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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建构“中国民俗”的概念来描述中国人的生活传统，具体从生产、工商、生活、社会组织、
节庆、人生礼仪、游戏和观念等方面描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细节，对于读者理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活
传统，对于了解中国民俗的巨大文化资源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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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丙中，湖北省京山县人。
199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民俗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俗学
会副会长，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生态建设”
项目首席专家，著有《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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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浙江温州的求雨主要有耆老祈雨和师公祈雨两种形态。
前者由几十个村庄联合起来，抬着佛像到方圆几十里认为最灵应的潭边，让老人出面求雨。
在永嘉楠溪的苍山龙潭，温州市郊的村民也远道去求雨。
先卜卦挑选一个抱水瓶老人，俗称抱瓶老人。
几千人排成行列，走四五十里到龙潭，途中不许带雨伞，天气太热时在头上戴几张荷叶。
仪仗旗牌在前，接着是抬着的佛像，后面是大队人马。
到龙潭后设祭。
到夜间，一大群老人跪在潭边哭叫，“田螺晒成金弹子，泥鳅晒成一枚钉哩！
皇天救苦，早赐甘霖呀！
”叫到天亮时，抱水瓶的老人用水瓶在潭中吸水，只许吸一次，瓶水的多少就是这次求得多少雨水的
征候。
人们求雨回来，让佛像露天坐在庙前，演戏娱神。
若等十几天还没有雨，人们还得再去龙潭求雨。
师公求雨是择日在空地设坛：叠桌达九层，称为九台；四角各用一根竹子捆紧，并且竖以黄茅；台上
竖起七星旗，分列东西。
师公穿白袍戴白帽，口吹法螺，手摇铜铃，或跳跃，或踽踽而行，有时两手握住七星旗杆，口喊皇天
。
师公作法后率众携带竹篮、水桶及方斗等物，沿山溪行法，众人向溪潭寻觅蛇蛙鱼虾，被抓到的第一
个就是龙的化身。
它被放入方斗，密盖起来，热热闹闹地迎回去。
然后，各村演戏设祭，敬供龙神，直到雨来。
②河南原阳县有一种“擂马皮”的求雨方式。
擂马皮的祭祀活动在大旱之年由会首组织一百多名男子进行：先在方圆几十亩的地面犁出一个大型的
沟圈，表示城墙，再顺沟撒上草灰，谓之“撤灰城”，然后把各路神像请到灰城之内。
趁夜深人静的时候，参加祭祀的大汉们手持红棍或铁锹躲藏在城内，观察城周的动静。
一有动物闯进灰城，主祭者便发布命令，人们用灰象征性地封闭城门，同时放铳鸣炮，敲锣打鼓，大
家_起持棍狂舞。
第一个躺倒的人被认为是马皮神的化身。
人们把他抬到神棚内，向他烧香祭祀。
礼毕，他便手持大刀和马皮（用马皮特制的长鞭）向天空抽打挥舞。
据说马皮神显灵的时候此鞭可以旋空而直立。
然后，会首求问：“几天有雨？
雨来自何方？
”神的化身一一回答。
如果雨水如期而至，村民们要唱三天大戏酬谢马皮神。
这种卜雨形式在商代卜辞中就有类似的记载：“庚寅卜，辛卯隶舞，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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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应该理解为几代民俗学家辛勤劳动的阶段性成果。
几十年来，多少人亟亟奔波在乡间野地采录民俗，多少人默默埋头于书山文海钩稽古风遗俗，并为我
们留下了浩繁的文献。
笔者本人的调查是十分有限的，所用的资料绝大多数都是前人的成果。
我们除了在文中尽量注明出处以外，在此特向他们致意。
本书在撰写过程之中得到钟敬文教授、祁连休教授、陶立瑶教授、段宝林教授、刘守华教授、周星教
授、刘铁梁教授、陈勤建教授、叶涛教授、萧放教授、谭麟教授、王贵民教授、冯志华研究员、程蔷
研究员、贺学君研究员、郑殿华博士、邱泽奇博士、杨利慧博士、郑土有博士、马朝东先生、虞信棠
先生、王爱平老师以及胡桂元同志、帅春丽同志、赵小红同志的具体帮助，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
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资料室的舒红老师、严康敏老师、金曦霞老师、王凤兰老师处得到宝贵的文
献支持，并特别得到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提供的工作上的方便，还特别受到汤一介教授的指教，
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第七章“游艺民俗”、第三章的第一节“饮食民俗”和第二节“服饰民俗”分别由吴效群、邹明
华和高达文协助完成，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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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民俗概论》：21世纪社会学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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