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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风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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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应劭《风俗通义》云： “观民风以考政
治得失黟，“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o可·

见“入境问俗刀一举，自古倍受郡守县丞的重
视。今天，我党正在领导全国人民从事两个文明
建设，我们的党，政干部如能深入了解民情风
尚，对于联系群众，开展各项工作将更为有利o。

“习以成俗’’，是说各种风俗都有个由风而
习，而为俗的过程。但它一旦为大家所承认所接
受，则往往成为一方的不成文法律，成为一定地

区的社会道德标准。如；节令、礼仪，服饰，居
住、婚姻、丧葬、，庆贺、方言、称谓、谣谚，以及

宗教信仰、禁忌等；诸如勤俭持家、崇尚学业，

敬老爱幼、尊师爱徒、矜孤恤寡、舍己为人，见义

勇为等，都属于人民善良、健康，美好的风尚，应
该继承和发扬；对于恶风陋俗，当属改革之列o ，

， 党的十二大号召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

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给风俗赋予

了新的实质和内容，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

德原则，因此，希望大家都来关心移风易俗这项
工作。 ’

‘

祝贺《滨州市风俗志》出版
? 闫启俊

‘

1987年7月12日



前、 壹嗣、 百

盖闻见而广之谓之风，沿而久之谓之俗。或
云： “上行下效谓之风"o古云： “天正国兴

顺，官清民自安’’。总之，是说贤君，廉吏是
“弊绝风清"， “国泰民安’’的根本。

风与俗二者义同，乃一方之风土人情。是
《滨州志》的重要组成部分。然历经几千年的改
朝易制，废典设庆，内容浩繁，理应广征博采，集
文纳议，余因条件所限，不得而施。此书是在《滨

县地名志》、《滨县姓氏志》经滨县地名委员会

通过后，等待滨县人民政府最后批准印刷之隙，
恐浪费时光，遂有编写《滨县风俗志》的设想。

此稿既成，未及付印，便于l 9 8 7年3月2 0

日撤县入市。遂易名《滨州风俗志》。
风俗非一方独有，亦非自今日始，为增加知

识性，每俗都力求溯源流，述演变，似名《风俗

史话》更为合适。

滨州居民，性勤俭、重耕作、尚学业、高淳
厚、崇礼仪、尽孝行、尊师长、敬贤良等。勤而

不俭、俭而不勤者有之，不勤不俭者亦有之，然

皆取与不孝不义为伍o ．
．

《滨州风俗志》的撰写，是总结了滨州人民

千百年形成的风俗特点，参考了科学普及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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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年节》等资料而竣工的。此书分五个部

分。第一，年节习俗；第二，婚丧礼仪；第三，亲
朋往来；第四，衣食住(用)行；第五，方言俗
语。多次编写；合订成册。此稿原本想作引玉之

砖抛出，’今幸得山东省出版总社惠民分社的大力
支持，作为出版物印刷，本人颇感不自量力，时

至今日，只好让“丑媳妇“去见“婆婆"I。恳
请读者斧正。

编撰者：吕宪章 ‘

1 9 8 7年5月1日脱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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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守岁⋯．··j⋯⋯⋯：⋯⋯⋯⋯⋯⋯⋯⋯⋯⋯⋯⋯“(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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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接财神⋯⋯⋯⋯⋯⋯⋯⋯⋯⋯⋯⋯⋯⋯⋯⋯．．⋯·(13)

(六)吃饺子⋯⋯：⋯⋯⋯～一⋯⋯⋯⋯⋯⋯■⋯⋯⋯⋯(14)

(七)蒸粘糕⋯”?⋯⋯”?⋯⋯⋯⋯⋯⋯⋯⋯⋯⋯⋯⋯⋯(14)

(八)放爆竹⋯⋯⋯⋯⋯“?⋯⋯⋯⋯·?⋯⋯⋯⋯⋯⋯⋯·(15)

(九)拜年⋯⋯⋯?·¨．．．：⋯：⋯⋯⋯⋯⋯⋯⋯⋯⋯⋯一(16)

(十)戴岁钱⋯⋯⋯⋯?⋯⋯⋯⋯?⋯⋯⋯⋯⋯⋯⋯⋯⋯!(18)

(十一)击．鼓⋯i”一～·⋯⋯⋯⋯⋯⋯⋯⋯⋯⋯⋯⋯⋯(18)

(十二)舞狮⋯“⋯⋯⋯⋯⋯⋯一⋯⋯⋯·u⋯⋯⋯一·(18)

(十三)跑龙灯⋯⋯⋯⋯⋯⋯⋯⋯⋯⋯⋯⋯⋯⋯⋯⋯⋯(19)

(十四)踩高跷⋯⋯一⋯⋯⋯⋯⋯⋯⋯⋯⋯⋯⋯⋯⋯⋯(20)

(十五)扎芯子⋯⋯⋯⋯⋯⋯一⋯⋯n“⋯．．-．．．¨⋯·m·(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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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踏青⋯⋯⋯⋯⋯⋯⋯⋯⋯⋯⋯⋯⋯⋯⋯“·⋯⋯⋯

(五)插柳⋯⋯⋯⋯⋯⋯⋯⋯⋯⋯⋯⋯⋯⋯⋯⋯⋯⋯⋯

(六)荡秋千⋯⋯⋯⋯⋯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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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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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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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戴艾··台：⋯⋯⋯⋯⋯⋯⋯⋯⋯⋯⋯⋯⋯⋯⋯⋯⋯·

(四>戴香包⋯⋯⋯⋯⋯⋯⋯⋯⋯⋯⋯⋯⋯⋯⋯⋯⋯⋯

(五)扎五丝⋯⋯⋯⋯⋯⋯⋯⋯⋯⋯⋯⋯⋯⋯⋯⋯⋯⋯

(六)驱五毒⋯⋯⋯⋯⋯⋯⋯⋯⋯⋯⋯⋯⋯⋯⋯⋯⋯⋯

(七)悬钟馗⋯⋯⋯⋯⋯⋯⋯⋯⋯⋯⋯⋯⋯⋯⋯⋯⋯⋯

(八)夏九九⋯⋯⋯⋯⋯⋯⋯⋯⋯⋯⋯⋯⋯⋯⋯⋯⋯⋯

六月：

(47)

(47)

(48)

(48)

(48)

(49)

六月六⋯⋯⋯⋯⋯⋯⋯⋯⋯⋯⋯⋯⋯⋯⋯⋯⋯⋯⋯(50)

七月：

八月：r ．’

<51)

(53)

(54)

一、八月一⋯⋯⋯⋯⋯⋯⋯⋯⋯⋯⋯⋯⋯⋯⋯⋯⋯(56)

=、中秋节⋯⋯⋯⋯⋯⋯⋯⋯⋯⋯⋯⋯⋯⋯Q 6 a,O·e⋯(56)

(一)赏月⋯⋯⋯⋯⋯⋯⋯⋯⋯⋯⋯⋯⋯⋯⋯⋯⋯⋯⋯(57)

(二)吃月饼⋯⋯⋯．．．⋯·⋯⋯⋯⋯⋯⋯⋯⋯⋯⋯⋯w··(59)

(三)嫦娥奔月⋯⋯⋯⋯⋯⋯⋯．⋯⋯⋯⋯⋯⋯⋯⋯叩．⋯(61)

九月：

重阳节⋯⋯⋯⋯⋯_⋯⋯⋯⋯o⋯⋯⋯⋯⋯∥⋯⋯(63)

<一)登高⋯⋯⋯⋯⋯⋯⋯m o·*m 6o⋯⋯⋯⋯⋯⋯⋯⋯(65)

’(=)赏菊⋯⋯⋯⋯⋯⋯⋯⋯⋯⋯⋯⋯⋯⋯⋯⋯⋯(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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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寡农节⋯⋯⋯j⋯⋯⋯⋯⋯⋯⋯⋯⋯⋯⋯⋯⋯⋯⋯··(66)

十一月：

冬至⋯⋯⋯⋯⋯⋯⋯⋯⋯⋯⋯⋯⋯⋯⋯⋯⋯⋯⋯⋯(68)

十二月：‘’

一、腊八节⋯⋯⋯⋯⋯⋯⋯⋯⋯⋯⋯⋯⋯⋯⋯⋯⋯(69)

． 二、祭灶⋯⋯⋯⋯⋯⋯⋯⋯⋯⋯⋯⋯⋯⋯⋯⋯⋯?··(72)

(一>糖瓜粘⋯⋯⋯⋯⋯⋯⋯⋯⋯⋯⋯⋯⋯⋯⋯⋯⋯⋯(74)

’(=)扫房子⋯⋯⋯⋯⋯⋯⋯⋯⋯⋯⋯⋯⋯⋯⋯_⋯⋯，(75)

耐 曩

一、礼典⋯⋯⋯⋯⋯⋯⋯⋯⋯⋯⋯⋯⋯⋯⋯⋯⋯⋯

(一)祭祀⋯⋯⋯⋯⋯⋯一．⋯⋯⋯⋯⋯⋯⋯⋯⋯⋯⋯⋯·

(二)朝贺⋯⋯⋯⋯⋯⋯⋯⋯⋯⋯⋯⋯⋯⋯⋯⋯⋯⋯⋯

(三)迎春⋯⋯⋯⋯⋯⋯⋯⋯⋯⋯⋯⋯⋯⋯⋯⋯⋯⋯⋯

(四)救护⋯⋯⋯⋯⋯⋯⋯⋯⋯⋯⋯⋯⋯⋯⋯⋯．-．⋯⋯

(五)乡饮⋯⋯⋯⋯⋯⋯⋯⋯⋯⋯⋯⋯⋯⋯⋯⋯⋯⋯⋯

(六)讲约⋯⋯⋯⋯⋯⋯⋯⋯⋯⋯⋯⋯⋯⋯⋯⋯⋯⋯⋯

=，现行的重要纪念日、节日(阳历)⋯⋯⋯⋯⋯

兰．农历各月的男lj称⋯⋯⋯⋯⋯⋯⋯⋯⋯⋯¨⋯⋯·

四、星期天⋯⋯⋯⋯⋯⋯⋯⋯⋯⋯⋯⋯⋯⋯⋯⋯⋯

(76)

(76)

(77)

(77)

(78)

(78)

(78)

(80)

(91)

(92)



第二编 婚丧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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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婚娶⋯⋯⋯⋯⋯⋯⋯_⋯⋯⋯⋯(95)

(一)迎娶坐轿⋯⋯⋯⋯⋯⋯⋯⋯⋯⋯⋯⋯⋯⋯⋯⋯⋯(99)

(=)新娘藏凤冠⋯⋯⋯⋯⋯⋯⋯⋯⋯⋯⋯⋯⋯⋯⋯⋯(100)

(三)红双喜字．．．⋯⋯⋯．．．⋯⋯⋯⋯⋯．⋯”⋯⋯⋯⋯⋯·(102)

(四)媒人⋯⋯⋯⋯⋯⋯⋯⋯⋯⋯⋯⋯⋯⋯⋯⋯⋯⋯⋯(103)

(五)妻子⋯⋯⋯一⋯．．．⋯⋯⋯⋯⋯⋯⋯··^⋯⋯⋯叩“(104)

(六．)姑娘出嫁时屹红鸡蛋⋯⋯⋯⋯⋯⋯⋯⋯⋯⋯⋯⋯(106)

(七)夫妻关系⋯⋯⋯⋯⋯⋯⋯⋯⋯⋯⋯⋯⋯⋯⋯√⋯(106)

(八)古人选妇⋯⋯⋯⋯⋯⋯⋯⋯⋯一⋯⋯⋯⋯⋯⋯：··。(107)

(九)。无才便是德"⋯⋯⋯⋯⋯⋯⋯⋯⋯．．．⋯⋯“1m(107)

(十)吃茹醋”⋯⋯⋯⋯⋯⋯⋯⋯⋯⋯⋯⋯⋯⋯⋯⋯⋯(108)

(十一)缠足⋯⋯⋯⋯⋯⋯⋯⋯⋯⋯⋯⋯⋯⋯⋯⋯⋯⋯(108)

(十二)理想的妻子和丈夫⋯⋯⋯⋯⋯⋯⋯⋯⋯⋯⋯一(109)

(+三)八卦图释义及其他陋俗⋯⋯⋯⋯⋯⋯⋯⋯⋯⋯(110)

1、八卦图⋯⋯⋯⋯⋯⋯⋯⋯⋯⋯⋯⋯⋯⋯⋯⋯⋯⋯⋯(112)

2、十二时辰释义⋯⋯⋯⋯⋯⋯⋯⋯⋯⋯⋯⋯⋯⋯⋯⋯(113)

3、四离四绝⋯⋯⋯⋯⋯⋯e'“'o 0o⋯⋯⋯⋯⋯⋯⋯⋯⋯⋯(115)

4、犯棚例⋯⋯⋯⋯⋯⋯⋯⋯⋯⋯⋯⋯⋯⋯⋯O B ou．．m⋯⋯(115)

5，嫁娶周堂图例⋯⋯⋯⋯⋯⋯⋯⋯⋯⋯⋯⋯⋯⋯气⋯～(115)

6，行嫁月例⋯⋯⋯⋯⋯⋯⋯⋯⋯⋯⋯⋯⋯⋯⋯⋯√⋯(116)

7，送女忌相例⋯⋯⋯⋯⋯⋯⋯⋯⋯⋯⋯⋯⋯⋯⋯⋯⋯(116)

8，阴目忌例⋯⋯⋯⋯⋯⋯⋯⋯⋯⋯⋯⋯⋯⋯⋯⋯O o o p B m(116)

9、喜神方位椤ll⋯⋯⋯⋯⋯⋯⋯⋯⋯⋯⋯⋯⋯⋯一～．．：’(117)

10、二十八宿上印例⋯⋯⋯⋯⋯⋯⋯⋯⋯⋯⋯⋯：⋯“··V(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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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嫁妆帖式⋯⋯⋯⋯⋯⋯⋯⋯⋯⋯⋯⋯⋯⋯⋯⋯⋯⋯(117)

(十四)子女百岁(啐)⋯⋯⋯⋯⋯⋯⋯⋯叩⋯⋯⋯⋯(117)

(十五)小儿落生定时辰歌⋯⋯⋯⋯⋯⋯⋯⋯⋯⋯⋯⋯(119)

(十六)生辰八宇和十二生肖⋯⋯⋯·⋯⋯⋯⋯⋯⋯⋯-·(119)

(十七)绝烟火日⋯⋯⋯⋯⋯⋯⋯⋯⋯⋯⋯⋯⋯⋯⋯⋯(121)

(十八)翼婚⋯⋯⋯⋯⋯⋯⋯⋯⋯⋯⋯⋯⋯⋯⋯⋯⋯⋯(121)

二、丧 葬⋯⋯⋯⋯⋯⋯⋯⋯⋯⋯⋯(122)

(一)人死后灵魂去丰都城和再投胎转生之说的

： 由来⋯⋯⋯⋯⋯⋯⋯⋯⋯⋯⋯⋯⋯⋯⋯⋯(123>

(=)丧服⋯⋯⋯⋯⋯⋯⋯⋯⋯⋯⋯⋯⋯⋯⋯⋯⋯⋯⋯(128)

(三)各系亲属丧服图解⋯⋯⋯⋯⋯⋯⋯⋯⋯⋯⋯⋯⋯(131)

1、丧服总图⋯⋯⋯⋯⋯⋯⋯．．⋯⋯⋯⋯⋯⋯⋯⋯⋯⋯·(131)

2、本宗九族五服图⋯⋯⋯⋯⋯⋯⋯⋯⋯⋯⋯⋯一⋯⋯(132)

3，为人后者为本生亲属降服图⋯⋯⋯⋯⋯⋯⋯⋯⋯⋯(133)

4、三父八母服图⋯⋯⋯⋯⋯⋯⋯⋯⋯⋯⋯⋯⋯一i⋯⋯(134)

5、妻为夫族服图⋯⋯⋯⋯⋯⋯”⋯⋯⋯⋯⋯⋯⋯⋯⋯·(135)

6、外亲服图⋯⋯⋯⋯⋯⋯⋯⋯⋯⋯⋯⋯⋯⋯⋯⋯⋯⋯(136)

7、妻亲服图⋯⋯⋯⋯⋯⋯⋯⋯⋯⋯⋯⋯⋯⋯⋯⋯n⋯(137)

8、出嫁女为本宗降服图⋯⋯⋯⋯⋯⋯⋯⋯⋯⋯⋯⋯⋯(138)

9、妾为家长族服图⋯⋯⋯⋯⋯⋯⋯⋯⋯⋯⋯⋯⋯j⋯一(139)

(四)丧事宇义解⋯⋯⋯⋯⋯⋯⋯⋯⋯⋯⋯⋯⋯⋯⋯⋯(139)

(五)拜具类⋯⋯⋯⋯⋯⋯⋯⋯⋯⋯⋯⋯⋯⋯⋯⋯⋯⋯(142)

(六)丧事孝家各种称呼⋯⋯⋯⋯⋯⋯⋯⋯⋯⋯⋯⋯⋯(142)

(七)重丧日例⋯⋯⋯⋯⋯⋯⋯⋯⋯⋯⋯⋯⋯⋯⋯⋯⋯(142)

(八)看空例⋯⋯⋯⋯⋯⋯⋯⋯⋯⋯⋯⋯⋯⋯⋯⋯⋯r⋯(143)

(九)烧柜封条文⋯⋯⋯⋯⋯⋯⋯⋯⋯⋯⋯⋯⋯⋯。：⋯(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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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包袱式⋯⋯⋯⋯⋯⋯，⋯⋯⋯⋯⋯⋯⋯⋯⋯一(143)

(十一)指路仪式及言语⋯⋯⋯⋯⋯⋯⋯⋯⋯⋯⋯(144)

第三编 亲朋往来

第四编 衣、食、住(用)、行
。·

：

●

～

．一、衣一⋯⋯一⋯⋯⋯⋯⋯⋯⋯⋯⋯’(155)
- ●

’J●

(一)冠、巾、帽⋯⋯⋯⋯⋯⋯⋯⋯⋯⋯⋯⋯⋯⋯⋯⋯(155)

(=)衣和裳⋯⋯⋯⋯⋯⋯⋯⋯一⋯⋯⋯⋯⋯⋯⋯⋯n⋯(156)

(三)中山装⋯⋯⋯⋯⋯⋯⋯⋯⋯：⋯⋯⋯⋯⋯⋯⋯⋯”(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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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服⋯⋯⋯⋯一⋯⋯⋯⋯⋯⋯⋯⋯⋯⋯⋯··0⋯“(157)

(五)鞋与靴⋯·‘⋯⋯⋯⋯⋯⋯+⋯⋯⋯⋯⋯⋯⋯⋯⋯⋯．．_(158)

(六)太屐拖鞋⋯⋯⋯⋯⋯⋯⋯⋯⋯⋯⋯⋯⋯⋯⋯．．．．⋯(158)

(七)棉花与棉布·：·'DOB：⋯⋯⋯⋯⋯”⋯⋯⋯⋯⋯⋯⋯⋯(159)

(八)染房⋯⋯⋯⋯⋯⋯⋯⋯⋯⋯⋯⋯⋯^⋯⋯⋯⋯⋯‘(160)

(九)剪刀⋯⋯⋯一⋯⋯⋯⋯⋯⋯⋯⋯⋯⋯⋯⋯⋯⋯一．．(160)

(十)缝衣针⋯⋯⋯⋯⋯⋯⋯⋯⋯⋯⋯⋯⋯：··：⋯⋯⋯··(160)

二、食⋯⋯⋯⋯⋯⋯⋯⋯⋯⋯⋯⋯⋯(161)

(一)小麦⋯⋯⋯⋯⋯⋯．．．．⋯⋯⋯．．．⋯⋯⋯⋯⋯⋯．．．，⋯(161)

(二)玉米⋯⋯⋯⋯⋯⋯⋯⋯⋯⋯⋯⋯⋯⋯⋯⋯掣⋯⋯(162)

(三)水稻⋯⋯⋯⋯⋯⋯⋯⋯⋯⋯⋯⋯⋯⋯⋯⋯⋯⋯⋯(162)

(四)谷子⋯⋯⋯⋯⋯⋯”⋯⋯⋯⋯⋯⋯⋯⋯⋯⋯⋯⋯·(】63)

(五)高粱⋯⋯⋯⋯⋯⋯⋯⋯⋯⋯⋯⋯⋯⋯⋯⋯⋯⋯⋯(】63)

(六)地瓜⋯⋯⋯⋯⋯⋯⋯⋯⋯⋯⋯⋯⋯⋯⋯⋯⋯⋯⋯(164)

(七)罐头⋯⋯⋯⋯⋯⋯⋯⋯⋯⋯⋯⋯⋯⋯⋯⋯⋯⋯⋯(164)

(八)面条⋯⋯⋯⋯⋯⋯⋯⋯⋯⋯⋯⋯⋯⋯⋯⋯··⋯··i 165)

(九)水饺⋯⋯⋯⋯⋯⋯⋯⋯⋯⋯⋯⋯⋯⋯⋯⋯⋯⋯⋯(167)

(十)锅子饼⋯⋯⋯⋯⋯⋯⋯⋯⋯⋯⋯⋯⋯⋯⋯⋯⋯⋯(167)

(十一)酒⋯⋯⋯?⋯⋯_⋯⋯一“⋯·?⋯⋯⋯i：⋯⋯⋯··(168)

(十二)葡萄酒⋯⋯⋯⋯⋯⋯⋯⋯⋯⋯⋯⋯⋯⋯⋯_⋯(171)

(十三)啤酒⋯、⋯⋯⋯．．．⋯．．．⋯⋯⋯⋯一⋯⋯⋯⋯⋯⋯(171)

(十四)茶叶⋯⋯⋯⋯⋯⋯⋯⋯⋯⋯⋯⋯⋯⋯⋯⋯⋯⋯(171)

(十五)醋⋯⋯⋯⋯⋯⋯⋯⋯⋯⋯⋯⋯⋯⋯⋯⋯⋯⋯⋯(172)

(十六)西红柿⋯⋯⋯⋯⋯一⋯⋯⋯⋯⋯⋯⋯⋯⋯．．．．⋯(】72)

(十七)白莱⋯⋯⋯⋯⋯⋯⋯⋯⋯⋯⋯⋯⋯⋯⋯⋯⋯⋯(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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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西瓜⋯⋯⋯⋯⋯⋯⋯⋯⋯⋯⋯⋯⋯⋯⋯⋯⋯⋯(173)I

(十九)养蜂⋯⋯⋯⋯⋯⋯⋯⋯⋯⋯⋯⋯⋯⋯⋯⋯⋯“(173)

三、住(用)⋯⋯⋯?⋯·⋯⋯⋯⋯⋯⋯(174)
(一)住宅⋯⋯⋯⋯⋯⋯⋯⋯⋯⋯⋯⋯⋯⋯⋯⋯⋯⋯”(174)
<二)家庭用具⋯⋯⋯⋯⋯⋯⋯⋯⋯⋯⋯⋯⋯⋯⋯⋯⋯(174)

l，钟表⋯⋯⋯⋯一⋯⋯⋯⋯⋯⋯⋯⋯⋯⋯⋯⋯⋯⋯⋯(174)

2、镜子⋯⋯⋯⋯⋯⋯⋯⋯⋯⋯⋯⋯⋯⋯⋯⋯⋯⋯⋯⋯(175)

3、灯⋯⋯⋯⋯⋯⋯⋯⋯⋯⋯⋯⋯⋯⋯⋯⋯⋯⋯⋯⋯⋯(175)

4，扇子⋯⋯⋯⋯⋯⋯⋯⋯⋯⋯⋯⋯⋯⋯⋯⋯⋯⋯⋯⋯(176)

5，陶，瓷⋯⋯⋯⋯⋯⋯⋯⋯⋯⋯⋯⋯⋯⋯⋯⋯⋯⋯⋯(177)

6、洋火，火柴⋯⋯⋯⋯⋯⋯⋯⋯⋯⋯⋯⋯⋯⋯⋯⋯⋯(177)

7、筷子⋯⋯⋯⋯⋯⋯⋯⋯⋯⋯⋯⋯⋯⋯⋯⋯⋯⋯⋯⋯(178)

8、桌、椅、板凳⋯⋯⋯⋯⋯⋯⋯⋯⋯⋯⋯⋯⋯⋯⋯⋯(178)

9、牙刷⋯⋯⋯⋯⋯⋯⋯⋯-⋯⋯⋯⋯⋯⋯⋯⋯⋯⋯⋯”(179)

10、扑克牌⋯⋯⋯⋯·～⋯⋯⋯⋯⋯⋯⋯⋯⋯⋯⋯⋯⋯⋯·(179)

11，象棋⋯⋯⋯⋯⋯⋯⋯⋯⋯⋯⋯⋯⋯⋯⋯⋯⋯⋯⋯⋯(181)

12，算盘⋯⋯⋯⋯o⋯⋯⋯⋯⋯⋯⋯⋯⋯⋯⋯⋯⋯⋯⋯(182>

13，印章⋯⋯⋯⋯⋯⋯⋯⋯⋯⋯⋯⋯⋯⋯⋯⋯⋯⋯⋯⋯(183)

14，邮政⋯⋯⋯⋯⋯⋯⋯⋯⋯⋯⋯⋯⋯⋯⋯⋯⋯⋯⋯⋯(183)

15，钞票⋯⋯⋯⋯⋯⋯⋯⋯⋯⋯⋯⋯⋯⋯⋯⋯⋯⋯⋯⋯(184)

16，工资⋯⋯⋯⋯⋯··i⋯⋯⋯⋯⋯⋯⋯⋯⋯⋯⋯⋯⋯⋯(185)

17，理发⋯⋯⋯⋯⋯⋯⋯⋯⋯⋯⋯⋯⋯⋯⋯⋯⋯⋯⋯⋯(185)

18，剃头匠担上的独杆旗⋯⋯⋯⋯⋯⋯⋯⋯⋯⋯．⋯⋯⋯(186)

19，水车⋯⋯⋯⋯⋯⋯⋯⋯⋯⋯⋯⋯⋯⋯⋯⋯⋯⋯⋯⋯(】87)

20、犁⋯⋯⋯⋯：．．：“：⋯⋯··⋯j⋯⋯⋯⋯⋯⋯⋯⋯⋯⋯··(187》

‘三)文房四宝⋯⋯⋯⋯⋯⋯⋯⋯⋯⋯⋯⋯⋯⋯⋯⋯⋯(187)

l，笔。毛笔，铅笔、自来水笔⋯⋯⋯⋯⋯⋯⋯⋯⋯⋯(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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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墨⋯⋯⋯⋯⋯⋯⋯⋯⋯⋯⋯⋯⋯⋯⋯⋯⋯⋯一·J⋯r·(189>

3、纸⋯⋯⋯⋯⋯⋯⋯⋯一⋯·，一⋯⋯⋯⋯⋯·”⋯⋯·：·．．．；·(+t89)．
4，砚一一⋯⋯．．．⋯．．．··一⋯，，”⋯⋯”．．．·一⋯⋯⋯⋯⋯⋯⋯(190)

^

、 四、行⋯⋯⋯．¨⋯．．一⋯⋯”⋯一⋯⋯·(190)
●

(一)车⋯⋯⋯⋯⋯⋯⋯⋯⋯⋯⋯⋯⋯⋯⋯⋯⋯⋯⋯⋯(190)

(二)自行车⋯⋯⋯⋯⋯⋯⋯⋯⋯⋯⋯⋯．．．．．：⋯⋯⋯⋯．．(191)

(兰)舟，船⋯⋯⋯⋯⋯⋯⋯+⋯⋯⋯⋯⋯⋯⋯⋯⋯⋯⋯(192)

(四)轿⋯⋯⋯⋯⋯⋯⋯⋯⋯⋯⋯⋯⋯⋯⋯⋯⋯⋯⋯⋯(192)

第五编 方言俗语 ．

一、地名中的方言字⋯⋯⋯⋯⋯⋯⋯(196)
。 二、方言词汇⋯⋯⋯：_．．⋯⋯⋯⋯⋯⋯·(198)

。(一)日常称呼用语⋯⋯⋯⋯⋯一．．．⋯⋯⋯⋯⋯⋯⋯⋯(198)

《二)生活用语⋯⋯⋯⋯⋯⋯⋯⋯⋯⋯⋯1．．⋯⋯⋯⋯⋯·(199)

j(三)发问词⋯⋯⋯⋯一⋯⋯⋯⋯⋯一：：⋯⋯⋯⋯⋯⋯·一(204)

． 三、口头语中的常用字⋯⋯⋯⋯⋯⋯(205)．
： 四、讳语⋯⋯⋯⋯⋯⋯⋯⋯D-⋯⋯⋯(208)

-。五、谚语⋯⋯⋯⋯⋯⋯⋯⋯⋯⋯⋯⋯．(209)
(．一)农谚⋯⋯⋯⋯⋯⋯⋯⋯⋯⋯⋯⋯⋯⋯⋯⋯⋯⋯⋯(209)

t二)常用俗语⋯⋯⋯⋯⋯⋯⋯⋯⋯⋯⋯⋯⋯⋯⋯⋯⋯(214)

六、歇后语⋯⋯⋯⋯⋯⋯⋯⋯⋯⋯⋯(236)

七、儿童游戏⋯⋯⋯⋯⋯⋯⋯⋯⋯⋯(254)
‘一)喝叉⋯⋯⋯⋯⋯⋯⋯⋯⋯⋯⋯⋯⋯⋯⋯⋯⋯⋯⋯(254)

‘二)场地游戏⋯⋯⋯⋯⋯⋯⋯⋯⋯⋯⋯⋯⋯··一⋯⋯一255)

跋⋯⋯⋯，⋯⋯⋯⋯·?⋯一一⋯”⋯．．t⋯·(258)

IO



第 一 编

年 节-习。俗

’i我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大国，我们的祖先创造
了极其丰富的文化，．留下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
节日。它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习惯、与道德风尚，宗

教观念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当节日，I各家必

盛情欢度。特别是过“年"}更为重视，更为丰

富多采。一i。 j-·

r
。_． 一．．j，j

年节的庆祝内容各有特点，·其共同者是敬
神、，祭祖、贺团圆、说吉利话等。在古代，诸事

占卜，乞求神灵保佑、赐福，诚者“晨昏三。叩

首，早晚一炉香?，’到“敬神如在"已是半信半

疑了。至今部分翁媪仍例行不止。、’对于孝敬老

人，一效“鸟鸦反哺、：羊羔跪乳矽之义，本人之常

伦，．+及至亡故，．通过祭奠寄托哀思，虽机关与农

村悼念方式不同，．其义同．o’每逢佳节举家团圆，．

老少同欢，以嘉言助兴，共享天伦之乐，其俗至
今相沿不衰o

’’建国后，j在党和政府移风易俗的号召下，滨

洲淘汰了些节日中的不健康>-j俗，充实了新的内

容，借以联系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活跃人们的

精神生活。但是，极“左鹏思潮，j特别是．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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