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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风俗是既有传统，又富有变化的；历史是时间的延续，不断前进的；文化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
⋯    因为写了几本有关北京和《红楼梦》的风俗旧事的书，又参加拍了一部《红楼梦》电视剧，挂了
一个“民俗指导”的衔，便被朋友们一会儿叫作“红学家，一会儿叫作“民俗学家”，真是感到惭愧
得很，只不过比年轻朋友多活了几年，杂七杂八地看了几本无用的书，照《儒林外史》马二先生所说
，都是些无用的“举业”，既不能做官，也个能发财，哪里配称什么“家”呢？
只是爱好此道，喜欢结合书中所写，神游今古；结合生活经历，留心俗事赏鉴生活而已，岂敢望成家
哉！
    现在民俗学是很摩登的，因为外国人也讲求此道，大范畴来讲：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
小范畴来讲：宗教学、民俗学⋯⋯具体到实际上，饮食、衣着、建筑、礼仪、婚丧、娱乐等等生活习
惯，因国家、民族、地区而异。
中国过去说：百里不同风。
各地区差别都很大，至于个同民族、不同国家，那就各有传统，差异更大了。
地区差异而外，又随着时代的发展，地区之间，民族、国家之间，互相交流，不断变化着。
距离越远，时代越长，差异越大，隔阂也越多，而人类又富于好奇心、求知欲，文化越发达，知识越
广泛，来往越频繁，就越想多知道一些不同的奇风异俗，或以好古之心，想了解其历史；或以好奇之
心，想探索其源流；或以爱美之心，鉴赏其表面；或以好善之心，雅爱其淳真⋯⋯总之，人们对于这
样一些知识学问感兴趣，去注意它，去研究它，出发点总是好的，对人们的文化生活，总是起到丰富
作用的，对精神文明的建设说来也是有益的。
    民俗学来源于民俗，民俗来源于生活，这样说大概不会错。
民俗按我国古语习惯，也可以说成是民间风俗，在历史传统上，虽然不大说民俗，而风俗却是说了有
两千多年的老话。
什么叫“风俗”，《汉书》中解释说：“凡民之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律不同，系水土之风气，
故谓之风。
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
”大抵人类的生活，总不外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自然的、二是人为的。
前者如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经济物产等等，后者如政治、宗教、教育、文化、战争等等。
再加历史的因素，前者形成其传统特征，后者又促使其不断变化。
这样“风俗”两字，概括的面更全更广，似较民俗的内涵更有概括性，因此如把进口的“民俗学”，
转称为内销的“风俗学”，不是也很好吗？
     广阔的世界、悠久的历史，要把地球上自有人类以来的各种民俗或风俗了解个大概，这真是比一部
“不知从何说起”的《二十四史》，还要“不知从何说起”，真所谓“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难免
要望洋兴叹了。
宏观既难，微观实也不易，有时候“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有时某地风俗中的一桩事，尽管好
多人在做，却只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手头有一本六十二年前顾颉刚先生编的《妙峰山》，这是当时北京延续了几百年的最盛大的庙会，年
年四月庙会开时，有组织的朝山赶庙的善会以百数个计算，有组织的香客和自行前往的有多少万人。
顾颉刚先生和北京大学研究所的同仁特地组织调查团，去妙峰山做了一次实地调查，参加的人都写了
调查记或日记，详细记录了看到的一切。
但调查虽然详尽，却也只是表面的纷繁的现象，只是留下了历史的实录，供后人去想像其盛况。
本质的东西也很难了解透彻，如提到宏观理论上来看，那也就更难了。
顾颉刚先生归纳了两点：一是虔诚的迷信活动，“有了国家的雏形”；二是风景特别好，“能给进香
者满足的美感”。
前者是宗教、政治因素，后者是自然环境影响；前者是迷信的心理在支配，后者是愉快的感受在驱使
。
而在千千万万的进香者中，也并不完全是一致的心态，有的偏重于前者，有的偏重于后者，而其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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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各不一样，但不辞辛劳，朝山赶会的行动却是一致的，这就形成延续了几百年的妙峰山庙会盛况，
作为民俗，它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作为风俗调查者，民俗研究者，就要微观它的表现，调查研究它的
历史，想像分析它的成因，宏观它的社会影响，文化意义。
或赞扬之、提倡之，或诱导之、改变之⋯⋯我想这既是有趣的，又是有意义的，与然也是很难的，要
踏踏实实读书、调查、研究、想像⋯⋯总之，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风俗中每一桩小事，都有它广泛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群众基础，又有它岁月悠久的历史习惯，
还有地理、物产、气候等等因素的良久影响，再有各种宗教、政治原因，在某些个时期，最后这种原
因起了很大的作用。
（就我国历史讲，其特征政治总是主要的，宗教只是部分的，一直没有形成过全国的影响。
）这些都能使好此者在某些小事上引起许多有趣的想像，比如近年发现的秦俑，“始作俑者，其无后
乎？
”这是“俑”这一风俗的最大的表现，是极端迷信和专制政治的巨大表现，现代参观者有的人赞赏其
伟大，这是人的某种本能迷信权势的表现；有的赞赏其精美，这是人的本能中爱美的感情的流露⋯⋯
这些感觉都是自觉不自觉产生表露出来的。
如果以政治历史的知识看，就会联想到赢政的暴政和专制，单为他个人修个坟墓，尽管埋的是泥人，
不是活人，也不知动用多少劳役，掠夺多少当时活人的财富，才修了这样的坟，试想当时被劳役的、
被掠夺财富的人的家庭，有多少怨恨、悲剧、诅咒⋯⋯有多少人因此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今日参
观，某些人可能唾骂之，又哪里值得赞叹呢？
假如再从工艺上想像，则另有趣味，我先想那么许多大泥人，如果全是高手艺人去塑，那得要多少高
手艺人，多少时间塑成呢？
想像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后来想大概是模子脱的，先做成几十个模子，然后用胶泥去脱，这就可制造几百几千，方便多了。
因此我联想到我小时候玩过的泥人模子，这小小的玩具，似乎和两千年前的秦涌，有着千丝万缕关系
，在风俗演变，源远流长中，这样一个小事物，细想起来，也多么有趣呢？
     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人吃饭用筷子，欧美等国人用刀、叉、勺，亚洲、非洲有些国家人吃
饭用手抓。
我有时主观设想这一有趣的问题，为什么这样呢？
大概是最早开始在篝火中取熟食时，中国等地先民多吃芋栗之类干果，用两个木棍一夹就可取出，随
便敲敲壳就可食用；欧洲先民多在火中取食渔、猎动物，要用尖锐有叉的硬的枝权叉出，用锋利的石
片切割；而南业及非洲等处热带先民，熟食较晚，多以手采野果充饥，这样年代久远，世界上就形成
用刀义、用筷子。
用手抓三种不同的吃饭的形式。
生活所关，风俗所系，如何形成，年代久远，尤法考证了，想像其原因也很难了。
现代科学，促使人类交往日渐频繁，相隔万里朝夕可至，因而风俗的差异、互相的隔阂，也不断发生
着巨大的变化，隔阂也日见其缩小。
即以用筷子而论，七十多年前，闻一多先生在美国留学时，他的房东老太太反复问他中国吃饭总是拿
两根木棍吗？
有一次吃通心面，又问他，难道吃面也用两根木棍吗？
到此闻一多先生才恍然大悟，原来她一直以为用筷子也像用刀叉一样，是一只手拿一根。
这就是风俗，也可以说是民俗的隔阂，时至今日，欧美到处都有中国菜馆，用筷子吃饭对在欧美大都
市中的人说来，似乎已不稀奇了。
    民俗中不少活动，有迷信的成分，这和宗教的信仰是很难严格划分开的。
如妙峰山庙会，便是这样。
但对当时京、津二地手工业者及四乡农民，却是一种很健康的、有益身心的活动，不但使个人通过朝
山的活动，身心双畅，而且培养了一种自觉热心公益事业的奉献精神，比强迫其做这做那，或空口说
教，宣传其做这做那有效得多。
因而重视、讲求、研究民俗，其意义更在于引导民众发展丰富、健康的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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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俗中落后的、愚昧的、甚至于很坏的、犯罪的成分都有，外国有，中国传统的也不少，要防止其
沉渣泛起，就要从文化、教育入手，提倡、宣扬其好的方面，抑止，甚至防范、禁止其坏的东西。
在提倡民俗学的同时，我想也必须注意到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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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邓云乡，学名邓云骧(1924.8.28—1999.2.9)，山西人，著名的民俗学家。
曾为电视剧《红楼梦》的民俗顾问。
他青少年时期，先后在北京西城中学、师范大学和私立中国大学求学。
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1956年定居上海，任华东电力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邓云乡教授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具有深厚文史功底。
他学识渊博，兴趣广泛，其著作多描绘与时代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文化、民风民俗之变化，或明清
以来文人文事钩沉，探究众说纷纭的历史文化现象，文笔隽永，富有情致，常道人之所未道。
邓先生将其书斋命为“水流云在之室”，以云为精神故乡，读邓云乡，手中捧的不是一本书，而是中
华传统文化往昔的历史和衰老垂危的生命。
周汝昌曾言：邓氏已矣，或许竟可以视之为中国某种文化传统的断绝。
“邓氏文章，今后怕是不会再有。
没有人愿意写这种文章了，而且也没有能写这种文章的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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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十四史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
我不知高低，几年前忽然写了篇说“二十四史”的文章，扔在橱中，偶然发现，寄给《博览群书》，
换点稿费，买冰棍吃。
天气热了，退居林下的大官，有人孝敬。
穷教书匠，株守户牖，不得不自想办法，自食其力。
不想被北京日报读书版编辑先生见了，一定要我再写篇“二十四史”的文章，催稿电话，由北京追到
上海。
既承厚爱，敢不遵命？
于是“不知从何说起”的“二十四史”，又要讲说几句。
　　“一二十四史”，从时间上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此话怎讲？
因为时间、人事，有如流水，不知何时流起，也不知何时为止。
“二十四史”所记，不过数千年事耳，就算从盘古开天辟地记起，比之北京人的头盖骨，恐龙蛋刚下
出来的那一刹那，那真不知要晚多少万年。
如何说得上长呢？
何况“二十四史”的第一部、第一篇、第一句也不过从“黄帝者，少典之子”说起也。
那么短呢？
最后到明代崇帧亡国，那也是三百五十多年前的事了。
岂能说短乎？
不过当时还没有二十四史的名称呢。
“二十四史”是乾隆四年在明代“二十一史”的基础上，增加《明史》、《旧唐书》、《旧五代史》
为“二十四史”，即自《史记》开始，至《明史》为止，共二十四种正史，总三千二百四十卷，称之
为“二十四史”。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习惯上叫作前四史。
两晋南北朝，是一个漫长的分裂混乱的时代，足足三百多年，所以《晋书》、《南史》、《北史》以
及宋齐梁陈、北魏、北齐等大都是唐代人编写的。
自唐以后，后代人修前朝史，唐、五代、宋、辽、金、元、明。
这中间又有重复的，如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都是内容有同、有异的纪录同一时代历史的书。
不过这是古已有之的。
《史记》同《汉书》就重复记载了汉代前期的事，但有详有略，各有优缺点。
过去有的大学史学系专门开过“史、汉异同”这门课，细说起来那是十分复杂，可以写成洋洋大观的
专门著作了。
列入“二十四史”的史书，都是经过皇帝上谕，国家正式公布的，所以明代不在“二十一史”之列的
五代后晋刘陶所编《唐书》、宋薛居正所编《五代史》均加一“旧”字，与欧阳修所编之《唐书》、
《五代史》均经乾隆上谕，列为正史，合称“二十四史”了。
清初顺治年间，灵寿人傅维鳞按正史体例编写的一百七十一卷的《明书》，就不能列为正史，不能和
张廷玉领衔修的《明史》相比。
明初宋濂领衔编的《元史》，匆促成书，问题不少。
清末民初，柯劭忞的《新元史》出版，声誉极高，其同年徐世昌作大总统，下令将其列入正史。
这样《元史》也有新。
旧之分，“二十四史”成为“二十五史”了。
《清史稿》编成出版，始终未奉国家命令，因之只能称“稿”，不在“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之
列。
　　“二十四史”标点出版，是大好事，对这套书的普及及未来影响关系极大。
倒不是中国人吹牛，全世界也只有中国有这样一套辉煌的“二十四史”，有钱的大款买整套的，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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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知识分子，零买几种。
这好比把万里长城放在你房间里，可以沾点祖宗的光荣，洋鬼子是没有这个福气的。
四十年前在南京，第一次遇到编《辞源》的方毅老先生，问我是哪里毕业的，我说北大中文系。
老先生板着脸问道：“看完‘二十四史’了吗？
”我说没有。
老先生睑拉得更长，冷冷地说道：“连‘二十四史’都没有看，那算什么中文系毕业的！
”真是当头棒喊，冷水浇头。
我再不敢回老先生话，只有后来慢慢地补课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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