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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民俗丛书’’

编纂说明

编纂出版“中州民俗丛书”是河南史志编纂和民俗资料搜

集整理的一个部分、一段总结和一种尝试。
、

当初，民俗志只是作为民政志的一个章节而且也是按照旧

志中对民俗的分类去设目的。后来，省志设立民俗志专卷，这

项工作方才算正式开始。然而怎样去编写一部现代的民俗志专

卷，民俗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如何按新时代的要求和特点

去改进旧章旧目，当时大都心中无数。尤其象河南这样一个地

处中原、具有丰厚文化传统和民俗土壤的大省，“百里不同风，

十里改规矩”，要编写成一部全面真实反映全省民俗的象样志

书，谈何容易。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序》中就曾用“齐王

问画”的故事说明准确表述一个地方民间习俗的难度。他说：

“昔客为齐王画者，王问‘画孰最难，孰最易?’日：‘犬马最难，

鬼魅最易，犬马旦暮在人之前，不类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

形，无形者不见，不见故易’。”他将民俗喻之为人们熟悉的犬

马，要想准确地记述下来，必须要十分熟悉它。省民俗志是很

难做到这一点的。为了弥补将来省民俗志可能的缺陷，一些有

地区代表性的县市编纂民俗志显得非常必要。县市辖区小，编

写自己的民俗志书，材料易于搜集掌握，比较能真实详尽地反

映出当地民俗真貌。这样，经过几年的努力，各县市不断交流

经验，相互切磋、研究，写出了数十部县市民俗志稿，而且其

中不少志稿突破了旧志风俗分类的束缚，依照现代民俗学分类

设篇立目。对此，有关领导和出版部门注意到了这一令人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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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鼎力支持，并提出以丛书形式出版，作为省民俗志的

补充。于是，这套“中州民俗丛书”便问世了。

民俗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地方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胡乔木同志曾称其“是一种历史，一种科学”。对于这样“一种

历史，～种科学”，古人也曾做过一些整理和研究。有关河南民

俗的书就有不少。汉圈称的《陈留风俗记》、宋孟元老的《东京

梦华录》、清人的《洛阳风俗记》以及近人的《偃师县风土志

略》、《淮阳乡村风土记》等，还有《河南通志》以及各县县志

中的“风俗”篇，都分别记述了河南民俗的许多方面，为我们

今天研究古代民俗及其传承、变化提供了不少资料。但由于历

史条件的限制，旧的民俗志、书的记述，主要偏重于民间的人

生礼仪、岁时节日等方面的内容，对于经济民俗、社会民俗等

涉及甚少，尤其是经济民俗更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如何从民俗

所应包括的各个方面去全面地搜集、整理素材，以使其为民族

文化的不断发展与社会的改革、改造服务，的确是一件重要的、

应该做的事情。这件事“中州民俗丛书”今天做了。 ，

丛书突破了史志框架的束缚，依民俗学研究内容，科学立

目，广征博采，详细记载和表述了从衣食住行、生产劳动到集

会贸易等各种经济民俗以及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和游艺、口传

语言民俗等近现代河南民俗的各个方面。作为一套专I'-JiP,述一

个地方风俗习惯的丛书，显现了准确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朴实生

动的地方特色。
’

尽管由于水平所限，这套丛书所记述的内容依然只能说是

河南民俗的一部分或会有讹误，但它毕竟是在“继承历史、反

映现实、服务四化、有益后世”的思想指导下对民间习俗进行

全面搜集整理的一次大胆尝试。相信它的出版一定会对“存史、

资治、裨风教”有一定意义。也会对我们进行革除陋俗，发扬

良俗，建立社会主义新风尚，提供有用的资料。所谓“习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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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则移其志；安之既久，则移其质”，，我们通过对民间习俗的

整理研究，将其良好的风俗赋予社会主义的新内容，而传承下

去，必将对于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加民族自豪感，发扬民族文

化的优良传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产生积极的作用。

在丛书的编写出版过程中，得到了许多领导同志和专家学

者的支持。史怀璧、王国权、邵文杰、祝庆理、张志刚、李准、

姚雪垠、钟敬文等还分别为一些志稿写了序或题写了书名。中

州古籍出版社的同志给予了具体的指导和帮助，借此机会，一

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刘 永 立

一九九。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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