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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生活于文化之中，正像人离不开空气一样。
《周易》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无论汉语“文化”一词是否由此而来，这段话至少说明，我们的祖先向来对文化的重要性有十分清
楚和极其深刻的理解。
文化确乎是人之所以成为人、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根本标志。
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人，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人是文化的动物。
    从文化本身来说，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的传统文化可以粗略地、也是相对地划分为两大分流，即所
谓上层文化(或称高层文化、雅文化、精致文化⋯⋯)和下层文化(或称基层文化、底层文化、低层文化
、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最古老的文化，因为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发展的初始阶段；民间文
化同时也是最年轻的文化，因为它仍然活生生地存在于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口碑之中。
民间文化还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基础，并且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上层文化往往是对民间文化选择、改造和精致化的结果。
    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是民间文化中最富色彩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在人类创造的一切艺术中，生命最活跃，涉及最广泛。
它以古朴纯真的艺术手段，反映着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理想和追求。
它的无数珍品，是当之无愧的美的典范。
没有了它，人类将失去多少童真的回忆；没有了它，人类的爱祖国、爱家乡将会缺少多少实际可感的
具体内容；没有了它，人类的欢乐、悲伤也将变得干枯而平淡；没有了它，人类将会失掉多少生活的
甘美和幽默⋯⋯    万家社区图书室援建和万家社区读书活动，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一项战略举措。
我们作为受到农民兄弟哺育和培养的知识界、文化界，有义务用学来的知识回报衣我食我的广大农村
的父老乡亲，这不仅是我们的社会责任，也是我们的荣耀。
    中国民俗学会在这项重要活动中，承担有关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约50种图书的撰写工作。
我们组织了学养很高的包括大批教授、研究员在内的专家队伍，来完成此项写作任务。
他们在相关领域里，学有所长，业有专攻，所有作者都以光荣志愿者的精神，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用
生动活泼的文字，把相关的准确而丰富的知识，呈献给农民兄弟和城镇社区的读者。
完成这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写作编书任务，是我们人生当中一件值得骄傲、值得自豪的事情。
    中国民间文化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其中凝聚着民族的性格、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真
、善、美，是中华民族彼此认同的标志，是祖国同胞沟通情感的纽带。
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传统文化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巨大贡献。
急遽变化的时代在淘洗着传统的民间文化。
在当今时代，我们尤其有必要对我们丰富淳厚、历史悠远的民俗传统立此存照，将其中的优秀部分及
其真谛展示给包括农民兄弟在内的广大民众，使他们对中华大地、对祖国同胞、对优秀的文化传统和
淳厚的民俗民风怀有更深刻的眷恋、热爱和崇敬。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创造的非常丰富而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的幸事，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
    我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民间文化之花越开越鲜艳，为我们祖国、为我们中华民族赢得一个永
恒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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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人从在胎中孕育直到死去，甚至到死去很久很久，都始终处于民俗的环境中。
民俗像空气一样，是人们须臾不能离开的。
对于民众社会来说，民俗又是沟通情感的纽带，是彼此认同的标志，是规范行为的准绳，是维系群体
团结的黏合剂，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
本书是《中国民俗文化丛书》之一《民间丧葬习俗》，为您详细介绍了中国传统丧葬文化与民间传统
丧葬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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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淑君，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发表《婚姻习俗与文化》、《民间丧葬习俗》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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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6.招魂 停尸之后行招魂礼。
挂上魂帛、魂幡，幡上串起与死者岁数相等的纸钱，在门前或登上屋顶呼喊招魂。
之后是将纸马和死者的旧衣物送往宅外烧掉。
山东叫“指路”，浙江金华等地叫“送无常”。
 7.报丧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将亲人去世的消息告知亲朋好友的习俗。
一般在报丧之前，大都请阴阳先生或风水先生择好人殓安葬的日子，然后，将去世的消息和人殓殡葬
的时辰同时告知亲友。
目的一是将亲人去世的消息告诉亲友，二是让必须参加逝者入殓安葬的亲友做好准备。
各地报丧时方式有异，如浙江大都倒夹一把雨伞，到亲友家后将雨伞倒倚门墙上，不需开口说话亲友
即知。
在湖南吉首一带，丧家则用放铳通知本村亲属。
现在大都用电话等形式报丧，也可以用讣告的形式告知，不用亲自派人上门通报。
 有些地方除了向亲友报丧外，还有到土地庙、城隍庙向神灵通报的习俗。
人们相信，人死后将由阎王爷管辖，所以必须到庙宇之类的地方报到。
 入殓成服之仪 入殓成服仪式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死者进棺时的习俗，一部分是关于亲属
换穿丧服的规定。
 1.浴尸 这是给死者最后一次洗浴身体，以让死者干干净净地到另一个世界去。
浴尸不是真正的洗浴，而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
有的地方由“棺材头”即收尸抬棺者专门负责，有的则是死者的儿女按序醮水为死者象征性地擦拭。
在江南则盛行买水浴尸，即孝子提水具到河边，后随一人执伞遮盖，孝子投一文钱于水中，然后取水
回家给死者沐身。
买水浴身的习俗在壮族等许多少数民族中也盛行。
 浴尸时民间还行开光仪式，其实是擦洗眼睛，目的是让死者在下辈子不致瞎眼。
《满汉礼俗》载，浴尸后，“又拿一碗水，用一块新棉花，蘸这水，将亡人的眼睛擦洗擦洗，叫做开
光，这是孝子亲手做的事，别人不管。
说是死人若不开光，那下辈子必是瞎子。
” 2.入殓 浴尸之后是穿寿衣人殓，这是关于换好衣服将死者放进棺材的习俗。
民间规定，寿衣必须单数。
山东为“五领三腰”即五件上衣，三条裙裤。
江浙盛行上七件下五件或上十一件下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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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从事丧葬习俗的研究已经十多年，书也出过，文章也写过不少，然而，面对历史悠久、内容丰富、
形式驳杂的民间丧葬习俗，经常还是一脸的茫然。
在一些细节性的习俗上，各地民间充分发挥了聪明智慧，将生活的内容与想象，植入丧葬习俗之中，
既表达了人们的“孝”，也为死者建构了另一个世界，又满足了生存者的心理需要。
比如，死者移床之后，许多地方有这样的习俗，给死者手中塞入一根枝杖，名日“打狗棒”，这是让
独去黄泉的亲人在路上驱赶恶狗用的。
在亲人想象中，死者要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恐怖的鬼魂及各种不可预测的事象，活着的人该有
多么的伤痛。
一想起三年之前老娘给我去世还在停灵的父亲手中塞入打狗棒，我就泪眼朦胧，除非亲身感受，你怎
能体会失去亲人的悲伤和无奈！
这时，打狗棒之类就成了伟大的“救助者”——一种让心理获得平衡的支点。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死丧之俗非常简陋，根本没有人情味，甚至将逝去的亲人遗弃不管，任由风吹雨
打野兽撕咬，你还会对生有信心吗？
因此，从本质上来说，丧葬习俗是演示给活着的人看的：让你建立信心，看到希望，活着有荣耀，死
了有尊严！
    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不幸和沉重，才让我们用那些虚拟的、无法企及的和无法
验证的想象即丧葬习俗中的封建迷信成分去安慰死去的亲人，而本质上也安慰活着的人。
习俗的存在都有其主客观上满足需要的一面，人类本来就是文化的动物。
文化，包括习俗，是用以规范人的行为，让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创造。
如果人类失去了文化，尤其是失去了各个民族自己创造的、具有独特个性的文化，那人类还有什么呢
？
    当然，我们都是有科学知识和素养的人，应该科学地对待死亡以及相关的文化。
从今天的重丧习俗来看，有的甚至发展到影响活着的人的生存，这当然是不可取的。
所以，对丧葬习俗除了顺其自然的变异之外，也必须进行有目的的改革以适应新的社会需要，这一点
我们是坚信不移的。
    感谢前人对于丧葬习俗所做的大量搜集和记录，使我们写作本书有了丰富的材料；也感谢前人所做
的大量的研究，使我们对于丧葬习俗有了明晰的认识。
另外，本书所引用的材料大都做了注明，但也有可能有一些疏漏，敬祈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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