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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刘铁梁

继《高碑店村民俗文化志》之后，北京民

俗博物馆又完成了《东坝民俗文化志》的书写，

这和以前所取得的许多成果一样，是他们坚持

以调查、研究为工作重心，为中国民俗学学术

发展所作出的新奉献。

这两部民俗文化志基本以村落或街镇为时

空单位，在写作理念上是前后一致的，即都是

通过实地的考察和访谈，力图对一个村落或街

镇的生活景象和有形无形的文化传承进行个性

鲜明的描述与追忆。这样的民俗志其实是编写

者与当地父老乡亲们一起交谈而共同完成写作

的．只不过是要求编写者需具有一定研究的眼

光并且承担起社会大众推介的责任而已。所

以，民俗志并不仅是对于民俗资料的收集，甚

至也不仅是民俗学者们独自使用的学术表达工

具，而是对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人们“斩不断，

理还乱”的知士愀的一种关注和记述，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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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种记述来加强人们之间的交往与对话，深切感受我们共同拥

有而又分别承担的文化传统。当然，这是每一个父老乡亲和兄弟

姐妹都可以言说的传统，是有关生活体验、归属感、亲情感、理

想和诉求的传统。

在这样理解的基础上，当代民俗志的写作必然拥有广阔的选

择余地。北京民俗博物馆的这两部民俗志书就打破了以收集资料

为目的的写作模式，即打破了一般志书分类体系的统一要求，为

凸显一个地方的村落社会独特历史，在对话和理解的基础上着重

记述了当地人难以忘怀的历史、刻骨铭心的往事、挥之不去的老

街和人物的印象等等。所有这些记·}乙l，既是当地社会需要保留的，

也是需要讲给所有外来客人和关心他们的人的。

当然，我们眼前的这部《东坝民俗文化志》，也是提供给学术

界同仁来阅读的，因为就其个案描述中所贯穿的一个问题意识来

说，它特别关注了乡土中国的传统集市和街镇的经济活动，以及

人们在其中的作为。因此，它在华北经济史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也可以使学者们在研究经济问题时能够多少了解民俗

学关注人们切身感受及文化表达的视角。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傅衣凌、梁方仲等先生就已经开展

了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经过半个多世纪海内外学者的努力，中

国经济史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对丰硕的成果，无论在史料的积累，

还是理论的建构方面，都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在这些研究中，

施坚雅的区系理论是比较有影响力的，早已成为研究中国社会的

一个重要范式。施坚雅在对中国农村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把不同



的基层市场视为层级性的连续体，将农村集市网络概括为“市场

共同体”一说，并将其解释为地理学的正六边形结构。他不仅仅

将中国农村市场结构作为一种经济体系，同时还作为一种社会体

系加以审视。他认为市场的存在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存在，也决定

了中国国家对区域的依赖，因此中国的研究应以区域中的市场级

序为中心。施坚雅的理论对于我们从市场和城乡结构的角度来研

究各地方社会的民俗无疑是一种启示。

施坚雅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说：“研究中国社

会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村座，除了很少

的例外，都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如果可以说农民是生活

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

社区。我要论证的是，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

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o

也就是说。村落民众的生存是离不开物物交换的，每一个村落都

是存在于一定的市场体系中。当农民介入到市场体系中，他们的

行为曲然受到市场规律的影响，必须为获利而思考和选择。这种

市场体系，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商品交换上的往来，也影响到了农

民的人际网络的构建，甚至塑遗了他们整体性的生活网络。所以，

对中国农村的民俗调查。不仅要着眼于村落生活，而且应该看到

农民生活在一个“基层市场社区”之中；不能将村落视为孤立的

①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40页．北京，中田社会科学出

版社，1 99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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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空间，而应把它作为一定的市场体系的环节。

本书的调查研究对象是北京市朝阳区的东坝，严格地说，它

并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村落，而是建立在一定村落共同体基础

上的街市聚落。这一聚落在行政区划上被定义为“镇”。明清以

来，“镇”的形成多是由经济活动的发展而来。东坝镇更是形成

于京畿地区的市场体系当中，由于它曾是国家掌控的漕运河道上

的重地和马政的所在，因而具有了政治地理上的传统优势地位，

也依托这种地位及其象征资本终于在京城东郊变成了以粮食集散

功能为主的一个商贸纽带。在民国年间，在东坝设镇和派出所等

在行政建制上的提升，是正式的国家区位行政体系与非正式的市

场体系相适应的体现。而东坝“镇”区划的消失，也与新中国成

立以来当地市场经济地位的一时衰退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东坝镇上，有一个对当地民众的生活有着重要意义的地名

概念——“大街”。这条街上汇集了镇子上几乎所有的买卖店铺，

东坝本地的十日三集也是此街为中心。人们在这里生产和交易生

活用品，谋生计、跑饭辙。民间花会表演也在这里走街。尤其对

于镇域所囊括的东风、后街、西北门以及镇子左近的南岗子、辛

庄等村落的村民来说，以市场为中心的街道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中

心，而其本身所居住的村庄却渐被边缘化。所以，东坝镇实际上

体现了十分明显的市场共同体的特征。 ．

我们从书中可以发现，东坝在北京东部近郊区的流通网络中

处于一个中心的地位。一方面，为了接受输入商品并将其分散到

它的下属区域去另一方面，为了收集地方产品并将其输往京城，



从而在村落、集镇与京城之间形成一种循环式的市场流通渠道。

基层市场社区的权力结构与该结构对市场的控制不可分离。

这种控制往往体现为“非正式的政治行为”。这种非正式政治的

组织可以是商人、复合宗族、秘密会枉、宗教团体等各种民问自

发组成的团体和其他正式组织。在我们看来，在东坝镇上发生这

种“非正式的政治行为”的地点和组织机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

子就是当地的“斗局子”。作为具有官府背景的矛行，斗局子对

于当地粮食生意的掌控，一定程度上又体现了官方对于市场体系

的掌控，即通过经济利益上的共谋来形成对于地方政治建构的强

大影响。

基层市场社区的意义除了经济层面之外，还在于影响到了地

域的神圣空间的建构。东坝镇上曾有大大小小50多座庙宇，仅与

商户有关的关帝庙就有8座之多。与周围的村落相比，东坝也拥

有一定文化中心的地位。镇上庙宇的信众不仅来自本镇所辖的村

落，也有来自市场辐射范围的远方村落，这种信仰仪式空间与市

场体系级序相适应的情况也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

本书最可贵的取向，就在于它是在民俗学界方兴未艾的村落

调查道路上比较早地开展了集镇调查。我曾经在为北京民俗博物

馆之前出版的《高碑店村民俗文化志》的序中强调了对于北京郊

区村落调查的重要性。我注意到，高碑店村的民俗志写作虽然基

本上囿于传统村落研究的范畴，但已经部分涉及该村所具有的一

定的集镇性质。而这本书的写作则是更进一步，把对传统中国村

落的关注。迈向村落以外的集镇和经济网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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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调查地点和所在区域结合起来，解释生活文化的传承和延续，

也是民俗学调查的基本学术取向。我们注意到，历史上京畿地区

的行政设置，并没有完全与经济地理的级序相吻合。比如本书记

述的东坝，它在历史上先后隶属于大兴县、通县，一直处于行政

区域的边缘。但是这并没有限制住东坝地区重新成为北京东部近

郊的经济中心。新中国成立后，东坝所在的北京东部近郊设为朝

阳区，谁曾料想，其地方经济在新时期又取得了空前的飞跃，而

这种飞跃却是与其历史上的地位一脉相承的。

回过头来说，《东坝民俗文化志》可能具有的价值虽然在于上

述的编写者们的历史问题意识，但是如果离开他们大胆进行民俗

志写作模式的创新实验，那么这种问题意识也就不容易显现出

来。由于这部书在材料的取含上比较讲究，特别是能够将具有地

方文化标志性意义的民俗事象作为重点叙述的对象，如对于“大

坝马房堡子北门金铃祖狮”等东坝“八大会”的描述，所以就将

东坝人在现代化进程中难以释怀的特殊记忆和地方认同感如其所

是地传达出来。既然是创新，读者们当然会看到这部书还有一些

不够成熟之处，比如，在章节标题的设计和有些民俗事象的描述

上还没有完全地突出地方特色。不过这毕竟是在前进中出现的问

题，比那种墨守成规的“成熟”还是要高明得多。

我以为在今天，没有谁是完全不离开乡土社会的人，也没有

谁是完全离开乡土社会的现代人，所以不必过分强调谁来保护谁
t

的问题。l,t-J,,我们和东坝人所讲的过去可能各不相同，但是我们

之间却需要互相述说，互相倾听，因为我们都是现代人，又都有



不可能斩断的乡土情结!从事民俗学的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为

此，我们北师大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师生要特别表达对于北京

民俗博物馆的衷心感谢，因为有在读的三位硕士研究生参加了这

一次《东坝民俗文化志》的调查和写作，她们受到了馆领导和年

轻伙伴们无微不至的照顾，更在各种对话当中获得了学习和自省

的机会。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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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东坝地理概貌及历史变迁

一 东坝的地理概貌

在文献和口述中，“东坝”有两个地理含义：一是指东坝乡，一

是指东坝镇。本书是以后者作为考察对象。

东坝乡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北部，居日坛东北偏东l 1．7公里。

目前下辖驹子房村、七棵树村、西--11：f3村、后街村、单店村、东风

村、焦庄村、三岔河村、东晓景村9个村委会，以及东坝家园、大·

街、红松园、十六局、高杨树、康静里、朝阳新城、奥林匹克花园

8个社区居委会。其中的东风、后街、西--Itl'l 3个村委会所辖村境

为昔日东坝镇域。

东坝乡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24～30米，聚落海拔约29

米。土壤以褐潮土为主，耕层土质肥力中等。气候类型属暖温带半

湿润、半干燥大陆性季风气候，日照充足，四季分明。降雨多集中

在七八月间。东坝乡境内主要河流有坝河、--It,d,河、亮马河等。坝

河由南石家村西北进人乡域，横贯乡域中部。北小河于东坝北部流

入乡域，至三岔河附近汇人坝河。亮马河由七棵树西北流入乡域，

经两坝于南岗子北汇人坝河。东坝乡因乡政府驻地东坝(镇)而得

名，明清时期其区域先后属顺天府通州、大兴县境，民因时期先后

属北平东郊区、郊一区，1953年设乡，1958年撤乡立社，东坝乡

为朝阳区人民公社的组成部分，翌年成立中德友好人民公社。1983

年恢复乡建制。
‘

2 东坝(镇)位于东坝乡乡域北部，东邻三岔河，西靠北岗子，



南与辛街村接壤，北隔北小河与北马房相望。坝河旺{两向东流经镇

南，北小河由北』旬南流经镇东，两河于镇东南o．6公罩处：'Zfl：，后

注入温榆河。东坝 、 ，

(镇)区域面积9．1 ／

平。h公娶，1 94 7

年，尔坝被设为北 ，

平市郊一区辖镇。 -j

1949年8月，东坝 !／，’’
／‘1

为北京『}i第十～iⅨ 、7

I?设镇。1953年6

川，为；如!镇的建t，4
^、Ju!#城|J}|

被掀钔，所曲·Ⅸ城

被纳入尔】：!『!乡。

需要蜕叫的

址．我们以东坝镇

为研究对象，jf小 ：

址充令拘泥J。怍

～麒B：}r政【<训

的“镇城”范Ⅲ，|fI『

址侧一R从水地乍 J948‘r北·卜孙rI^地RI

}·‘和所、Ik的I。川I·望辅}J J发船!【史出发，训c仑怍～乍T．‘。：iIhJ的“镇”。川

此，相·h酊行啦的i JI仑⋯t，Ilf以涉及’o$lI f‘／I浙礼打r甜／J缕联系

的J埘边利落．7I!=：仃J1I卉：川镇卜的人f11 Jl=三成1’忙体rM勺乍}．‘H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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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东坝的历史变迁

东坝与汉安乐城

东坝与北京历史发展紧密相关，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东坝

位于河流纵横之地，水源丰富。优越的地理环境为人们的繁衍生

息提供了条件。秦汉时，北京东北部地区已设郡管辖，说明当时

其地域已有人口和聚落。当地人传说，蜀后主刘禅降晋后封安乐

县公，曾居于此，时名安德乡。其乡得名由何，史籍无考。但后

世地方史志中认为安德乡即是汉之安乐故城。①不过，据当代学

者考证，汉安乐故城非在今朝阳之东坝，其在历史上有过城址变

迁，于魏景初二年(238年)因政区调整，由今顺义县西南的古

城村迁移至顺义县西北的衙门村，④蜀后主刘禅所居当为后者。。

虽然东坝是否为“汉安乐城”存在争议，但汉代东坝地区已

有聚落却是毋庸置疑的。20世纪80年代曾于东坝镇东南的三岔

河$,-J-t1：,N发掘出土十佘件汉代陶器皿，其中有弦纹灰陶壶、灰陶

仓、灰陶博山炉、灰陶鼎、灰陶豆等完整器物及大量灰陶片。据

考古人员勘查证实，在当地数百亩范围的台地上存有汉墓群，现

①此说的代表人物为刘锡信和缪荃孙。详见光绪《顺天府志》。《地理志·

’屯镇》．1 929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 987。

②尹均科：《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l。

郗志群：《北京历代建置沿革'，6l页，北京，北京出版社，

l 994。徐兆奎：《北京附近几个汉魏古城位置的商榷》，见北京史研究会：

《北京史论文集》，第二辑，80页．内部发行，1 982。

③郝志群：<北京历代建置沿革>，61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 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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