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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老事人文浩不穷，　　民风民艺情独钟。
　　不辞握管人憔悴，　　要采珊瑚碧海中。
　　——小疾口占　　民俗文化，简要地说，是世间广泛流传的各种风俗习尚的总称。
它的范围，大体上包括存在于民间的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口头语言等各种社会习惯、风
尚事物。
物质文化，一般包括它的各种品类及其生产活动两个方面。
它是由，、类的衣、食、住、行和工艺制作等方面的物化形式，以及主体在生产过程中的文化传承活
动所构成的。
像传统的民居形式、服饰传统和农耕方式等，都是物质文化的内容。
社会组织，指人类社会集团中氏族、家属、宗族、村落、乡镇、市镇，以及各种民间组织，包括民众
职业集团的总称。
当它们彼此之司的关系，通过某种约定俗成的方式固定下来，成为维护民间真、际关系和生存方式的
纽带时，它们也就进入了民俗文化的范畴。
意识形态，涉及民间宗教、伦理、礼仪和艺术等，是在物质文化和社会组织的基础上形成的精神民俗
部分。
此外，就是口头语言。
口头语言不属于以上三类。
它是人际关系的媒介，是许多文化的载体，也是一种特殊的符号民俗传承。
语言是人们联系共同的生产活动、生活事务和表达个人的思维、感受的必需手段。
在人们的集体活动中，没有语言这种文化因素是不可想像的。
语言本身既是人类社会一种重要文化因素，又是别的许多文化因素的载体。
所谓“口承文化”，它包括人类的各种口头文学以及用口头语言表达和传承的各种人生经验和知识。
近代学者把语言作为构成民族概念的重要条件之一，这是完全有道理的。
世界上一些国家如美国、日本的某些民俗学者，往往十分重视对口头语言民俗的研究。
我国自“五四”民俗学运动兴起之后，也在口承语言民俗的领域，做过一些调查和探索，尽管成绩不
太显著，但在“五四”时期，对口头语言问题非常重视，在这方面开展的活动与研究曾有着特殊的作
用和重大的影响。
　　现代意义的中国民俗学肇端于1918年北京大学近世歌谣征集处，随后它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
的一部分曾有一定的声势。
“五四”，这一场伟大的思想、文化运动，像一夜春雨，催开了现代中国的民主与科学文化事业的花
朵，也唤醒了国人沉睡之中的民族意识。
我多年来所从事的民间文艺学、民俗学两学科，就是这场运动的伴生物。
我自己当时转变为追随新思潮的“新党”，进人了这两种学科之门，也是“五四”运动启蒙的结果。
“五四”运动与现代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运动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五四”与我个人学
术道路的关系。
所以我个人对这场运动怀有特殊的感情。
我对语言民俗的较浓厚的兴趣，也与“五四”运动对语言问题的特别关注有关。
故在此我想简略回顾一下“五四”时期的学人们在语言问题上的探索与成就。
虽然那时所关注的语言问题与黄涛同学这本书里所探讨的更加专门化的语言民俗问题有较大的内容属
性上的差异，但是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看，二者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在“五四”这个非常时期，那些激进、热忱的青壮年学者们所采取的态度、进行的活动以及取得
的成果，有着内、外向两个方面。
内向的，主要是对待民族传统文化问题，外向的是对待外国文化问题。
在对待固有传统文化这方面，大体上又可分为否定的、破坏的方面，和肯定的或积极地对待的方面。
前者如严厉批判专制制度，封建伦理和正统文艺等；后者如热情扶植民众口头活语言，赞扬口承文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

及优秀传统通俗小说、戏曲等。
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五四”时期新文化活动对待传统文化的注意和评论多侧重在前一方面，即
对于旧制度、旧伦理和旧文艺等的批判上。
对于后者则很少或较少涉及。
更不必说，把当时学者们对大众语言、口承文艺、通俗小说、民间风尚的见解、评价联成一个主题加
以论述、评价了。
这不管由于什么原因，现在看来，是应该弥补的一个缺陷。
只有这样做，才可能使人们对近代这一段伟大的文化史的理解更为全面，更为丰富和深刻。
这里，我仅谈一下“五四”学人热情扶植民众口头活语言这一方面。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五四”运动又是一场白话文运动和推行国语的运动。
它所提倡的以平民的白话代替传统的文言，用白话写文章，以及主张以北京话为基础向全国推行国语
和用它编写教科书，反映出了一种思想、文化载体方面的重大变化。
这是世界上新旧思想、文化更迭时经常出现的现象。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和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文字改革时期，都有过类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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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考察华北平原一个村落的语言现像，分析出其中宗族文化、村民关系、宗亲称谓、婚俗变迁
、民俗信仰等，揭示出凝聚在语言现像中的民众心理和民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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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家庭是以姻缘关系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一种基本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在我国当代社会中，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这个普遍存在的小型的社会共同体是以姻缘关系即夫妻
关系为核心的，血缘关系即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居于从属地位。
作为家庭的主导关系，夫妻关系是人际关系的一种基本类型，更是男女关系的主要形式之一。
夫妻关系不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合作关系的性质，而且具有更为深刻和持久的性爱关系与亲情关
系的内容。
夫妻关系的存在状态是由家庭共同体所处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环境所决定的。
夫妻称谓是夫妻交往时使用的一种用以启动谈话的对另一方的称呼，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表现出夫妻
　　关系的存在状态或对方在家庭中的地位，从而通过考察夫妻称谓，可以探讨夫妻关系的社会文化
内涵，也可以看出相关的文化传统的变迁。
当前，城市与农村在生活与文化上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因而夫妻关系的存在状态与夫妻称谓的状
况也有一定的差别。
本文以实地调查资料，展示河北省景县黄庄的夫妻称谓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代华北农村的夫妻
关系的社会文化内涵以及相关的文化变迁。
　　从总体上来说，夫妻称谓可分为老派夫妻称谓和新派夫妻称谓。
前者主要是现在五十岁以上的夫妻之间所用称谓，受传统社会夫妻关系影响较深；后者主要是现在五
十岁以下特别是青年的夫妻之间所用称谓，产生于现代社会宣扬男女平等、提倡以爱情为基础的夫妻
关系之中。
　　我们先来看老派夫妻称谓。
黄庄的老派夫妻间基本没有面称，或者说，老派夫妻之间当面交际使用的相互称谓处于缺环状态。
一般在家里，夫妻对话时没有任何称呼，直接说事，或者以“哎”“哎我说”来提请对方注意，也可
以说这些招呼语是夫妻称谓的一种替代形式。
确实，在较小空间范围的家院之内，不用称呼对方，对方就知道是在跟自己讲话。
但是如在室外，比方说在地里劳动，离得远时呼喊对方，或者在村里呼喊不知到哪家去串门的对方，
单靠嗓音的熟悉还不够，需要有个称呼来明示喊话的对象，这时只好采用从儿女角度来的称呼“××
（孩子小名）他爸爸”“××他娘”，也有极少的人喊对方姓名。
在黄昏时分处处升起袅袅炊烟的村落之中，妇女亮起嗓门喊“××他爸爸，回家吃饭喽”，是经常听
到的一种声音，这也可以是构成一幅农村风俗画的淳朴生动的场景。
夫妻之间习惯了没有面称，在需要有称呼的当面对话语境下语言交流就很不方便，不得已时采用某种
称呼也是很不自然的。
与夫妻面称的相对缺乏相反，夫妻的背称颇为丰富。
这是由于夫妻背称主要是表明夫妻关系的亲属名词，不是发生于夫妻对话的语境之中。
背称方面，男的称妻子为“俺家的”“俺家的人们”“俺那口子”“××他娘”“俺那做饭的”等；
女的称丈夫为“当家的”“××他爸爸”“懒口老的”等。
他人说起某对夫妻，一般说女方为“××（丈夫名）家的”，说男方为“××（妻子名）男的”。
　　费孝通先生借鉴雷蒙德·弗思的观点，将夫、妻、子看作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认为缺少亲子
关系的夫妇关系是不完整不稳固的。
这很适合分析传统的夫妻关系及其称谓行为。
在传统婚姻中，缺乏亲子链条联结的夫妻关系是比较尴尬的。
传统文化不重视夫妇之爱，而强调夫妇之别，所谓“相敬如宾”。
其实这“相敬”不是平等地互相尊敬，主要是妇敬夫，保持父系社会中男尊女卑的秩序。
而要做到这一点，须在夫妇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不可过于亲昵，因而“如宾”是“相敬”的方法。
夫妻之间这种保持距离的关系可在古时妇女对丈夫的一些称呼上体现出来，如“官人”“老爷”作为
妻对夫的面称，其字面意思并不表示双方的夫妻关系，而是带有尊卑含义。
“官人”是以丈夫在社会上的职业身分权作称谓语，“老爷”则是借用家中下人对主人的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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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种婚姻模式中，夫妻成了一对熟悉的陌生人。
他们既天天见面，共同生活，有亲密的接触，又要注意夫妇之别。
但是，夫妻靠什么凝聚在一起呢?照我们现代人的理解，一般认为姻缘应该以爱情为基础，夫妻是靠志
趣相投的感情力量凝结在一起的，并不必定需要亲子关系做支撑。
但是传统文化将夫妻情爱否定了，认为“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
子重之。
”也就是说婚姻的主要目的是传宗接代，这是将本来素不相识的男女捏合在一起的理由。
夫妻之间的爱情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受到排斥、抑制的，双方性爱的需求也是在传宗接代的名义下
得到满足的。
生育后代成为夫妻的事业和将二　　人凝聚在一起的主要联系。
所以，传统文化里的夫妻关系有两个基本特点：一个是不讲爱情，一个是否定平等。
双方的性爱是为了生育，交往要体现男尊女卑、夫唱妇随。
实际上，就是要把夫妻关系纳入夫权社会的文化规范之中，强调妻子是附属于丈夫的。
事实上，这种模式的夫妻关系是夫权文化的主要基石。
　　称呼是交际双方关系和各自身分的标志。
传统婚姻中夫妻之间的姻缘关系既不能成为联结双方的独立的关系，在剔除亲子关系对夫妻关系的稳
固作用之后，夫妻相互成为身分不够独立和完整的人。
这种状况在妻子生育之前表现得很明显。
而如果妻子不能生育，就使夫妻关系达不到完整状态，夫家就有了堂而皇之的休妻的理由。
这种情形表现在夫妻之间缺乏适当的面称上。
直到孩子出世，夫妻之间的身分明朗，成为“孩子他爹”“孩子他娘”。
但这种称呼在当面也是极少使用的，一般在必须以称呼来引起对方注意的语境下才会使用。
这两个称呼主要用作背称。
当夫妻中的一人向本家族的人如孩子的爷爷奶奶提起配偶时，最顺口的称呼便是“××（孩子，小名
）他爹”“××他娘”。
　　单纯的夫妻关系中的无称呼（指面称）状态在成亲男女的首次正式交往中就是注定的了。
在传统社会中，婚姻须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亲的男女本人一般没有自由选择权力，也无婚
前恋爱过程。
在典范地执行这种成婚规矩的情形下，结亲男女的第一次正式交往是在举行婚礼这一天。
新娘下轿时蒙着盖头，这使新郎新娘无法见到对方面目，也无法相认和交往，习俗规定他们在拜天地
之前的几分钟内还不是正式夫妻。
拜天地仪式对夫妻关系的确认在习俗规约意义上是至关重要的：拜了天地、高堂即是二人的夫妻名分
获得了神灵、家长的承认，再夫妻对拜，象征两人的正式结识和相互之间配偶关系的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郑重的仪式上，结识和成为配偶是同时完成的，一结识就成了生活的亲密伴侣。
而这种结识只是象征性的，因为新娘还遮着盖头，两人还未真正见到对方的面孔。
这也直观地表现出传统婚姻的特点：获得配偶，是不容本人选择的，是无须男女之间有熟悉的关系做
基础的。
直到男女的关系在习惯法意义上实质转变的时刻，他们还没有真正的交往，也自然没有称呼的必要。
这也说明传统婚姻中成为夫妻是无须有称呼行为的，他们之间无称呼的交往是从拜天地仪式上开头的
。
拜完天地，二人成为夫妻，便在众人依习俗而安排的礼仪程序中进入洞房，新郎揭去新娘盖头，两人
才真正相认，但是尚无语言交往，只是在众人安排下完成一些象征着二人结为一体的活动或表演一些
亲热接触的节目，为此后二人独立进行亲密交往做必要的准备。
夜晚就寝时分，闹房众人散去，二人独自面对，这时通常会发生第一次语言交流。
此刻他们的实际交往史几乎还是空白，只有当天婚礼过程中习俗活动对两人关系进程的强硬促成性的
被动接触。
虽然实质上是陌生人，但是在民俗制度意义上却最亲近也应是最熟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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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的规范力量决定了他们的交往要在这种难堪中继续下去，而且很快就有更难堪的然而是实质性的
突破。
这种情境决定了他们不能有自然形成的表示双方实质关系的称谓语，但又不可能像真正的路人那样以
礼貌的拟亲属称谓开始交往，但是交往注定要按照习俗约定发生和继续的。
传统婚姻制度决定了姻缘关系中的夫妻在尴尬的交往模式中进行。
既陌生又熟悉，既疏远又亲近。
这种情形也就决定了夫妻面对面的交往不会有合适的称谓语。
在生育之前夫妻交往的情形是婚礼这天交往情形的延续，直到后代出世，夫妻相互之间才有了明朗和
完整的身分，成了“孩子他爹”和“孩子你娘”，标志着文化意义上稳固的家庭三角的形式。
三角的形式并不表示夫妻尴尬交往模式的结束，传统文化的相敬如宾、夫妇有别的规约仍然左右着他
们的交往，也就继续保持着那种无称呼状态。
“孩子他爹”“孩子他娘”主要是心理性称谓，很少使用，一般在远距离说话时以呼喊的形式出现。
这是因为以孩子为出发点的称谓毕竟不是对夫妻姻缘关系的直接概括，是拐了弯的，对夫妻面对面的
直接交往实质上不是完全切合和必要的。
　　我们分析“大爷”“大娘”等作为妻系称谓的构造原理是为了说明女婿对岳父岳母发出称谓行为
的文化心理。
我们看到，封建社会中对岳父岳母的面称找不到使用从妻称的例子。
正由于在传统文化语境中对岳父母不能或不便使用从妻称，而岳父母这种比较重要的亲属（我们说女
婿与岳父母关系疏远是同媳妇与公婆关系相比较而言）又需要有专用名词来称呼，就借用本无姻亲意
义的各种词语：丈人、丈母、大爷、大娘、泰山、泰水、岳父、岳母，等。
由此可以推断，对岳父岳母使用从妻称，应是传统宗法思想弱化、男女平等思想兴起的结果。
　　这些小名由于叫得随意、亲昵，语音上都是儿化的，如“小猪”叫成“小猪儿”，“张旺”叫成
“张旺儿”。
传统上小名一直叫到成年，成年特别是结婚生子之后一般改称大名，只有亲近的长辈才继续以小名称
之。
过去大名一般是在七岁上学时才取的，虽然老师要求大家上学后即以大名相称，但孩子们只在课堂上
偶尔用大名，课外仍以小名相称。
、郑重的大名称呼本不属于亲密无间、喜玩爱闹的孩子们的世界。
　　进入八十年代，计划生育工作紧紧地抓起来，孩子一出生就要起了大名报上去，政府方面将每人
的姓名输入电脑严格控制，不许以小名上报。
既有大名，另起小名的动力就小了，有在大名之外另起小名的，也因已有大名而“叫不起来了”。
但没有小名，称呼小儿有不便之处。
一般以三字格大名的后两字作为小名来用，或将两字格大名的后一字叠音化或在前加以“小”字作为
昵称。
这样起小名的习俗在政府现代管理方式冲击之下趋于消弭。
同时由于土地承包之后集体活动减少，且看电视取代了大部分游戏活动，孩子们之间的亲密程度比以
前大为减小，这样在进入学堂之后，在老师的要求下，孩子们从七八岁开始即相互以大名相称了。
　　在人际关系亲密的村落里，乳名和大名是有明显的社会分工的。
传统形式的三字格大名在构成上是人的村落社会地位的标记，在使用上它也相应地是对一个资格完备
的成年村民的称谓。
对一个人称以大名，意味着对他有足够的社会生活知识和撑门立户能力的认可和尊重。
而乳名在文字构成上都是随意的，俚俗的，没有社会地位标记的，在使用上它是对接受抚育的未成年
人的称谓。
这样乳名和大名就是一个人在他一生中两个阶段的名称，这种分工表现了他在两个阶段，与别人的不
同关系，也体现着别人对他的不同态度。
因而乳名和大名在语言形式上的不同是与它的分工的不同相对应的，两种名称对待而存在，是不宜用
一种取代另一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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