。人们怕它如实反映入妈是非招致不安，便在这天

晚上在它像前供上祭灶饼、芝麻糖，企望粘住灶王的嘴，乞求它

"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梦。黯后把灶王像揭下点燃，意即开

天。

自祭灶后，人们便撑止农事活动，开始准备过年，并逐成这

样二串歌谣z

二十部儿，扫房子E

二十五儿，打面糊〈准备发西蒸侯) J 

二十六儿，宰羊杀猪s

二十七JL，剃精瑭儿〈小孩理发) J 

二十八，试鞋袜或剥憨瓜〈大人理发) J 

二十九儿，揭锅熬油〈炸沽食) J 汝阳群众在饮酒

习夜，因此叫 U二十九，去打震"5

年三十儿，费占花门儿。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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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 NP踵另三十、年三十〈小月为二十九〉。这天，过年

的一切准告全部就绪，便张贴对联，安禅位〈有些负债累累 f自贫

苦农民，为了对付债主逼债，提前至二十八贴对联，叫"二十

八，贴花花" 0 (因为民间有贴了对联即为过年，过年时别人不准

登门讨苦均规矩。〉晚饭前，屋内屋好作最后一次活扫， I在饿

时，在祖宗灵位和各神位前烧香放炮，名曰"安神"。晚上，成

年人自坐在火炉或火堆旁包镜子或作其他准备，直至深夜。有的

还通夜不珉，称作 G守岁"或"熬年"。

宣部县的白杨镇上娃吴和姓蔡的人家，有在这天过年的习

惯。据说自杨吴民先祖吴吉草原是一武东官员，因常在大年初一的

五更里奉命带姓蔡的亲撞率部在白杨、赵堡、韩城一线巡逻，不结

与家人一起欢度春节，便提前在年三十燃放鞭炮、敬神拜祖、举

家欢宴。国吴、费均为江南人，这天不吃镜子吃大米。后代使自

之为习。

二婚嫁

董事故前男女婿娼皆听凭父母之命，媒捕之言。有些尚在祖株

之中的幼儿即被父母订了娃娃蝶，有的穷家女儿当了童养嬉。确

定婚照，先由媒人"提亲"，后由双方父母互相了解对方子女的命

裙、招数和人品，叫"*百亲纱。双方父母同意或亲后，先出男方

给女方送去布在和衣料，叫"影礼"。女方软下，即为定婿。灵宝风

倍，订婚时衷方要换鞋样儿，目L\."小许口"，后男方用食盒给女

方捂去大挝衣物，叫"大许口"。定婚后，约定日期交换写有男

女生辰八字的婚约，叫"换书"或"过大旗"。嬉书m红纸写成一

式两扮.婚约的封面写有"永结秦晋"字样，其内文格式大致
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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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将小JL (女〉三代年庚开列于后事

曾祖 x x X ，祖父 x x X ，父亲 x x x , JL (女〉名 x x ，行

x , x 租， x 月 x l3 x 时生

今凭

大老月翁xxx先生作线，与

xxx 留下令爱〈郎〉结为婚娼，永借优辍之好。

娼眷弟 xxx顿首

球人 x x.x 

xxx 同押

×年×另×吕庚书 大吉大利。

确定了婚姻关系的男女双方，窍结婚年令时，男方向女方送

写有娶亲自期的红轴，叫 lt送好JL" 。洛宁县风链，女方收下男

方送来的?守JL" ，在回礼中要放一块发蕾的西团，盼望未来的

女婿升宫发财。"送好JL纱以后，双方便各自准备委嫁。女方的

亲属要给待嫁的姑娘蹭送衣料，盹 tt添箱"。男方的隶属要给娶

亲的小伙送礼，多为现金，叫"行礼"或"贺礼"。
结婚时，男方叫必要媳妇'F ，女方叫必嫁闺女纱、 "发落留

女纱或"闺女出门"。结婚头天晚上，新郎的嫂子〈多是夫妻和

谐、子女京全者〉要到新房去铺床。说铺床，实际是捏一套被褥

放在床上后，向上边撤棉花籽，边撤边念s

东一担，西一担，

撒了一床自娃娃.

洛阳珩近的习惯，结婚头天晚上，村里青年要到新房"压

床"。成群的男住青少年挤在新房的床上，寓意将来子女成群.

洛宁县 u铺床"的写'横与其他地方不同.这里是在结婚当

天，迎亲的花轿出发后，黯娘的老公公到新房去"错床" (炕).

铺时，有人在旁念道z

老公公铺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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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商有.

娶亲时，男方先由一少年挑个担子二一头的篮子里卧二只公

鸡和一只母鸡〈有的是一对木雕的鸳鸯) ，一头是一个大潜壶，

上挂商裸并根葱。他出发之后，花轿才起程。途中，由睽响吹奏

喜庆乐曲。花草?来到女方门前，嫁女戴岚寇、穿霞i院、 1页红布，

在琐哨声中，由两位妇女搀扶上轿。花轿行选中，有一青年手执

红毡fT-路而行，称为吨i轿"。遇有大树、巨石、路口等，弓i轿

人先用红毡遮挡，再贴上写有"花红盖之"或"喜纱、 "言'字

样的红贴。轿旁另有二勇童相膛，多为新娘的弟、毡，称押轿。

花轿在新郎家门口落地，先由一男童向替中的新娘递一"保平

壶"，接着，两个厨师一执点燃的谷草捏儿，一拿黯碗往挠红的

犁拌上浇，绕替而行，名臼 U吉利"。新娘在瑛响、鞭炮声中被

搀扶下轿，经过"撒草料"、 a骑马过圣"、 "红毡镶边'来到

放有斗、称、锢镜的 α天地桌纱前，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

黯拜之后，被搀入洞房。这时，黯才搀新娘下轿的妇女来为新娘

"上头炒。所谓"上头"，就是把新娘的发辫改成"友善"。上

头时，新娘要坐在用棺木敬的木摆上，辑内放自果、栗子、揉

曲、米图。替新娘上头的妇女要唱上头歌E

一揽子，二拢子，

拉得女婿戴事子〈傲宫〉

一拢金，二拢银，

拢来娃娃一大群.

上头的同时，有一妇女来为薪窍床上装枕头.左三把，右三

担，紧三担，慢三捏共装十二把麦秸.装完从背后扔到床上，不

论拉头口朝那里，那妇女都要这样说z

拉头口朝上，

生的孩儿白胖。

装完挠头，她拿来团、核桃在新房的床上滚来滚去，名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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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床"，边读边唱 z

滚到床外边，

生个孩儿做大宫z

滚到床里边，

生个孩儿中状元主

滚到床当中，

生个孩儿做朝廷。

当男方大摆宴席，新郎拜客时，有一妇女到新房内给新娘送

载。她端着一碗煮有大枣的西范瘩汤，对薪娘说事

吃个枣儿，生个小儿，

吃个国建瘩，生了一扑拉〈一大群〉。

当晚，有"海房"和"厨房"的风稽。"三天没大AJ. 不♂

论年令大小和辈数高纸，三天内部可到新房内凑热j斋。人们往往

把 "1谓房"、 "听房纱的人数多少和热雨程度，看作婚姐是否幸

福美满的象征。如果没人"听房"主家便捏一把扫帚靠在新舅的

窗户旁，并对扫帚说z

扫帚扫帚尾巴长，

投入听房你听房。

这天晚上，新房内的灯长明不熄。一对新夫妻互敬交杯酒也i

至甜言蜜语，者在在灯光下进行，如果熄了虹，将被看作不吉不

利。

结婚的第二天，新嫂的父亲要到新郎家去"认亲"。?远地 ".
挟县梧邻娃的风错，这天新娘的哥嫂要去给邸嫁的妹掠"梳

头"。第三天，新娘要结新郎到娘家去"回fγ 。洛黯珩近几县

的习馍，国门回来的新娘，要到厨房把别人抒好的西片切成国

条，叫"试刀"。陕县风俗，国门回来的新娘要往新房的窗户上

黯自己剪的窗花，叫 a献巧"。灵宝风俗除"试刀"、 a献巧箩

:兼有之外，还要测验薪娘的智力。当新娘国门出2之后，其他人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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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很长的红线绳，在院子里的树上、门上缠成种种花样，把蝇

头隐藏在不易发觉的地方.新娘回门归来黯一进挠，就让她去找

隐藏的绳头，很有一番风趣。灵宝还有请客人住"茹媳妇屋"的

习惯，不论亲戚，还是素不相识的外地人，只要来历清楚、可

靠，提出借宿的，便把 a新媳妇屋"腾出让他住，但是，屋内摆

设不准丝毫移动。‘

解放后，旧的婚娼习俗已被基本解除，男女婚娼凭其自嚣，

只要办理了结婚登记手载，部受法律保护。结婚时新娘多在新郎

的陪国亨德步或骑自行车到男方家去，迎送的亲属随后而纭。随

着农村经济的繁荣，婚俗也出现了薪形式，乘坐汽车、集体举行
婚礼和放游结婚的已成风气。有的在结婚时搞一些 la的形式，也

只是图个吉利罢了。但是，借婚姻问题索取财物的现象，在农村

仍有出现，有待进一步革除d

三丧葬

从前，由于生活水平的低下和军疗技术的落嚣，有"人活七

十古来帮"的说法，并忌讳四十五、七十三、八十四这三个年

纪.四十五，相传是包拯陈始放粮，被回国舅拒之城井，最后他

"变鳖"从壤门下钻过去那年的年纪，人们认为人到四十五岁这

年，象鳖一样，万事皆难。困此，在豫西一带，人们把四十五岁

或说四十四岁，或说四十六岁，或说"仨七仨八"。七十三岁是

孔子死时的年令，八十四是孟子死时的年令。人的认为凡人的阳

寿不能大于圣人，因此形成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己自

去"的颠口瘤。人黯六十岁，便认为"够寿"，年过六十岁病死

本宅葬入祖莹的，称"寿终正寝"。不足六十岁丽死亡的称必旱

丧'.死在外地的称 a外丧'. "外丧'者尸体不能再进本宅e

父母健在而旱丧的晚辈人不能葬入袒莹正穴。

人死后，其亲属要到亲戚家去"援丧"。其子女要为死者海

• 10 • 



身，穿送老衣〈又称寿衣) "寿哀质量的提劣及猿量的多少，依
其经济状昂，穿三套、直套‘七套不等，寿衣忌灰色，传说穿炭

寿衣下1it将变驴。雨后，在本宅堂屋设量"草铺'停户，草铺下

所放前谷草，报数与死者的岁数相题。其子女跪在一旁的草袋上

守尸蹄哭，称 G守灵"。一般死者在死后第二天"入娃"，贫者

草草埋葬，害者往往搭灵摆开祭，也有停枢数月甚至数年才埋葬

的。

本区汉员族的习'摆均为术棺土葬。丰富木均要油漆为黑色。棺

木部厚度依其经济条件商定。本区最讲究的是相本或教木 a 囚

挡" (NP底、盖、两侧均为数块厚较敏成〉拮木。将死者装入

棺本叫"入娃"，担装进死者的桔木往坟莹运叫"起灵梦或"出

殡"。运棺术多用人拾，距坟莹遥远的也有黑车挂的，厨经路线

，要撒用自坛剪的摇钱。死者的男性晚辈走在指木的前边，并由

长子或长孙打幡。悟的制作，因地面射。东部和南部九县，眉掷

摆上挂用五色纸剪的穗状花样，洛宁县用整穰竹子上挂五色纸

条。死者的女性晓辈跟在棺木后边。所有亲震均身穿孝服，蟹系

麻绳，背披麻包片，头戴孝揭.男性晚辈的孝蜻上，眉不同颜色

表示辈次，即子白、孙红、曾孙黄、玄孙绿。不论男女，皆手执

搓着白纸的"哀杖"，大声哭嚎。哭声衰达着与死者的关系，又

表示着自己的感情g 有的哭诉死者恩德，有的表自依恋之情，其

曲器、语词之讲究，以女眷为甚。

埋葬死者的墓穴，多经风水先生选择e 山区墓穴深撞，下设

墓室，近水地区墓穴浅挖，棺盖仅比地平略低.桔木放进墓穴称

"下葬"，这时要放鞭炮，鸣磺哨，死者的晚辈绕墓商行.埋入

桔木的墓穴要拢起土堆，称"墓家"或"基谷堆'，上摇摆赣.
埋葬的第二天，所有子女再到坟上祭奠，并为墓家培土，把"哀

杖"插在墓家周围.这个礼仪叫"复出".洛宁和富县的风锚，

"复山"时要把盛供品的特篮曾在坟头上.从死者死亡之吕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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