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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就是民俗

———关于民俗文化与都市发展的若干思考

康保成

　　［摘　要］　生活就是民俗，都市民俗就是都市居民长期积累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

无论过去抑或当今，都市中都会同时具有健康、有益的生活方式和种种陋俗，这二者都应成

为我们的研究对象。真正的都市新民俗应该是生活的一部分，以人为本，而不是作秀。政

府在民俗形成过程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若能及时把握都市民俗的建设方向，采取正确措施，

就能成为移风易俗的主导力量。

［关键词］　生活；民俗文化；都市发展

随着全球化、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城市中本民族的东西、个性化的色彩似乎逐渐被淡化乃至濒

临消亡。于是，重视民俗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呼声日渐高涨，这有合理的一面。然而，保

护民俗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绝非一味复古。生活就是民俗，生活现代化意味着民俗文化必

然更新。保护传统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创造新生活、建设新民俗。在当代中国都市，各种观念

和生活方式并存，呈现出鱼龙混杂、瞬息万变的局面。新的都市民俗究竟应当向哪个方向发展，需

要深入的调查研究。

一

什么是民俗？什么是都市民俗？一部众所周知的经典文献———《东京梦华录》（以下简称《梦

华录》），记录了北宋都城的各类民俗。

北宋的东京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市。这不仅表现在它的人口已经超过１００万，更重要

的是，它已经基本具备 了 现 代 都 市 的 格 局 和 各 项 功 能，集 市 民 居 住、商 业 贸 易、文 化 娱 乐、医 疗 教

育、行政管理于一体。《梦华录》全书共分１０卷，为讨论方便，现依次胪列其篇章目录如下：

卷一：东都外城　旧京城　河道　大内　内诸司　外诸司

　

［作者简介］　康保成，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广州５１０２７５）。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制建设研究”（项目编

号：１０ＪＪＤＺＯＮＧＨＥ００４）、中山大学新兴、交叉学科项目“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规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卷二：御街　宣德楼前省府宫宇　朱雀门外街巷　州桥夜市　东角楼街巷　潘楼东

街巷　酒楼　饮食果子

卷三：马行街北诸医铺　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　相国寺内万姓交易　寺东门街巷　

上清宫　马行街铺席　般载杂卖　都市钱陌　雇觅人力　防火　天晓诸人入市　诸色

杂卖

卷四：军头司　皇太子纳妃　公主出降　皇后出乘舆　杂赁　修整杂货及斋僧请道

筵会假赁　会仙酒楼　食店　肉行　饼店　鱼行

卷五：民俗　京瓦伎艺　娶妇　育子

卷六：正月　元旦朝会　立春　元宵　十四日车驾幸五岳观　十五日驾诣上清宫　

十六日　收灯都人出城探春

卷七：清明节　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　驾幸临水殿观争标锡宴　驾 幸 琼 林 苑

　驾幸宝津楼宴殿　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　驾幸射殿射弓　范苑内纵人关扑游戏　

驾回仪卫

卷八：四月八日　端午　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观神生日　是月巷陌杂

卖　七夕　中元节　立秋　秋社　中秋　重阳

卷九：十月一日　天宁节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　立冬

卷十：冬至　大礼预教车象　车驾宿大庆殿　驾行仪卫　驾宿太庙奉神主出室　驾

诣青城斋宫　驾诣郊坛行礼　郊毕驾回　下赦　驾还择日诣诸宫行谢　十二月　除夕①

概括起来，卷一主要谈的是城市建筑，卷二从街道谈到夜市及各类饮食，卷三、卷四内容较杂，

包括商贸、宗教及皇家各项仪式等，卷五记一般民风和瓦舍伎艺、婚嫁、育子等习俗，卷六至卷十基

本为岁时风俗。不难发现，《梦华录》所记载的民俗事象，涵盖了宫廷大内、士农工商等各界人士日

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岁时节令、娱乐游戏、宗教信仰等等。正如张紫晨所

指出的，《梦华录》“从都市民俗的角度”，对北宋首都的民俗作了广泛的记述，“有其特殊的意义”。②

然而，《梦华录》所载，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北宋都市民俗的全部内容。作者孟元老在汴京住过

２４年，他回忆当年“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盛况，感慨颇深，“恐浸久，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诚为

可惜，谨省记编次成集，庶几开卷得睹当时之盛。”③可见，书中所记，主要是以恋恋不舍的口吻记载

北宋汴京当年的繁荣情况。

晚清出现的《点石斋画报》（以下简称《画报》），则形象地记录了近代都市生活的另一面。《画

报》创刊于清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停刊，由上海《申报》附送。１５年间，共刊出四

千余幅带文的图画。今天看来，《画报》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全面地展示出晚清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尤其难得的是，《画报》记录了上海、北京、南京、天津、广州、武汉、苏州、宁波、杭州、成都、重庆

等大都市的市民风尚。尊闻阁主人（安纳斯脱·美查）明确提出以《画报》效法《春秋》，对“乱臣贼

子”口诛笔伐。④ 所以，《画报》与《梦华录》的一个最大不同，就在于它以批判的口吻，形象地描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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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梦华录笺注》，第１页。
《点石斋画报》，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１９９８年，第１１８页。本文引《点石斋画报》均用此版本。



民风民俗中丑陋的一面。请看下面两幅图画：

　　左上图画的是当时城市中赌博成风，不法之徒设赌局害人的情景；右上图画的则是“沪上小流

氓成群结队，动辄沿街骚扰行人”的实况。这类陋俗，与一般的市民生活图景一道，构成了近代都

市百态。受《画报》影响，广州于１９０５年创办了《时事画报》，天津于１９０７年创办了《醒俗画报》，北

京于１９０９年创办《醒世画报》，都有明显的批判意识。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江苏《上

海风俗琐记》云：

世界各国大城市，其住民最富同化力者，莫如上海。无 论 何 地 之 人，一 抵 上 海，不 能

不染三种习气：一曰趋时，二曰务奢，三曰尚圆滑。苟不如是，似不足以化 成 完 全 之 上 海

人也。上海人同化力之可惊，有如是者。①

此处所记载的“趋时”、“务奢”、“尚圆滑”，已经不是某种具体的生活方式，而是民国初年某些

上海市民的集体习惯，所以才有很强的“同化力”。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外地

人到了上海，也很难不染上这三种习惯。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就成为某种品性、品质，再改也难

了。毫无疑问，此类习惯应进入都市民俗研究者的视野。《上海风俗琐记》还记录了当时妇女的抽

烟习俗，兹转引如下：

近数年来，闺人竞尚吸纸烟。开风气之先者，厥为上海，各地效而尤之，几蔓延全国。

推原上海女界吸纸烟之开山鼻祖，实为曲院中人。所吸率舶来品纸烟，其茎绝细，迨不逮

０２ 民俗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①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影印１９３６年大达图书供应社本，下篇 卷 三，第１３３页。本 文 引《上 海

风俗琐记》均用此版本。



纤指之半，一吐吸间，恒耗青蚨二三十翼。大家妇女争试焉，咸 以 此 为 时 髦。一 烟 之 微，

必盛以金盒，配以金斗，兰房粉阁间，几以吸烟为正课。在昔闺中韵事，曰焚香读书，曰然

脂写韵，今则悉以吸烟代之。吾人如涉足梨园及游戏场所，可见粉白黛绿者流，十之七必

以纸烟实其樱唇，恣吸若狂。而昔人之所谓口脂香者，悉变为烟臭矣。

这里的记载颇为生动、细致。倘有人以《近代上海妇女的抽烟习俗及其影响》为题，应能写成

一篇很有意思的都市民俗研究论文。

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什么是民俗？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劈头就说：“民俗，即民

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①这话不错，只是没有区

分不同性质的民俗。既然民俗就是生活，民俗就是生活习惯，那就不仅应当包括《梦华录》记载的

都市民众的一般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还应当包括不良习俗。

一些学者大体顺着《梦华录》的路子，把都市民俗分作“有形的”民居、祠庙、商号、会馆、码头、

水井、碑石、街巷、花园、风味食品、服装衣饰、民间用具、儿童玩具、交通工具，与“无形的”神话、传

说、史诗、故事、歌谣、谚语、谜语、笑话等。② 这在外延上对《梦华录》作了一些细化或补充，虽然也

有意义，但却明显缺了不良风俗的一块。早在１９２４年，容肇祖先生为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拟定的

“风俗调查表”，就把娶妾、守节、缠足、械斗、打架、咒骂、嫖、赌、盗、娼等不良习俗列入调查和研究

的范围。

近年来，对恶俗、陋俗 的 研 究 取 得 了 一 些 进 展，例 如 梁 景 和 的《近 代 中 国 陋 俗 文 化 嬗 变 研 究》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叶丽娅的《典妻史》，王绍玺的《窃贼史》（广西民族出版社、上海文艺

出版社，２０００）；徐凤文、王昆江的《中国陋俗》（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程郁的《清至民国蓄妾习俗

之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等。此外还有一批论文，如曲彦斌的《市井陋俗之传统》（《书屋》，

２００５）等。这表明都市民俗的另一面，已经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二

在我看来，民俗学研 究 应 该 有 两 个 翅 膀，一 个 是 研 究 旧 民 俗，另 一 个 是 建 设 新 民 俗。两 翼 齐

飞，方能展翅翱翔。

既然已经成“俗”，必然有一个沿袭的过程，所以民俗学所研究的大多是历史上的民俗或民俗

的历史。从《诗经》、《周礼》所反映的上古民俗到《梦华录》所记录的中古都市民俗乃至“文革”期间

的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语录歌，都可能成为民俗学的研究课题。柳田国男主张民俗学乃是

历史研究，称民俗学为一种究明历史的学问，这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古。也就是说，今天的生活方式，人们的衣食住行、仪式、娱 乐、游 戏

及各类相关的物质载体，以后都会成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还是那句话，生活就是民俗。既然旧

民俗不全是人为保护的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然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那么新民俗亦

然。从这样的视角来看，人们对旧民俗的消亡似乎过于杞人忧天，而对于新民俗的建设，又显得信

心不足，重视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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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说，凡是与今天的生活失去了内在联系的旧民俗，都必然会没落、异化乃至消亡；凡

是靠人为保护方能苟延残喘的民俗事象或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必然会走向消亡。这样的例子实在

是不胜枚举。

比如七夕乞巧习俗，在唐代的长安、宋代的汴京都非常流行，但在当代都市早已销声匿迹。乞

巧从求子巫术演变而来，最早是为了求子，后来变为求女工之巧，即乞求针线活儿做得好。现在在

城市，不要说做针线 了，连 缝 纫 机 都 淘 汰 不 用 了，乞 巧 习 俗 失 去 了 生 活 的 依 托，自 然 丧 失 了 存 身

之地。

如今每到过年，都有人说年味淡了，其实说这话的多半是上了一点年纪的人。由于对以往的

年俗过惯了，起码是有深刻记忆，才发出如此感慨，颇有一点“九斤老太”的遗风。过去如何过年？

无非是祭祖先、贴门神、贴年画、穿新衣、放爆竹、守岁、拜年、吃饺子等等。而这些习俗，都与以往

的宗教信仰、生活水平、生活方式紧紧联系在一起，或者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而现在生活水平

提高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改变了，过年的方式相应发生一些改变是很自然的事，用不

着大惊小怪。

《梦华录》卷六“立春”条云：“立春前一日，开封府进春牛，入禁中鞭春。”①这是典型的农耕文明

的产物，本在辛亥革命后已经在城市中消失。但据说在北方某大都市得到“恢复”，并被确定为春

节期间的固定民俗项目，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民俗既有时间的含义，更有空间的含义。过去常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指的就是民俗

中空间的含义，这并非没有道理。但如今对这句俗语应当给予理性的反思。魏晋时期的著名诗人

王粲在《七哀》诗中说：“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那时距离黄河流域不到３００公里的湖北荆襄一

带就是“蛮夷”之地了。可现在中国变大了，地球变小了，十几小时的飞机就可以从中国飞到欧洲、

美洲。互联网、卫星电视与其它通讯设备，会把纽约遭受９１１袭击的事“实况转播”到全球每一个角

落。华盛顿打喷嚏，北京就感冒。世界金融危机，６年前的ＳＡＲＳ，今年的 Ｈ１Ｎ１，与奥运会一样上

演着“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想”的现实题材剧，颇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味道。

“经济一体化，文化多样化”，听起来说得不错，但经济和文化如何能截然分开？城市中一幢幢

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一座座纵横交错的立交桥，川流不息的小轿车，五彩缤纷的霓虹灯，怎么看

都与国外的大都 市 差 不 离。这 不 就 是 城 市 建 筑 民 俗 和 出 行 民 俗 吗？《梦 华 录》中 记 载 的“御 道”、

“牛车”哪儿去了？北京的四合院哪儿去了？上海的弄堂里巷哪儿去了？中国的高速列车（如“和

谐号”），与日本的新干线、法 国 的 高 速 列 车、德 国 的 高 速 列 车，从 外 貌 看 几 乎 没 有 区 别，清 一 色 的

“子弹头”、乳白色车体，车内坐椅一律朝前，而不是普通列车坐椅两两相对。因为只有流线型才能

最大限度减少阻力提 高 速 度，而 乘 坐 在 高 速 列 车 上 只 有 朝 前 才 能 避 免 身 体 前 倾。高 效、安 全、舒

适，这就是硬道理。然而这样一来，人们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就减少了，民俗因生活而发生了改变，

民俗服从于生活。

近代以来西方生活方式大举入华，覆盖到人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有人愤慨地指责为“全盘

西化”或“崇洋媚外”。盲目的“崇洋媚外”是有的，但若是生活所需则另当别论。例如中国从前没

有沙发（ｓｏｆａ），座椅靠背是直的，“坐有坐相”，可以显示礼节与威严。而当前谁家不坐沙发？最终

还是舒适战胜了面子。这与其叫“西化”，还不如说是“科学化”、“人性化”更合适。有的座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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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红木的，样式则是低矮的沙发型，靠背略向后斜。要是嫌坐的时间长硌屁股，再加一个厚厚的垫

子。这是典型的中西合璧。

从前中国人写字用毛笔，书法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１８０９年，美国的华脱门金笔厂正式生产

钢笔，到今年整整两百年，而钢笔传入中国的时间也就一百年。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电脑开始在中国普

及，识字的中国人又一次换“笔”，其实是写字不用“笔”了，只要敲键盘就可以了。这样一来，写毛

笔字———也就是传统的书法，甚至问世不久的硬笔书法、钢笔书法，就日益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

而最终蜕变为一种纯粹的高雅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写字和书法

分为两途，钟爱书法的人可以尽情地去练毛笔字，以写作为目的则只需敲击键盘。显然，后者的速

度更快，效率更高，必然会成为都市生活和民俗的一部分。

电话，尤其是携带电话、互联网、Ｅ－ＭＡＩＬ、ＭＳＮ、ＱＱ的出现，不仅造成书信大为减少，而且使

人与人见面的必要也大为减少。“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人情味自然淡了不少。可是我们已

经无法回到过去，也不愿意回到过去。如今，发短信已成为一种流行时尚，一种都市新民俗。短信

拜年、短信问候、短信办事，快捷，省钱，方便。有了电话，我们已经习惯于串门前提前预约。这不

仅是一种礼貌，是对主 人 的 尊 重，而 且 也 方 便 了 自 己，省 得 主 人 不 在 家 白 跑 一 趟，何 乐 而 不 为 呢？

这是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产生新民俗的又一例。

总之，某些西方现代文明早已造福于全人类，成为人类共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在现代生活

方式的影响下，民俗文化，尤其是世界各地的都市新民俗，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趋同色彩，这是难以

避免的。

都市中的年轻人最喜 欢 跟 潮 流。西 方 来 的 洋 节 日，如 圣 诞 节、复 活 节、感 恩 节、万 圣 节、母 亲

节、父亲节、情人节、愚人节，或许比元宵、清明、端午、中秋更能吸引他们。在中国，这些洋节日本

来具有的宗教意义被忽略，而成为都市中青年一族的娱乐、消费、交际的平台。有关部门曾经下文

限制过圣诞节，其实大可不必。其它如卡拉ＯＫ，流行音乐，过生日ｐａｒｔｙ时切蛋糕、吹蜡烛、用英文

唱Ｈａｐｐｙ　ｂｉｒｔｈｄａｙ　ｔｏ　ｙｏｕ，也都成了都市青年生活的一个部分。这些虽不一定是有益的，但起码是

无害的。日积月累，必然形成都市新民俗。

上述种种生活方式，并没有人为的提倡与扶植，而是在现代科技、全球化趋势推动下，都市居

民的自然选择。可见，新民俗与新的生活方式同在。

三

那么，是否可以说，当今的都市生活方式天然合理，新民俗的形成可以顺其自然呢？也不是。

生活方式、娱乐方式是 人 的 活 动，可 以 受 生 产 力 的 推 动 而 形 成，也 往 往 在 人 为 的 干 预 与 培 育 下 形

成。同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并不都是健康的、积极的，也有消极颓废的一面，例如我们上文提到的

种种陋俗，这就需要引导和匡正。

我们发现，《梦华录》只有记录意识而没有批判意识，《画报》和《上海风俗琐记》虽有了自觉的

批判意识，但却没有新民俗建设意识。今天研究都市民俗，应当同时具备实录精神、批判精神和建

设都市新民俗的意识。

所谓“实录”，就是不仅要记录城市市民一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也要敢于记录当今都市的

陋俗与恶俗。

我以为，除了乱闯红灯成风、随地吐痰成风、不排队成风这三大顽症之外，官员贪污成风，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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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下效形成的全民腐败、全民浮躁都在必须革除的恶俗、陋俗之列。“文革”后形成的走后门、公

款吃喝、公款旅游、包二奶等恶俗屡禁不止且愈演愈烈。一出出“新官场现形记”、“新儒林外史”令

人瞠目结舌。前几年各大学“跑点”，一度成为每两年定期上演的都市闹剧。此外，现代科技在造

福人类的同时也被人利用，形形色色的高科技诈骗、盗窃手段应运而生，令人防不胜防。

这就是当代都市中的社会风气。诸如此类的恶俗、陋俗与上文谈到的健康、时尚的新民俗一

起构成了都市民俗的全部内容。

有一句成语叫“愤世嫉俗”。如果民俗学家只对逝去和即将逝去的传统旧民俗如丧考妣，而对

恶俗、陋俗的大行其道不置一词，就不仅辜负了“民俗学家”的光荣称号，也失去了一个学者的起码

良知。中国人是富有智慧的，用编“段子”的方式记录、嘲弄了种种不正之风，同时用手机发送“段

子”本身也成为一种新民俗。民俗学家应当广泛收集这些“段子”，研究“发段子”习俗。当然，编发

“黄段子”属于不良习俗应当禁止，但却不应当禁止研究，就像缠足习俗一样。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李景汉等人 以“平 民 教 育”为 目 的，对 河 北 定 县 的 社 会、民 俗 进 行 实 地 调 查。

而今当代都市民俗不仅陋俗充斥，而且杂乱无章。如何引导民众移风易俗？新民俗建设究竟应当

朝哪个方向发展？也需要民俗学家作深入的调查研究。

以城市建筑而言，北京长安街上平添了一座蛋形的国家大剧院，与天安门城楼遥遥相对。这

意味着什么？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以民间娱乐方式而言，中老年的唱“红歌”、唱戏曲与青年人喜

欢的卡拉ＯＫ、流行歌曲、“超女”并存。以服装而言，西服（打领带的和不打领带的）、夹克与唐装并

存。以购物方式而言，现代化的超市购物与自由市场的讨价还价、街边走鬼摊位并存。此外还有

上文提到的传统节日与西方节日并存，等等。究竟哪些是合理的、自然的生活方式？哪些需要纠

正、引导？用什么样的方式纠正？都需要详加甄别。

当代城市青年的婚礼也给人中西混杂、不伦不类的感觉。我参加过北方某省会城市一位青年

男工与一位女护士的婚礼。清一色的奥迪车队接新娘，花车是凯迪拉克，浩浩荡荡，招摇过市。不

仅伴郎、伴娘一应俱全，而 且 还 有 一 个 身 上 绑 着 翅 膀 的 小 天 使。婚 礼 的 主 持 者 当 然 不 是 神 父、牧

师，而是某婚庆公司的司仪，他是整场婚礼的灵魂。司仪让新郎新娘作各种表演，互戴戒指、喝交

杯酒、点蜡烛、切蛋糕、唱歌、发笑。更糟糕的是要给新郎的父母抹花脸，几十桌酒席，吵吵嚷嚷，打

打闹闹，震耳欲聋，不亦乐乎。据了解，北方大中城市普通青年的婚礼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把从

影视中接受到的西 方 基 督 教 婚 礼 的 庄 严 肃 穆 与 传 统 中 国 婚 礼 的 摆 阔 气、图 喜 庆、凑 热 闹 结 合 在

一起。

现代中国都市民俗鱼龙混杂，“新民俗”与“伪民俗”如何区分？我认为至少应当有两个标准：

第一，看其是否属于人们的实际生活。真正的民俗决不矫揉造作、扭扭捏捏，因为它是生活的一部

分，不是作秀。第二，看其是否代表时代发展的方向，是否属于健康的、有益的、人性化的，起码是

无害的。过多拿“保护传 统”说 事 是 一 种 误 区，因 为，人 殉 陪 葬、缠 足、械 斗 等 等，也 曾 经 是 传 统 民

俗。此外正如前文所述，以农耕文明为温床的部分都市民俗的消逝也不足惜。总之，建设新民俗

需要向前看，而绝非一味复古。

看春晚、穿唐装，以及部分大学生看昆曲、唱昆曲是否可能成为都市新民俗？我觉得现在还不

好说，还要看生活的考验。春晚虽然已经持续了不少年，但后来几乎每年都受到观众的激烈批评。

地道的广州人很少看春晚。唐装在某次国际会议上由国家领导人带头穿过以后，曾经有走红的趋

势。但我们的领导人现在依然以穿西装为主，一般的城市居民又有多少人穿唐装呢？据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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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大学生以看昆曲和会唱昆曲为时尚。我没有作实地调查，总担心昆曲离现代生活太远，短期

的、少数人的喜好难以为民众普遍认同。

四

如上所述，都市新民俗说到底是一种人的活动，往往受人为因素的影响。现代科技、全球化的

大趋势可以改变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娱乐方式，促使某种新民俗的诞生。此外，都市民俗至

少还要受到三种力量的干预：一是官方的力量，二是媒体的力量，三是教育的力量。三种力量，以

官方的力量最强大。因为在中国，媒体和教育历来受官方支配。

早在先秦时期，著名的“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就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产物。这些儒家

经典对我国民俗的影响之大，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下面，我想谈谈近代以来政府推行历法改革

对城市生活产生影响的问题。

众所周知，我国长期以 来 实 行 夏 历（又 称 阴 历、农 历、旧 历），辛 亥 革 命 以 来 采 用 公 历（又 称 阳

历、新历），但农历并未完全废止。相比之下，城市多用公历，并辅以西方流行的每周七天的“星期

制”。机关、学校、工厂等基本上都以公历和“星期制”安排作息。农村则较多保留旧历，以传统的

二十四节气安排生产与生活。公历和“星期制”的推行对我国城市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根本的影响，

早就成为都市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只是人们“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已。人们

都知道圣诞节、情人节 是 外 来 的，其 实 元 旦 何 尝 不 是 外 来 的。只 是 时 间 久 了，大 家 都 已 经 麻 木 不

仁、习焉不察罢了。

公历、农历双轨制的推行，既有利于与世界接轨，又保留了传统的习俗，看来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另一方面又造成了数不清的麻烦。不仅农民和城市居民在谈时间的时候往往使用两套话语体

系，而且同是城市居民也因阳历、阴历的混杂而产生出许多误会和纠纷。此外，几乎所有的中国人

都有两个生日。以本人为例，出生于公历１９５２年１月，按农历则是辛卯年（兔年）的腊月，横跨了两

个年头。我这个“兔子尾巴”经常被误认为是“龙头”。还好，我填所有表格一律使用阳历。而有的

人，档案与户口不一致，在升学、就业、退休、计算工龄等场合都会受到影响。在学校，每年放寒假

和开学的时间都不一定，因为寒假绕不开春节，而每年的春节都不在同一天。同时我们还得兼顾

“星期制”，新学期开学一般应该在星期一。这就是我们岁时民俗的一个显著的事实，特别是城市

岁时风俗的现实。假如将来的人能够比较聪明地解决这个问题，当他们回首我们这个时期的岁时

民俗，一定觉得非常有趣。

相比之下，日本的历法改革比较彻底。明治维新以后，政府明令取消旧历实行公历，新年从旧

历的正月初一改到公历的１月１日，传统的“盂兰盆节”则 从 旧 历 的 七 月 十 五 改 到 公 历 的８月１５

日，而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则予以取消，百年来已相沿成习。这说明行政的力量无比强大，即使

传统深厚的民俗也可以被强制改变。最近，日本政府把每年１０月１０日的体育节改到１０月的第二

个星期一。本来，体育节的设立是为了纪念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０日东京奥运会开幕，届时举国放假一

天。但由于星期一放假便于与周六、周日连接形成三连休，于是纪念的意义让步于生活和工作的

便利，“星期制”的作用进一步凸显。于是官方宣布改期，而且说改就改，改了没商量。

在中国，清明、端午、中秋节终于可以放假了，这是政府顺应民意、重视传统文化、制定民俗文

化保护策略的例子。当然更成功的例子，就是近几年来一系列关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和

措施出台。虽然在执行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不少，但总的来看积极面要大于消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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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相反的例子。“文革”期间禁演传统戏曲，造成八亿人八个样板戏的局面。这段历史伤

痛虽然已经过去了３０多年，但依然让人难以忘怀。这里想强调的是，即使在今天，由于对民俗与生

活的关系认识不清，致使有关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出现犹豫彷徨、畏首畏尾、举棋不定、朝令夕

改的情况。例如，在城市中是否可以燃放烟花鞭炮的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

１９９２年，广州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广州市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管理规定》，规定在城区范围内

不得燃放烟花爆竹，创下了“一夜革除千年旧习”的“广州奇迹”（《人民日报》评论语）。紧接着，深

圳、上海、北京等全国２８２个城市先后实施“禁炮令”。然而，到２００５年，却有１０６个城市“禁改限”，

一度远离城市人生活的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又在新年期间砰然响起。

燃放爆竹的原始功能是驱鬼，《荆楚岁时记》云：“（元日），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①后

来爆竹被鞭炮所取代，功能也有所拓展，从驱鬼避邪为主变为制造喜庆气氛为主。但在高楼林立、

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燃放烟花爆竹所酿成的灾祸日渐增加，火灾和爆炸事故频发，不少人员被炸伤

甚至丢了性命，更 不 用 说 噪 音、污 染 等 造 成 的 灾 害。最 近 读 到 一 篇 散 文，颇 有 同 感，兹 摘 录 一 段

如下：

我对放鞭炮并没什么意见，毕竟也是中国传统的习俗，但是我对在街 上 随 手 丢 去 的

鞭炮则特别厌恶，因为冷不防就会受到这随手丢来的鞭炮惊吓。禁炮令一解除，你看吧，

鞭炮成了孩子们的玩物，拿着炮用明火一点，赶忙丢掉，稍瞬即响，稍不注意便会 被 这 突

然一响吓一跳。为了不被爆竹所惊吓，我长了个心眼，凡是看到有小孩子，尤其是几个聚

在一块儿的男孩子，我都绕得远远的，无论他们是不是在玩炮。这一招虽然比较笨，但起

码可以保证我不会被“冷炮”所惊吓。②

笔者对此感同身受。记得学生时代住集体宿舍时，有人爱在走廊里放冷炮，回音特大。正在

埋头读书或卧床消息的我，常常会被冷跑声吓得心惊肉跳，半天回不过神来。此外，我最怕大年三

十晚上通宵不停的鞭炮声，让人彻夜难眠，往后几天都没精打采。感谢、拥护广州市的“禁炮令”，

钦佩广州市人大维护了法律的尊严，没有随波逐流、朝令夕改。

传统民俗根植于传统的生活方式，其中相当一部分会与现代生活方式和现代理念产生冲突。

对这部分民俗传统，应该毫不可惜地予以扬弃。“以人为本”、“与时俱进”应当成为建设新民俗的

基本原则。恢复传统不应该以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代价，不应该以干扰别人来换取短暂的快乐。

政府及相关部门如果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也就会有果断的措施。

近年来，无论城乡，都弥漫着一股复古风，应当引起注意。据说在天津，有人办丧事要请一些

“假和尚道士，吹吹打打”，“天亮后还要抬上一口棺材去游街，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纸钱纷飞，有哭

的有笑的，一路喧闹”，“最搞笑的是见过１２辆加长凯迪拉克、林肯组成的出殡队伍，即拉死人又拉

新人”。网友对这种现象有争议，有人认为“极端愚昧落后”，有人则认为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③

我认为这是典型的 沉 渣 泛 起，有 关 方 面 应 当 及 时 予 以 教 育 和 引 导，不 要 让 都 市 新 民 俗 建 设 走 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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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宋金龙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页。

俞璐洋：《小心鞭炮》，《大河报》２００７年２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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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综上所述，生活就是民俗，都市民俗就是都市居民长期积累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无论过

去抑或当今，都市中都会同时具有健康、有益的生活方式和种种陋俗。这二者都应成为我们的研

究对象。研究都市民俗，应当同时具备实录精神、批判精神和建设都市新民俗的意识。目前人们

对某些在现代化生活方式冲击下濒临消亡的旧民俗过于杞人忧天，而对于种种陋俗则视而不见，

对新民俗的建设方向也重视不够。真正的都市新民俗应该是生活的一个部分，不是作秀；新民俗

应该顺应时代潮流，以人为本。政府在民俗形成过程中地位举足轻重，若能及时把握都市民俗的

建设方向，采取正确措施，就能做移风易俗的主导力量。

７２生活就是民俗———关于民俗文化与都市发展的若干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