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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民俗文化
,

有着极为悠久的历

史
, “

民俗 ” 这个概念
,

也早在两千多年

前就 已经确立
。

司马迁作为一个有识见的

史学家
,

他对古代民俗也
一

卜分重视
,

在壮

游全国的社会实践中
,

对各地的风俗人情

作了广泛的调查 了解
,

并把它有机地记载

在 《 史记 》人物传记之 中
。

《 史记 》中保

存着的大量的民俗史料和民俗观念
,

为我

们今天研究古代民俗发展历史和司马迁的

民俗思想
,

提供 了很大的方便
。

司马迁
一

东《 史记 》中不 仅记载了大量

古代各时期
、 一

各地域和各 民族的 民 俗 资

料
,

而且还直接了当地通过
一

肯众或否定民

俗事件的叙述
,

充分地表现 了他的民俗观

念
。

这些见解孙到的民俗观念
,

主要有下

列几个方面

第一
,

礼俗源于社会需要

一 切礼俗 皆源于社会需要
,

这是司马

迁重要的民俗观点
。

山于民俗实行的个体

性特点
,

闽此司马迁非常重视个人在整个

社会中的价值
,

把个人 的
“

欲 ”

—一 切

生活的趣想
、

观念和物质满足
,

与社会需

要紧密的结合起来
。

据他 自己说
,

他的这

种观念是他对古代礼
‘

俗的考察中获得的
“

余至大行礼官
,

观三代损益
,

乃知缘人

情而制礼 , 依人性而作仪
,

其所 由 来 尚

矣
。 ” 《 礼书 》他又说

“

礼由人起

人生有欲
,

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
,

忿而无

度量则争
,

争则乱
。

先圣恶其乱
,

故制礼

仪 以养人之欲
,

给人之求
,

使欲 不 穷 于

物
,

物不屈 于欲
,

二者相待而长
,

是礼之

所起也
。 ” 《 礼书 》 很明显

,

这儿的
“

欲 ” ,

包括了个人利益和集体 国家

利益两个方面的社会需要
,

物欲相结长
,

其意即为人与世界 的和谐相处
。

现代 民俗

学研究丧明
,

习俗确实起源于社会需要
,

是人组成社会之后为 了人与人
、

人与 自然

之 间的有序而约束少
、

类行为的准则
。

二千

多年前的司马迁 已经有了这种闪 光 的 认

识
,

实在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

墓于这种思想
,

司马迁总是强调各朝

各代的统治者都要根据习俗因地制宜地制

定法律制班
。

因为
“

一

以君 臣朝廷尊卑贵贱

之序
, 一

「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

祭之分
,

事有宜适
,

物 有 饰 文 ” 《 礼

书 》
,

即各 自都必须 以 当时 的 社 会 需

要
, ” 因民 了作

,

追俗 为 制
一

也
。 “

同

上 ” 三 五 异 世
,

不 相 袭 字 ” 《 乐

书 》 ,

开明的统治者都明 白历史的发展

必然导致社会需要的改变
,

因此决不能拘

于古旧的字俗
,

一成不变
,

而是应该移风

易俗
,

适当调整
、

改变
,

司马迁赞赏因时

因势的习俗改革
,

便是这种思想
一

的集中表

现
。



第二
,

强调 民俗与政 治
、

经济的关系

习俗的源起出于社会需要
,

而统治者

为了有效地治理国家
,

必须将整个社会的

需要纳入 自己的运行范畴
,

才能使民心安

定
,

社会稳固
。

所以
,

民俗总是与政治
、

经济息息相关
,

紧密相连的
。

以谓
“

为政

之要
,

辩风正俗
,

最其上也
。 ” 应 劲

价风俗通 》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

司马迁是充分认识到民俗与政治
、

经

济的重要关系的
,

所 以他很强调统治者必

须变风易俗
,

顺应社会
,

才能起到最佳的

治理效果
。

他说
“

州异国殊
,

情 习 不

同
,

故博采风俗
,

协叱声 律
,

以 补 短移

化
,

助流政教
。 ” 《 乐书 》 如果为政

者不注意这一点
,

那么
,

会直接影响到政

治
、

事业 的失败
,

这是有历史教训的
。

在

《 平津侯主父列传 》中
,

司马迁借严安上

书申明
“

向使秦缓其刑罚 , 薄赋敛
,

省

谣役
,

贵仁义
,

贱权利
,

上 笃 厚
,

下 智

巧
,

变风易俗
,

化于海 内
,

则 世 世 必安

矣
。

秦不行是风而循其故俗
,

为智巧
,

权

利者进
,

笃厚忠 信 者 退 法严政峻
,

诌

谈者众
,

日闻其美
,

意广心轶 ” ,

终于亡

国
。

秦朝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司马迁

认为秦朝统治者不能
“

变风易俗
,

化于海

内 ” ,

也是它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

这也

是很有道理的
。

在《 淮南衡山列传 》 中
,

司马迁在追溯淮南王变乱的历史原因时也

指出
“

淮南
、

衡山亲为 骨 肉
,

疆 土 千

里
,

列为诸侯 ⋯ ⋯仍父子再亡国
,

各不终

其身
,

为天下笑
。

此诽独王过也
,

亦其俗

薄
,

臣下渐靡使然也
。

夫荆楚傈勇轻悍
,

好

作乱
,

乃 自古记之矣
。 ” 在这里

,

司马迁

清楚地看到了荆楚之地崇尚
“

傈勇轻悍 ”

的民俗
,

对淮南王作乱所起的推波助澜的

不 良作用
,

可见 民俗的好坏对政治成败的

影响之大了
。

在注重民俗与政治的关系的同时
,

司

马迁还发现了地域民俗与经济之间的千丝

万缕的联系
。

如关 中好稼稽
,

殖五谷
,

陇

蜀多商贾
,

汉都长安之民好取巧 不 务 根

本
,

三河之地因土地少
,

人 口多
,

故其俗

多节俭
,

等等
, ” 总之

,

楚越之地
,

地广

人稀
,

饭稻羹鱼
,

或火耕而水褥
,

果隋赢

蛤
,

不待贾而足
,

地执饶食
,

无 饥 谨 之

患
,

以故些窥偷生
,

无积聚而多贫
。

是故

江
、

淮以南
,

无冻饿之人
,

亦无 千 金 之

家
。

沂
、

泅水以北
,

宜五谷桑麻六畜
,

地

小人众
,

数被水早之 害
,

民 好畜 藏
,

故

秦
、

夏
、

梁
、

鲁好农而重民
。

三河
、

宛
、

陈亦然
,

加以商贾
。

齐
、

赵设智巧
,

仰机

利
。

燕
、

代 田畜而事蚕
。 ” 《 货 殖 列

传 》 这种把中国概括为山东
、

山西
、

江

南
、

北方 四个地方物产区
,

然后结合各地

民俗来加以阐说当时经济商业活动规律的

做法
,

今人陈勤建认为是
“

开辟了中国古

代经济民俗学的先河
。 ” 《 中国民俗 》

第 页 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

我 们

认为
,

大一统的西汉
,

随着各地 经 济 交

往
’

的加强
,

统治者必定会注意到各区域间

的物产和生产方式的不 同
。

司马迁顺应 了

这种时代的认识
,

发现并记载了生产活动

与地域风俗的关系
,

这是很 了不起的
。

第三 ,

赞同对 民俗的 改 革

礼俗既然源于社会需要
,

那么随着历

史的发展
,

时代的变迁
,

社会需要也必然

要起变化
,

这就要求礼俗也相应地作出调

整变革
。

司马迁作为一个有进步思想的历

史家
,

他对老子那种
“

甘其食
,

美其服
,

安

其俗
,

乐其业
,

至老死不相往来 ” 《 货

殖列传 》 的小国寡民思想和不思变革的



民俗观念
,

是极力反对的
,

他十分赞赏的

是对风俗习惯有节制
、

有 目的的 合 理 改

革
。

首先
,

司马迁非常强调
“

乐 ” 的移风

易俗作用
,

认为这是从根本上改善礼俗的

纯洁性
,

达到统治 目的的有 效 手 段
。

他

说
“

乐者
,

天地之和也 ” , “

心 之 动

也 ” , “

德之华也 ” , “

乐者
,

通于伦理

者也
。 ” 《 乐书 在表现人性世态方面

具有独特的价值
。 “

先王之制礼乐也
,

诽

以极 口腹耳 目之欲也
,

将以教民平好恶而

反人道之正也
。 ” 同上 因此

,

礼乐的

特殊作用是洞然可见 的
。

在司马迁看来
,

“

乐 ” 的根本作用乃是
“

治心者也 ” ,

即

潜移默化 民众
,

最终在于变革民俗
、

民心

的基础上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地位和秩序
,

即所谓
“

乐所以 内辅正心而异贵贱也 上

以事宗庙
,

下 以化庶黎也
。 ” 但

“

乐者
,

所以移风易俗 ” 的观点
,

却承认了乐从根

本上可以变革风俗习惯
,

这是进 步 的 思

想
。

其次
,

司马迁通过一些重大的习俗变

革 的记载
,

鲜 明地表现 了他赞 同民俗改革

的观点
。

如《 赵世家 》中赵武 灵 王 改 胡

服
,

是一场 自上而下 的习俗变革运动
。

赵

王用大量事实说明改胡服是为了继承先王

的意志
,

这样才说服了叔父公子成
,

取得

了他的支持
,

然后又去做反对 改 装 的 赵

文
、

赵造等大臣的思想工作
,

认为治世不

必只有一种方式
,

只要能便利国家就不一

定要效法古代
。

最后
,

阻力排除
,

举国胡

服
,

训练骑马射箭
,

健民 强 兵
,

国 力 倍

增
,

终于在二十一年 公元前 年 开

始进攻中山
,

奇取 了部
、

石 邑
、

封龙
、

东

垣等地
,

后北侵燕
、

代
,

西 掠 云 中
、

九

原
,

在赵惠王三年 公元前 年 消 灭

了中山国
。

司马迁通过这种衣饰改制的习

俗变化而带来的鲜明的政治
、

军事效果的

事实记载
,

表达了他赞成礼俗改 革 的 观

点
。

这样的例子很多
,

在《 商 君 列传 》

中
,

他如实地记载了商鞍变法时对礼俗的

改革主张和具体内容
,

以及这种改革给秦

国兴旺发展所带来的明显好处 在 孝文

本纪 》中
,

他详细地记录了汉文帝关于改

革原葬之俗的遗诏
,

并充分肯定汉文帝在

倡导节俭
、

节葬方面的
“

仁政 ” 在《 司

马相如列传 》和《 田单 列 传 》中
,

他 以

肯定的态度记载了卓文君和司马相如
、

太

史撇女和法章的 自由结合
,

体现 了司马迁

在婚俗观念上的一种比较开明
、

解放的思

想
。

如此种种
, ‘

已说明司马迁对那些利国

利民的民俗改革
,

是持坚决肯定
、

鼓励的

积极态度的
,

这也是司马迁进步历史观的

一个重要表现
。

第四 ,

注重少数民族 习 俗

的记 载

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期
,

是西汉王

朝国力最为鼎盛的时期
,

也是和周边各少

数 民族交往最频繁的时期
。

这时虽然汉朝

对匈奴的战争取得了一些胜利
,

但匈奴的

力量仍在
,

仍不可忽视
,

加上与边境小国

和各民族的交往的加强
,

礼俗文化的冲突

不可避免
。

《 史记 》中记载 了大量的匈奴

刃其它民族的风俗习惯
,

表现 了鼎盛时期

的西汉 人的宽阔的文化胸怀
。

司马迁对匈奴民族 的习俗记载特别详

细
,

指出他们是游牧民族
, “

随畜牧而转

移 ” , “

逐水草迁徙
,

毋城郭常处耕田 之

业
。 ” 他们男子人人少小就习 弓箭

,

及长
“

尽为 甲骑 ” ,

平时
“

射猎禽兽为生业
,

急则人习 战功以侵伐
。 ” 在社会关系上是

“

贵壮健
,

贱老弱
。 ” 其居住形式是

“

各

分散居溪谷 ” ,

有
“

弯庐 ” 。

在信仰上
,

崇拜 日刀
, “

单于朝出营
,

拜 日之始生
,



夕拜月 ” 。 ‘

举事而候星月
,

月盛壮则攻

战
,

月云则退兵
。 ” 正月举行春祭

,

五月

祭祖先
、

天地
、

鬼神
,

秋天则
“

大 会 蹄
林

,

课校人畜计
。 ” 在衣着饮食上

, “

自

君王 以下
,

咸食畜肉
,

衣其皮 革
,

被 葫

裘
。 ” 而且

“

壮者 食 肥 美
,

老 者 食 其

余
。 ” 在婚姻上

,

实行转 房 婚 制
, “

父

死
,

妻其后母 兄弟死
,

皆取其妻妻亡
。

其俗有名不讳
,

而无姓字 ” 。

在丧葬习俗

上
,

还有人殉的野蛮行为
, “

其送死
,

有

棺檄金银衣裘
,

而无封树丧服 近幸臣妾

从死者
,

多至数千百人
。 ” 《 匈 奴 列

传 》 这些习俗
,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

通过这些记载
,

对我们认识和了解匈奴民

族的文化传统
,

具有异常重要的价值和作

用
。

此外
,

在《 大宛列传 》等篇中
,

司马

迁对大宛
、

乌孙
、

大月氏等周边国家和民

族 的风俗习惯
,

也作了许多记载
, 一

也值得

重视和肯定
。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
,

我国从 先 秦 以

来
,

对少数民族一直采取岐视
、

排斥 的态

度
,

就是到司马迁的时代
,

著名学者董仲

舒 也还在宣传
“

内诸夏而外夷 狄 ” 的 思

想
。

司马迁能一反俗见
,

在 《 史记 》中首

次创立少数民族史传
,

如实地记载各少数

民族创业的历史
,

这本身就非常了不起
。

更不了起的是
,

司马迁对少数民族的一些

风俗习惯也予以 了充分的注意
,

并在《 史

记 》中用了大量的笔墨加以生动地记载
,

这种平等友好的态度
,

这种超乎群伦的眼

光
,

都是十分令人钦佩哟
。

而且司马迁记

载少数民族的习俗
,

并非为了猎奇
,

而是

充分肯定的
。

在 《 匈奴列传 》中
,

司马迁

借中行说之 口 ,

阐述了匈奴民族某些习俗

的产生原因和作用
。

如匈奴表面上贱老
,

“

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 ” ,

可这样做的最

终 目的
,

是为了有力量守卫 自己
,

使
“

父

子各得久相保
。 ” 又如匈奴

“

父 子 兄 弟

死
,

取其妻妻亡 ” ,

这是为了
“

恶种姓之

失也
。 ,, 所以中行说 自豪地说

“

匈奴之

俗
,

人食畜肉
,

饮其汁
,

衣其皮 畜食草

饮水
,

随时转移
。

故其急则人习骑射
,

宽

则人乐无事
,

其约束轻
,

易 行 也
。 ” 相

反
,

汉民族的礼俗繁富
,

弊病却很多 在

这里
,

中行说对汉使的话难
,

对匈奴习俗

的肯定
,

显然司马迁是完全 同意的
。

司马

迁这利
‘

能容 纳 各民族的民俗习惯 的宽阔胸

怀
,

在 当时是出类拔萃的
。

司马迁民俗观

之进步性
,

也由此可见一斑 了
。

〔浙江 师 范 大学中文 系

上接 页

请灵
。

就是病人 自己或病人的亲属带上礼 诀 一般是一 块 猪 肉 青
“

神 老

妈
”

代之 向泰山老奶奶求祈
、

求泰 山老奶奶显灵为病人治病
。

求新时只
“

神老妈
”

一人

在场
、

香火供品的摆置无特殊要求
。

焚烧火纸时同样及后要烧一只 内装一块写有病人住

址
、

姓名
、

病情简介的白布条 的纸壳
。

病人病愈之斌 目己或岁亲城要再为
“

神老妈
”

送

以薄礼 一般是两斤糕点
,

这也叫
“

还愿
” ,

又称
“

谢灵
” 。

以 上是笔者根据东阿县黄屯乡大店村的刁 孙氏老太太
、

艾山村的张刘 氏老太太
、

大

桥镇凌山村的李徐氏老太太 口 述整理而成
。

这是 旧时东阿县有关泰山老奶奶的祈愿活动

的较完整仪式的记述
。

目前这类祈愿活动在东阿县的不少村庄仍有残存
,

恤校之前有了

一些变化
,

在仪式上 已不太严格
。

山 东大 学社会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