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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读者《(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是《读者·乡土人文版》杂志社在杂志创刊10年之际推出
的一套系列丛书，该丛书根据杂志的8个经典栏目编选，共两辑14卷。
    《读者·乡土人文版》是一本以“乡土中国”为表现对象的综合性文化月刊，创刊于2000年，原名
《读者》(乡村版)，最先面向农村发行；2006年《读者》(乡村版)更名为《读者·乡土人文版》，并进
行了扩版增容，由原来的48页单色印刷调整为64页全彩印刷，同时面向全国城乡发行；2009年杂志再
次扩版至72页，成为一本展示乡土中国的大开本杂志，内容更丰富、视野更广阔、角度更全面。
杂志从创刊至今，已有10年。
10年来，《读者·乡土人文版》杂志一直以独特的视角聚焦乡土中国，关注平凡百姓的生活和命运，
采撷中国大地上的人文遗韵，发掘平凡人身上的人性光辉。
10年间，各级领导和广大读者对刊物的关心和爱护，激励着我们在工作中永怀感恩之心，勤勉、谨慎
，力求编辑的每一期杂志都能做到尽善尽美。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读者·乡土人文版》从当初的一株小苗，经过10年的雨露风霜，如今虽
未参天，但也健康挺拔，风骨独具，秀于刊林。
    回顾十年风雨路，采得香茗献知音。
适逢杂志创刊10年之际，为记录10年来的编刊历史，总结编刊过程中的得失，感谢读者朋友多年来对
杂志的厚爱和支持，我们将杂志创刊10年来汇集的美文精华，按照杂志栏目选编成《十年精华文丛》
，回馈广大读者。
    在丛书的编辑过程中，由于佳作众多，虽经多次删减，但仍有一些文章不忍割舍，因而，除《旅食
天下》和《行走乡土》单独成卷外，《百味人生》、《一方水土》、《百姓生活》、《亲情驿站》、
《心灵家园》和《风俗民情》大致按杂志前5年和后5年的时间顺序分为A、B两卷。
整套丛书将分两辑出版：第一辑于2011年年初出版，包括《百味人生》(A卷)、《百姓生活》(A卷)、
《亲情驿站》(A卷)、《心灵家园》(A卷)、《风俗民情》(A卷)、《一方水土》(A卷)和《旅食天下》(
全一卷)；第二辑包括各书的B卷和《行走乡土》(全一卷)也正式出版发行。
另外，应广大读者朋友的要求，编委会正在筹划编辑4本视觉主题图书，分别为《中国民居》、《乡
土映象》、《民间艺术欣赏》和《中国人文地理》，预计将于2012年年底出版。
    一本好书是一生的财富，它会为你开启一扇了解时代和世界的窗口，让你的眼界更开阔，让你的思
想更充实，让你的生活更有趣。
我们坚信《十年精华文丛》就是这样的书。
它会让你了解到乡土中国的魅力和神韵，体味到那感动人心的亲情故事和充满情趣的百姓生活，欣赏
到那独具特色的人文风貌和丰富多彩的风俗民情⋯⋯伏尔泰说：“当我们第一遍读一本好书的时候，
我们仿佛觉得找到了一个朋友；当我们再一次读这本好书的时候，仿佛又和老朋友重逢。
”《十年精华文丛》会成为你的朋友，相信它最后也会成为你的老朋友。
    鉴于编辑该套丛书时间紧促，加之经验不足，书中瑕疵在所难免，望读者朋友见谅。
另外，本杂志原副主编李一郎同志在选编这部书稿的过程中付出不少心血．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彭长城、副总经理陈泽奎和第一任主编胡亚权等在书稿的编辑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
的指导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十年精华文丛》编辑组    201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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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风俗民情（B卷）（珍藏版）》选编的是《读者·乡土人文版》自2000年创刊至今，8大精品栏
目10年来刊发的经典美文。
本书辑录《心灵家园》栏目设立10年来后5年中所刊登的精华文章，《风俗民情（B卷）（珍藏版）》
由高剑峰所著，旨在抒写令人难以忘怀的乡村生活和那些触动心灵的乡野风光，用优美的文字营造乡
土世界淳朴浑然的意境，挥洒平淡中溢出的温馨乡情。
　　《风俗民情（B卷）（珍藏版）》是“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的其中一册，供读者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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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其祥确山打铁花：花开千年的烟火／／周一渤陕北东北角：    七月初一人捏人。
七月十五人吃人／郭庆丰  马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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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民间歌谣中有一种叫“颠倒歌”，小时候只知它叫“小孩子语”。
大人们说：“教你个小孩子语！
”便唱道：“小孩子语，实难熬，蚂蚁过河踩塌了桥，葫芦沉底碌碡漂，花椒树上结樱桃。
东西路，南北走，听见庄里人咬狗，拾起狗来就打砖，打得尘土高起天！
”    这样的歌谣，一教就记住了。
我想，有意思，蚂蚁过河竞踩塌了桥，胡诌呗。
后来，还真听了些叫胡诌的歌。
歌谣开宗明义就叫“诌”，毫不含糊：“瞎胡诌，诌瞎胡，拾起镰来就一锄，一锄耪在枣树上，桑葚
子落了一糊糊，张起兜来拾马包(粪堆里生长的一种小植物)，拾了茄子两嘟噜，家里切的是瓜菜，熬
在锅里小豆腐，端起碗来吃干饭，出溜出溜喝糊涂，张三吃了李四饱，捞着王二撑龟了腰。
说俺诌，俺就诌，大年五更立了秋，正月十五下雹子，打了养麦和绿豆，二月十五发黄水，冲了一河
秫秫头，捞了个小的一石二，捞了个大的打八斗，连着捞了七八个，打了还没一烟袋头！
”这里是连着几个“诌”。
    后来又见了一些“诌”，有些句子相似，有的叫“说花胡”，有的叫“瞎话”。
旧时民谣集子中有那么一两首，叫“反唱歌”、“倒唱歌”、“唱反歌”。
    前几年，编《民间文学集成》时，也收了那么一两首。
例如：“太阳出西落在了东，胡萝卜发芽长了一根葱，天上无云下大雨，树梢不动刮大风，滚油锅里
鱼打浪，高山顶上把船撑，东洋大海失了火，烧毁了龙王的水晶宫。
一只蚂蚁咬死驴，小麻雀一嘴叼死鹰，阳关道上有人骑着大刀扛着马，又来个口袋驮驴一溜风，半空
中有个兔子咬死狗，院子里老鼠拉猫钻窟窿，一个小公鸡下了蛋，蛋中长根骨头硬如钉，小鸡吃了个
黄鼠狼，青蛙吃了个长蛇精，老太太见了心害怕，胡子吓得直扑棱。
说俺诌，俺就诌，大年五更立了秋，寒冬腊月涨黄水。
遍地开满高粱头。
东西路，南北走，山顶上听见人咬狗，掂起狗来就砸砖。
车拉毛驴一溜烟。
说胡拉，就胡拉，寒冬腊月种棉花，锅台上头撒种子，鏊子底下发了芽，拖了几根葫芦秧，开了一架
眉豆花，结了一个大茄子，摘到手里是黄瓜．舀到碗里是芝麻，吃到嘴里豆腐渣，张三吃了李四饱，
撑得王二哭爹妈。
”    另有一首“瞎话”是：“瞎话，瞎话，说也罢，不说也罢，一根羊毛擀了一双毡袜，他爹穿了八
冬，他儿穿了八夏。
锅台后面种上二亩大西瓜．好驴好马驮不了三，放牛小子来偷瓜，抻抻肚皮装了二十三，瞎汉说我看
见了，聋汉说我听见了，瘸子说我去撵了，撵到秫秫地，叫秫秫叶把头割掉了，走到河里洗洗脸，一
抹头没有了，张着瓢大的嘴哭他的头。
”    民国年间，出版的《民谣》中有这么三首。
一是湖北的“反唱歌”：“反唱歌，倒起头，我家园里菜吃牛，芦花公鸡咬毛狗，姐在房中头梳手。
老鼠叼着狸猫走，李家厨子杀螃蟹，鲜血淹死了王二姐。
”二是湖北的“倒唱歌”：“倒唱歌，顺唱歌，河里石头滚上坡，先养我，后生哥，爹讨妈，我打锣
。
家公抓球我捧盒，我从舅爷门前过，舅爷在摇我家婆。
”三是河北的“唱反歌”：“唱反歌，倒起头，爷十五，娘十六，哥哥十八我十九，记得外公娶外婆
。
我在轿子前头打大锣。
”    这些像是没啥意思的歌谣，想一想还是有奇妙的味道。
一是它品格真诚．就是诌，诌而不忌诌，不像有些人拿着假话当真话说，不脸红，吹牛不上税。
当年说“亩产万斤粮”，说“大战今冬明春，进入共产主义”，是严肃认真说的，后来才知道是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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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热说昏话，那才是真的“说瞎胡”。
二是它告诉你诌了以后，你在知道了它不是有意骗你的情况下，就听它怎样诌吧，它展开丰富的想象
力，诌得让你开怀大笑，让你乐了又乐。
你看，滚油锅里鱼打浪。
海里起大火烧了龙王水晶宫；你看，头都没有了，还在张着瓢样的大嘴哭他的头⋯⋯歌谣的想象引你
想象，这就是艺术效果。
它自然让你得益，说蚂蚁过河踩塌了桥，你就知道蚂蚁过河不能踩塌桥．许多生活中的知识和社会中
的现象。
它在反说中让你在思想上正过来。
这是在乐的过程中得到的益。
我看也不妨说，这类歌谣也是寓教于乐的一种手法。
不然，它不会如此经久不衰地在民间流传。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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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风俗民情(B卷珍藏版)》由高剑峰所著，中国有10多亿人口，谁也无法割舍父辈或祖辈扎根土地而涌
动在血液里的一脉乡情。
乡村人读了她，觉得熟悉而热爱；城里人读了她，觉得亲切而喜欢。
    “乡土”是一个质朴纯净的词语，这本书把这个词诠释得十分到位。
读她，带给我的不只是怀旧和抚慰，更多的是回溯精神之源，探寻生命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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