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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俗卷》集黄河民俗文化之大成，展示了其独特的风貌。
举凡衣食住行、乡社生产、市井商贸、宗族村落、人生仪礼、崇拜信仰、民间文学、游戏娱乐等都作
了具体描述和深入探讨，在黄河流域的民俗研究方面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对民俗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
学术价值。
黄河民俗是中国文化宝库中引人注目的一笔巨大财富。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海内外炎黄子孙都引以自豪的母亲河。
这条蜿蜒曲折数千公里、昼夜奔腾川流不息的大河，自远古蛮荒之时就哺育着两岸的华夏民族，孕育
了最初的中华文明，黄河文化也由此产生并继而发展、光大⋯⋯　　由黄河流经的青海、甘肃、宁夏
、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八省区的人民出版社联合发起、共同组织并编辑出版的《黄河文
化丛书》，旨在归纳与总结、发掘与弘扬黄河文化精神。
丛书以黄河文化为主线，着力描摹影响黄河文化和受黄河文化影响的人、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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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少数民族童礼　　黄河流域的蒙族、藏族、回族、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的生育习俗在
旧时与汉族大不一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情况有了变化，生育条件也有了较好的改善，生育习惯也与以往大不相同。
本世纪20—40年代青海的藏族妇女“有了孕，决不像内地妇女以为不得了，什么事须家人扶探，还要
药饵调养，终日睡在床上，动也不动。
她却是行无所事，工作一如常日。
所以到了生产的时候非常容易，往往在山中牧羊生小儿，置之怀中；若是恰巧遇着母羊生下羔儿，也
是置之怀中，一左一右，带回帐房，便把孩儿、羔儿抛在地下。
于是，又去取水做饭，做其他工作。
毫无为难情形。
孩子身上铺张羊皮，上面再盖上一张，已是洞天福地，啼哭任他啼哭。
母亲日间只喂两三次乳，算尽了做母亲的责任。
到了两三岁，自己能行动时，用毛绳一根，缚在小儿脚胫骨上，绳子呢，又拴在帐房柱子上。
我们常常看见，一面拴着小孩儿。
一面拴着牛犊儿、小羔儿、儿女跟牲畜一样，煞是可笑”①，稍大一点。
日留一羔羊与之玩耍，五岁则教之乘马牧羊，十岁则教之放枪射击，习御敌人。
过去，东乡族妇女生产时，有与汉族相同的讲究，这就是不准女儿在娘家生孩子。
如因特殊情况，将孩子生在了娘家，在回婆家时，不能从大门走出，只能踩上梯子离开娘家，又踩上
梯子回到婆家；或是抱着婴儿，背着身子退出娘家，然后再背着身子进入婆家。
这种进出婆家和娘家门的方法，在汉族是没有的。
分娩前将干净的土捣碎压细，晒干过筛后存放起来，临产前拆去炕毡，产后因流血多，每天换土一次
，逐步改为3～5天换一次，持续一个月，用过的土倒入厕所。
　　回族妇女生产时。
要请阿訇念喜经，并按伊斯兰教新教派的主张，做“阿络格”，即生下男孩宰两只羊，生下女孩宰一
只羊，第二天由老人为婴儿洗一次澡，洗时浴汤中要放一些核桃和枣儿（必须是双数），以及少量的
花椒水，以祛灾免难。
第七天或满月后，给婴儿剃头时，还要依其头发的重量施散同等数量的金银①。
在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等地有一种倒骑牛的生育习俗。
生了长孙，村里的乡民们让婴儿的祖父翻穿皮袄，眼挂萝卜圈的眼镜，口含长杆大烟锅，倒骑犍牛之
上，人们前呼后拥在村中转游，取乐逗笑，“逼”他答应满月贺喜请客。
蒙古族有一种生育古俗，“婴儿出生后，裹以皮或毡，放入摇车，不避风寒，儿饥则乳。
到第三日给婴儿洗浴，洗毕包裹如前。
是日，椎牛置酒，召集亲友邻里会饮，客人馈赠礼物，为孩子祝福。
”婴儿满月，要放在事先做好的木制摆床中抚育。
要举行摇床仪式，举行宴会，宴会期间为婴儿命名②。
旧时，土族聚居区生活困苦，没有医疗卫生条件，小孩死亡率很高。
土族人在生儿育女中怕遭不幸，常怀着一种莫名的担心心理，便把希望寄托在神的保佑上，当孩子生
下后，就请神命名，以求保佑。
青海等地土族流传的一种生育习俗叫“保命”，指的就是求神赐名。
　　和汉族地区一样，少数民族地区也很重视为孩子取名。
蒙古族在为男幼取名时，惯用以历史人物命名，如帖木儿、康熙、罗成等。
还有寄长辈期望、意愿而命名的，其中又以幸福、大喜、坚强、富有、结实之意为最多。
如吉日格郎、巴雅尔、巴图、白音、布和。
有用旧时社会公认的称呼命名，以贵重金、银，坚硬的铜、铁命名等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能够茁
壮成长为杰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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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女孩同汉族一样，也是以美丽的花草树木、明亮的星辰、善良珍禽的兽类、贵重珠玉等命名，如
娜仁、萨仁、其其格、其木格、香鹄、美鹿、塔娜、哈森等等。
在以生日月份命名中忌用二、四两日，因为“二、四”两字音难以发音并和“死”谐音。
还有受喇嘛教的影响而以尼玛、桑卜、扎布等命名的，蒙汉杂居区又以在蒙古人名字前加姓氏和父亲
的字头，如金·布和、海·格日乐、苏-扎布、桑·扎拉森等①，东乡族人则是请阿訇依据《古兰经》
中的圣人名字而命名。
如男孩多用穆罕默德、木撒、撒尔东、哈比布、牙古白、温吉尼等四十多个名字命名，女孩多用阿依
舍、索亚娅、特丽哈、茹茹、祖布黛等命名。
如果她们生在星期五便取名“朱麻姐”，星期四叫“排山姐”。
东乡族大多数的父母们都特别宠爱女孩，为了寄托这种情意，便习惯在其名字后面加上“果”字，如
麦勒果、阿芙果、朱麻果、排山果、拿果等。
一般起完名字后，还须请阿訇吃饭，散“哈吉雅”（钱）表示感谢。
撤拉族人听到有人家生了孩子后，都纷纷拿油饼、油搅团、糖果之类前来祝贺，劝慰做母亲的不要再
想生产时的痛苦，并嘱咐坐月子该注意的事项。
“问月”是娘舅家人来探视，“看月子”是在分娩几天后亲朋邻里来探视，他们给亲家父母各做一双
鞋袜，给女婿和婴儿各做一套服装，牵上一只绵羊来看，主人自然少不了热情的款待。
孩子满月后，做古古馍馍或备些水果糖类，并施散给巷道里的大人小孩，让大家分享得子之喜，预祝
孩子早日成家立业。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俗卷>>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