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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历史 传承文明

一一《中国民俗志·安Fa县卷》序

安 ffl县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茄史悠久的文化大县口

由于地处殷商故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环境和人文环境为民

间文化的孕育、发展、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数千年的文化和

淀丰富深厚，留存至今的文化遗产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安阳县

人民创造的这些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同全国各族人民每造的

文化一样，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是现代文化的根文化，至今还

影啃着人们的思想、道德和情操，成为人们认知的精神宝典和民

族凝聚力的象征。

就民间文化而言，其中层面最广、内涵最丰富、历史影响最

久远的民俗事项则是一部最厚重的大典。安阳县的民俗文化则

堪称在豫北、冀南最具代表性:一是有人类活动的历史久远(有

遗迹、遗址可考);二是县境内有多民族生活居住;二是水陆交通

便捷;四是地理、地貌、环境多样性，既有深山、丘陵，又有大平原

等，这为富育民俗文化偌造了良好的条件。而历代产生、沿革、传

承、衍变、发生、发展的民俗事项均反映在社会生活中，以致我县

的农业民俗、经济民俗、生活民俗、社会民俗、文艺民俗等于萝式十

分多样，内容十分丰富，蔚为大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表现在安

Ffl县的民俗就是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浓缩。



善应小南海原始人洞穴经国家考古发掘，呈现了安如一代

产生于原始社会时期的符椅文化;磊口、铜冶等地的古采矿冶铁

遗址，展示着殷商时期的矿冶民俗:安丰乡境内星罗棋布的魏、

晋、南北朝时期的名人墓葬、平民墓葬，特别是一代枭雄曹操高

陵的发掘认定，呼、列出安阳县l享重的历史和久远的丧葬民各文

化;清凉山修定寺、宝山灵泉寺、紫金山兴禅寺、韩陵山定国寺、凤

凰山大寒宫等，显现着从隋唐到明清的民间信件及宗教文化;安

丰渔阳、由沟红岩、马家龙洞、善应大堪等古村落，水;台呢?毒一条

街、蒋持马氏庄蜀、伦掌古民居等，承载着数千年的北方村落民

络、民间建筑民俗;曲沟台阁、铜冶捻伞、善应拾皇纲、白壁大秧

歌、吕村战鼓、永和苏奇灯笼画、纸扎、印花布、崔家桥曹马周家芝

麻辑、吕村魏氏给恪、水冶关家烧饼、北郭剪纸等等，这些多姿多

彩的民闰艺术和饮食页则才展示着浩繁丰富的生活民告佟妄;在北方地

E罩王广为?洗克传的民闰故事、哥歌支谣

这块民俗文化耳肥已;沃夭的土壤增添了生机盎然的红花绿咔.….. .… .… . 

安阳县是一个近百万人口的大县，在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自渐感到留住渐行渐远的历史、留住我

们的精神家西是迫在眉睫的使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

务。《安阳县民俗志》的结篡成功是一件功在当今、急及子孙的大

事，必将为我县的历史传承、文化发展、文明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O

安 F日县人民有着优良的民风民俗和光荣的传统，这是无形

的宝贵财富，我们一定要传承并发扬广大之，使其在安 Ffl 县各

项事业的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毛主、授主运i
2012 年春丹



概述

什么是民俗?从文化角度说，民俗是一个学科，是民众的一

种文化智慧，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基因，是民族文化的根。

民俗，如四时八节:春节、毛宵、清明、端午、重阳、中秋等，婚

丧嫁娶等;又如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比如传说故事、斗争话、歌谣

之类;还有祭祖、风水等一类信仰。"春节"作为中毒多个民族共

同的重大节日，包含着许多习俗仪式。春节习俗中象征宇宙起

源的仪式是燃放鞭炮，因为燃放鞭炮象征混沌初开，天地诞生，

当然也有人用"驱逐年善"来解释春节放鞭炮。中国根据古己拉

有的"阴翔和谐"观念，发现了早春时节一个看不见月亮的日子

其价值意义"开端"就把它确定为历法制度中一年的开端，这

就是春节 O 同时，中国又创造了神话和种种仪式来标志这个开

端。不坷的社会阶层按照自己的理解，给春节戴予了不同的文

化意义，但是春节的传统意义都是围绕着开端而存在的 O

什么是民俗，民俗是一种生活表象，一种传承性的生活模

式。没有文字或人规定我们这么傲，但我们会不自觉地进行这

样一种生活方式。譬如春节怎么过，海夕怎么过等。从传统的习

俗讲，前后有近 60 项事情要做:大扫除、条灶、茶祖等，比如大年

初一不能扫地，不能把垃圾丢掉(暗示不能把钱丢到外面去) ，都

有很严格的程式化的规定;在生活中也有一些风行的不成文的



生活样式，比如北方民居的格局一一上房(堂屋)、左厢房、右厢

房，还有过去的有钱人家，家境比较好，房子结构形式更复杂，一

层层有很大变化一一二进、二进、四进等，马氏庄国就是四进的。

正房方位都朝南，左右各一个扇房，为什么要这样?其中的道理

就是我们说的风水"左青龙，右白虎"中间就是最适合我们居

住的地方。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或者要避免房门朝北开?这就是

一种风水，是一种生活相。我们生活在北半球，冬天寒风从西北

过来，就被"白虎"给挡住了;春天东南风一刮，雨水多了，那么

"青龙"也可以挡住。那么中间这个地方利用了天然的防寒防雨

的空间，就是我们的房间。这就是最早的风水的理念，没有那么

多的迷信，就看风怎么走水怎么走，人怎么在中间选一个好地方

居住。这并非人们胡思乱想得去的 O古代没有空调，如何防寒，如

何来保持适宜的温度呢?当然是要靠具体环境的选择。

民俗是一种文化模式:这种模式往往是无形的、口头的、和

非物质的 O 但确确实实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对于这种无

彰的、非物质的民俗文化现象要给予更多的重视。比如大家熟

悉的《大禹治水》儿女娟补天》、《牛郎织女》、《二十四孝》等神话、

传说、优美故事，反映了社会民众的一种美好愿望、一种道德观

念、一种信仰追求等。

利用民俗这种文化模式对国家进行管理，这在中国古代就

有了。汉代史学家曾说"为政之要，辫风正络，最其上也。"清朝实

施的"满汉一体化"就是综合了满汉两族文化模式为统治服务。

民俗是民众群体反复积淀构成的，是一个民族共同文化的

共同惑，是无意识和有意识、理性和非理性的交织，是国家思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和文化的涛、型、起点。民俗的行为规范，对人类的思想和民族的

发展影响很大。民俗说，到底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生命。一个人

的生命有两种，一个是生物生命 DNA，另一个是文化的 DNA。

我们进一步了解民俗，这是在了解我们自己，在继承和发展祖

国的根文化，从而为现实服务。

安 FEl县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千年古色，

始为殷商国都，后秦时宣县，一直相沿至今。安阳县现有 21 小乡

镇，总面积 1200 多平方公里，总人口 94 万，汉族为主，间有四、

满、彝、苗、壮、土等多民族人口定居。在这个古老的家国里，多

姿多彩的民锋事项、义趣、理趣、妙趣横生的民俗文化，为安 F日

县这块神奇的土地，增添了这人的魅力 O 而这正是安阳县民众文

化智慧的标识，从而也是民族文化的基因组成部分。

一代枭雄曹操高政是中外嘱目的文化亮点，灵泉寺、修定

寺、定国寺、南海寺、长春观、黄龙漓、雪花洞、马氏庄圈、伦掌古

民居、马家古村落、曲沟台阕、吕村战鼓、白璧大秧歌、善应抬皇

杠、铜冶捻伞、永和苏奇灯笼、崔家桥曹马芝森糖、水冶关家烧

饼、王家酥烧饼等，展示了这里的文化所具有的无穷魅力，人工

天河跃旗渠书写了一部人类改造自然、改变命运的红色经典

. .内容丰富浩繁的历史长卷、民俗长卷就在这里闪烁光是军!

《中萄民俗志》是一部文明经典，作为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

一的安阳县，其民俗志也是值得珍藏的瑰宝 O 我们珍藏它，就是

珍藏一份渐行渐远的历史、留住一片宝贵的精神家国试中国民

俗志·安阳县卷》的编撰出版，无疑是过滤、精选出一份沉甸甸

的异彩纷呈的华夏文明史，给我们别由心裁地打造出一件不可



多得的文化瑰宝，化作永惶。

安阳县的人民是勤劳智慧的 O 从《诗经》之卫风到红色经典

跃进渠，均烙印着安阳县人民创造的永恒。我们儿时记忆里那

淳朴的歌谣至今仍在传诵，我们走过的、看过的、听过的、想过

的包括我们正在传承的，许多的史诗般的文化都融进了历史的

长河，源远流长 3

这是无形的财富，据有它，弥足珍贵。安 fa县的民俗光华

永存!

2乡5
2011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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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沿革和作物种类

安阳县的农业有着悠久的发展史。离玉盘庚迁殷后，安陆

的农作物已有泰、麦、穰等。春秋战国时期，农业有了新发展。西

门豹为那令时，曾发动民众凿十二渠，引漳水灌邮 HJo 曹魏时筑

十二堪，蹬流十二。东魏筑漳滨堪，北齐凿河清渠，隋引汤、麦灌

广润坡，唐开高平渠，重开天平渠，辅之以垂井凝固 O 几千年来，

人民或泼沟排涝，或筑堤挖渠，使水土丰膜，盛产委谷、棉花、小

麦、玉米、油料等作物，因而历史上素有"百里小秦)1'"之称。

安阳县气候温和，适宜种植农作物。元末萌裙，县境西北及

西南，均为产棉区，产量甚丰。晚清日时才期，县内生产的棉花已销

E辉

在 i旧a石器时代'人们只能依靠采集和渔猪获取生产生活

资料，这种猎取性经济十分跪弱，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己很

难满足人们对基本生活资科的需要 c 我们提先在氏族制度形

成之后，根据各民族的历史、地理不同的具体条件，从事生产

瞌撞撞 活动，因而各区域的民族部落在经济生活文化面貌上，就产

生了各种差异。有一些部落就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

大约六七千年前，旧石器时代，随着氏族制度的发展，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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