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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县民俗志》是我省地方志编写工作中的成果之一。

解放后，我省公开出版地方民俗志，达还是第一次，很值得

庆贺。 ．

‘

《林县民俗志》的编写经验，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从它的整个框架、体例、内容、写法上看，都比较完整、细

致、朴实．生动，确实是林县民俗文化的一个窗口。它既展

现了中原地区的传统文化风貌，又有今天的时代特色。民俗

事象，源流清晰。志中有论，论中有志。文笔流畅，言简意

明，可读性比较强。特别是在处理以下几个问题方面，傲的

比较好。

首先，是从历史的发展观点处理传统民俗与当代民俗的

传承关系比较自然，不论足对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或精神生

活民俗的演变，都能体现这种特点。人们可以从中看出人民

民俗文化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轨迹。象关于元，明之际，林

县从种麻到种棉的转机的分析，对林县集市贸易的兴衰变

化，指出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同营商店和供销合作社经

营，但几乎没有竞争，生气不足"的弊端，而今天又霞新繁荣

的景象，就很生动。又如，对过去人民公社，大跃进时期的

居住、饮食习俗，就没有作为正常的民俗事象载入志书。这样，

就使人们从中体察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民俗志书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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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地方特色鲜明。民族民俗文化是人类物质生活、

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风俗习惯的反映，特别是与自然环境、

生产方式和生产成采等时关系极为密切。从全国或一个大区

来看，同然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不同地区带有特殊性的习俗

尤为重要。所谓“十里不同俗，百里改规矩"，就是这个意

思。《林县民俗志》在这方面的编写经验，很值得推广。象

林县的石器生产技艺知识、经验，找水打井的办法以及交通

栈道，推车、担担儿，引水修渠，修桥补路等等，随着时代

的发展，都表现出山区生产的特色。由于这些民俗直接影响

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因而，意义也特别重要。

第三，重视文献资料与民俗调奄的结合。民俗志书一旦

离开实地调奄的基础，便失去了存在的价fA。本书并没有停

留在一般文献的查阅、编写上(当然重要)，而是通过实地

调奄，把大量流行在民阳l的实际活资料收集上来，吸收进

去，这样就融得特别珍贵。这一点，在当前许多民俗工具书

的编写中，千篇一律、照抄文献的做法盛行之际，显得尤为

难得。例如，本书对端午节的记述，就没有以照抄《荆楚岁

时记》为满足，而是把本县在端午节采艾、淋浴、除五毒、

带香囊等防病、治病、除虫害等习俗生动地记录下来。然

后，义将宋代以后，官府为了表彰忠烈。才有了追念屈原的

习俗，从历史上加以补述。这样就很好。严格讲，没有民俗

调查，也就没有民俗志可言。写志书，忽略了这一点，也就

很难保证民俗志的科学性。

第四，科学与迷信的关系。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基础

和核心。没有广大劳动群众的生产、生活斗争实践，也就不

可能有后来的上层文化(或叫“精英文化”)的出现。这一

2



点，在人类文化史上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了。然而，

民族民俗文化一直得不到‘雹视，其至遭到统治阶级的否定，

这是不公平的。民俗文化所包含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

神生活民俗，是人类文化整体的一部分。因此，古代的民俗

既有科学性的一面，又有幻想(或虚妄)的一面。即使是科

技民俗，也离不开人的社会生活实践和认识上幼稚或不尽合

理的一面。我国古代科技民俗主要停留在科学史的自然史阶

段。其主要特点就表现在科技信息的科学与幻想并存上j

《林县民俗志》在记述科技民俗上，处理得就比较恰当。象

在生产、生活知识中包含的“民阆测天"、 “民润历法”、

“民间保健"的经验记录中，就采用了大量民间的谚语的叙

述方法。而这些谚语正是从生产，生活实际长期规察、统

计、分类得到的经验结晶。这JI兰都是我国科学史的第一手宝

贵资料。另外，象在土木建筑习俗方面，从施工队伍的组

织、开工，按八卦方位设计院落、立门、安婀等，都请风水

先生相宅。择日破土，立柱、上粱等一系列工序，都有祭

仪、禁忌习俗。其中有幻想，祈祷、禳灾等不科学的一面，

但同时，象以“风水相宅”的依据，也并非全是迷信。关于

院落方位的选择地址，实际包括对在光线、温度，风向、水

源，耕作、健康等方面的有利条件的选择。这些氏俗是符合科

学道理的。本书中在这些民俗的解释上，也作了一定的努力。

第五，用民族学的观点记述村社民俗。民俗与民族学关

系密切。但有的志书在处理村}上组织、姓氏民俗方面，往往

停留在姓氏排列上，而很少涉及社会组织的“地缘文化”和

“血缘文化"的问题(象是在编《百家姓》)，人们从中看

不出姓氏发展在本地的演变。本书在这方面都明显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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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姓氏形成的社会组织系统单位，既有氏族横的迁徒、定

居、流变的地理，经济生活沿革特点，又有与本地氏族的渊

源关系。这些都是研究我国民族学、历史学的重要资料(如

随母取姓，父母姓连用和随父取姓等)。另外，在处理民

闻信仰方面，也能区别原始社会的自然崇拜(太阳-、红老

爷、火神、月亮，星辰等)和道教神的界限。对抽签、看风

水、相面等欺骗钱财的陋习，也都有所点评。对于宗教既讲宗

教政策，也对一些端公、影儿等迷信活动做出适当的评议。

以上是本书比较明丝的优点。当然，也有不足之处：有

的对文献资料的采用不够充分，有的对婚丧仪礼、人生诞

辰、成丁等的一些在今天看来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甚至消极

的东西，还可以评点得明确些。特别是，对“民闻文艺"和

“民间游艺”立为一个类目，似乎仍需斟酌，一般处理为

“民间文艺"、“民间体育、游艺”，较为妥当。但尽管如

此，这部二拇的编写经验还是很宝贵的。它将在志书中起一定

的示范作用j

《林县民俗志》的问世，无疑是中州民俗事业的一技报

春花。我省民俗文化的繁荣前景，已经在望。

本书的编者几经修改，十分刻苦。它先后得到省民政

厅、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i轲省民俗学研究会和黄河文艺

出版社的有关领导和同志们的大力支持，今日才能出版。这

是我省民俗学界的一件盛事。我对此表示衷心的祝愿l

张振犁

1988年7月4日雨后于

河南大学宿舍



凡 例

一，本志为社会主义新志书，力求傲到思想性、资料

性、科学性的统一。

二，结构按章，节、目组织。全书设引子，分生产习

俗、生活习惯、集会贸易、乡里社会、人生礼仪、民间信

仰、岁时节令、民间游艺等8章，共47节。

三，断限上起县境有人类活动的远古，下止公元1986年。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裁以志为主，兼有图表。

五，资料除少部分来自史书及有关部门的档案外，其余

均系实地调秃搜集而来。入志资料均经过编者核实。

六、机构及官职名称，均依当时当地的历史名称。地名

一律用现名，须用古名时另有注释。

七，时间表述，清代以前，先写朝代年月日，在括号内

注明公历时间。民国元年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先写民国时间，纪年用阿拉伯字码，括号内注明公历

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年份时问统用公历。

八，数字书写，行文中除谒汇、成语、专用名词和表

述性语言中的数字，一般使用汉字外，凡有关统计性的数字

(含表格)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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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为规范⋯⋯⋯⋯⋯⋯⋯⋯⋯⋯⋯⋯⋯⋯(193)

三、亲戚礼节⋯⋯⋯⋯⋯⋯“⋯⋯⋯⋯⋯⋯⋯(196)

第二节称谓⋯⋯⋯⋯⋯⋯⋯⋯⋯⋯⋯⋯⋯⋯(197)

一、对长辈⋯⋯⋯⋯⋯⋯⋯⋯⋯⋯⋯⋯⋯⋯⋯(197)

二、对平辈⋯⋯⋯⋯⋯⋯⋯⋯⋯⋯⋯⋯⋯·⋯”(202)

三、对生人⋯⋯⋯⋯⋯⋯⋯⋯⋯⋯⋯⋯⋯⋯⋯(205)

第三节诞生⋯⋯⋯⋯⋯⋯⋯⋯⋯⋯⋯⋯⋯⋯(206)

一，产 前·一⋯⋯⋯⋯⋯”⋯·⋯⋯·”⋯”·⋯⋯(206)

二，分娩⋯⋯⋯⋯⋯⋯⋯⋯⋯⋯⋯⋯⋯⋯⋯(207)

三、产 后⋯⋯·⋯”⋯⋯⋯⋯⋯⋯⋯⋯⋯⋯⋯(209)

第四节成年⋯⋯⋯⋯⋯⋯⋯⋯⋯⋯⋯⋯⋯⋯(212)

第五节婚嫁⋯⋯⋯⋯⋯⋯⋯⋯⋯⋯⋯⋯⋯⋯(213)

一，选婚⋯一⋯⋯⋯⋯·····．．⋯⋯⋯⋯⋯“·⋯(213)

二、订{昏⋯⋯⋯⋯⋯⋯···⋯⋯⋯··⋯⋯⋯·⋯(215)

三、换婚书⋯⋯⋯⋯⋯⋯⋯⋯⋯⋯⋯⋯⋯⋯⋯(216)

四、大 聘一⋯⋯⋯⋯·”“··⋯⋯⋯⋯⋯⋯⋯·”(216)

五、择 号⋯⋯⋯⋯⋯⋯”⋯⋯⋯⋯⋯⋯⋯⋯·(217)

六。、打鸿”⋯⋯⋯⋯·”””⋯⋯⋯⋯”·⋯⋯·”(218)

七、添箱”·⋯⋯⋯”⋯““⋯·⋯-··””····⋯⋯(218)

八，摆柜⋯⋯⋯⋯“⋯⋯·”·⋯⋯⋯⋯··⋯·⋯(219)

九、开脸⋯⋯⋯⋯⋯⋯⋯⋯⋯⋯⋯⋯⋯⋯⋯(219)

干、迎 亲⋯“⋯⋯⋯⋯⋯⋯⋯⋯⋯⋯⋯⋯⋯·(219)

十一、拜堂⋯⋯⋯⋯⋯⋯?⋯⋯⋯⋯⋯·：⋯⋯(222)．

十二、闹洞房⋯⋯⋯⋯⋯⋯⋯⋯⋯⋯⋯⋯⋯⋯(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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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拜祖坟⋯⋯⋯⋯⋯⋯⋯⋯⋯⋯⋯⋯．．．⋯(224)

、十四、叫新娘⋯⋯⋯⋯⋯QO$O$1 5QOO·$e$$·SQ⋯⋯⋯(225)

十五、其它婚类⋯⋯⋯⋯⋯⋯⋯⋯⋯⋯⋯⋯⋯(225)

第六节庆寿⋯⋯⋯⋯⋯⋯⋯⋯⋯⋯⋯⋯⋯⋯(228)

第七节丧葬⋯I$a$OO⋯⋯⋯⋯⋯⋯⋯⋯⋯⋯⋯(228)

一，亡前；住备QtOQI$⋯⋯⋯⋯⋯⋯⋯$OO OOO$al⋯⋯(229)

二，去世处理⋯⋯⋯⋯⋯⋯⋯⋯⋯⋯,$O O Q⋯⋯(230)

三、停丧理事⋯⋯⋯⋯·⋯⋯⋯⋯⋯⋯?⋯⋯⋯·(232)

四、亲友吊唁⋯⋯⋯⋯⋯⋯⋯⋯⋯⋯⋯·⋯⋯”(235)

五、出殡送葬⋯⋯⋯⋯⋯⋯⋯⋯⋯⋯“⋯⋯⋯(236)

六，葬后祭礼⋯⋯⋯⋯⋯⋯⋯⋯⋯⋯⋯⋯⋯⋯(238)

七，其它丧俗⋯⋯⋯⋯⋯⋯⋯⋯⋯⋯⋯⋯⋯⋯(239)

第六章民间信仰⋯⋯⋯⋯⋯⋯⋯⋯⋯⋯⋯⋯⋯⋯(241)

第一节 自然崇拜⋯⋯⋯⋯⋯⋯⋯⋯⋯⋯·⋯⋯”(241)

一，崇拜天地⋯⋯⋯⋯⋯⋯⋯⋯⋯⋯⋯⋯⋯⋯(241)

二、崇拜动物⋯⋯⋯⋯⋯⋯⋯⋯⋯⋯⋯⋯⋯⋯(243)．

三，崇拜植物⋯⋯·”⋯⋯⋯⋯⋯⋯⋯·：⋯⋯⋯·(245)

四、圣地⋯⋯⋯”·“⋯··”⋯·⋯”⋯⋯···⋯”·(246)

第二节鬼魂崇拜⋯⋯⋯⋯⋯⋯⋯⋯⋯⋯⋯⋯⋯(248)

一，招魂⋯⋯⋯⋯⋯⋯⋯⋯⋯⋯⋯··；⋯⋯⋯(248)

二、祭魂⋯⋯⋯⋯⋯⋯⋯⋯⋯⋯⋯⋯⋯⋯⋯(248)

三，驱鬼魂⋯⋯⋯⋯⋯⋯⋯⋯⋯⋯⋯⋯⋯．．．⋯(249)

第三节占卜活动⋯⋯⋯⋯⋯⋯⋯⋯⋯⋯⋯⋯⋯(249)

一、算 命⋯⋯⋯⋯⋯⋯⋯QQ$OOO O$O⋯⋯⋯⋯⋯(249)

二，相 面⋯⋯·⋯··”·⋯···”·”····一····“····“·(250)

三，求 签．．．⋯”·⋯⋯⋯⋯⋯⋯⋯⋯⋯．．．”·⋯(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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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看风水⋯⋯⋯⋯⋯⋯⋯⋯⋯⋯⋯⋯⋯⋯w(251)

五，择 吉⋯⋯⋯⋯⋯⋯”⋯⋯⋯⋯⋯·⋯⋯⋯(251)

六、许愿还愿⋯⋯⋯⋯⋯⋯⋯⋯⋯⋯⋯⋯⋯⋯(252)

七、前兆迷信⋯⋯⋯⋯⋯⋯⋯⋯⋯⋯⋯⋯⋯⋯(252)

pX．，巫婆神汉⋯⋯⋯⋯⋯⋯⋯⋯⋯⋯⋯⋯⋯⋯(255)

第四节信教⋯⋯⋯⋯⋯⋯⋯⋯⋯⋯⋯⋯⋯⋯(256)

一、道教佛教⋯⋯⋯⋯⋯⋯⋯⋯⋯⋯⋯⋯⋯⋯(256)

二、天主教⋯⋯⋯⋯⋯⋯⋯⋯⋯⋯”j⋯⋯⋯⋯(258)

三、基督教⋯⋯⋯⋯⋯IO 000·QI⋯⋯⋯⋯⋯⋯(261)

第七章岁时节令⋯⋯⋯⋯⋯⋯⋯⋯⋯⋯⋯⋯⋯⋯(263)

第一节传统节俗⋯⋯⋯⋯⋯⋯⋯⋯⋯⋯⋯⋯⋯(263)

一、过年前后⋯⋯⋯⋯⋯⋯⋯⋯⋯⋯⋯⋯⋯⋯(263)

二，打春鞭牛⋯⋯⋯⋯⋯．．．⋯⋯⋯⋯⋯⋯⋯⋯(269)

三、正月十五闹元宵⋯⋯⋯⋯·j⋯⋯⋯⋯⋯⋯·(270)

四、填仓增福⋯⋯⋯⋯⋯⋯⋯⋯⋯⋯⋯⋯⋯⋯(271)

五、二月二龙抬头⋯⋯⋯⋯⋯⋯⋯⋯⋯⋯⋯⋯(271)

六、清明上坟⋯⋯⋯⋯⋯⋯⋯⋯⋯⋯⋯⋯⋯⋯(272)

七、端午吃糖糕⋯⋯⋯⋯⋯⋯⋯⋯⋯⋯⋯⋯⋯(273)

八、六．日六看谷秀⋯⋯⋯⋯⋯⋯⋯⋯⋯⋯⋯⋯(274)

九、七月七乞巧⋯⋯⋯⋯⋯⋯⋯⋯⋯⋯⋯⋯⋯(275)

十、七月十五对响鞭⋯⋯⋯⋯⋯⋯⋯⋯⋯⋯⋯(276)

十一、八月十五庆月圆⋯⋯⋯⋯⋯⋯⋯⋯⋯⋯(277)

十二、十月一儿祭祖先⋯⋯⋯⋯⋯⋯⋯⋯⋯⋯(278)

十三、冬至吃冻疙瘩⋯⋯⋯⋯⋯⋯⋯⋯⋯⋯⋯(278)

第二节纪念日⋯⋯⋯⋯⋯⋯⋯⋯⋯⋯⋯⋯⋯⋯(279)

一，元旦节⋯⋯⋯⋯⋯⋯⋯⋯⋯⋯⋯⋯⋯⋯⋯(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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