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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社会自古就是以群落为单元的，而每个单元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内涵及其历史传承。
虽然有些群落为社会的最底层，不为主流社会所认可，但他们仍按自身的方式存在着发展着，并绵延
几千年，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并使其成为中华五千年历史的丰富和文化补充。
正所谓“高处不胜寒，低处纳百川”，其中的文化令人玩味反思。
目前在我国图书市场还没有一套自成体系的“群落”文化丛书，因而，根据其特点我们提出了一个全
新的概念，即社会群落文化。
旨在从文化的视角全新解读古代社会群落文化内涵，并力图填补我国非主流文化的空白。
中国人群的划分，最早是从商周开始的，士农工商的定位一直延续了数千年，这是社会人群的主流。
但在此之外，还有许多以其它职业为生的群体，他们也许人数不多，但对社会的影响却是极大的。
其中有些群落，如侠客，以除暴安良为己任，是社会的稳定因素；而像流氓土匪这种群落则增加了社
会的混乱和动荡。
伶楼艺人在旧时代大多包含辛酸，身世之悲令人一掬同情之泪；而在今天，他们却成为社会文化的代
言人，成为人们追捧的艺术家。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了解过去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都是必要的。
社会人物虽然形形色色，但万变不离其宗，了解过去，也是为了知道今天，预见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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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文明古国创造的人类伟大文明，唯独华夏文明独存，其他的文明都衰落、消失了。
这里的原因很复杂，但华夏文明中由于有群落生态的光辉，得以使这一文明延续下来，确是毋庸否认
的。
《古代社会群落文化丛书》将中国古代群落生态看做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得以延续发展的道德力量，是
华夏文明的奇葩。
研究中国文明史如果忽视中国古代群落生态。
是极其不应该的。
现在，西方人都承认了我们古代的群落生态，为什么我们自己还要忽视，不站出来进行全面研究，以
弥补这一疏忽呢？
    本丛书通过对中国古代群落生态作为具象进行深入探讨，从而寻找其与现代生态伦理文明的转化机
制，对其当代价值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考察。
在研究方法上，坚持以唯物史观作指导，既多方面揭示，又重点突出：既纵向考察，又横向比较。
将研究对象始终置于人类社会发展和生存的大背景之中，以便古为今用，促进社会主义道德文明和生
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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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媒妁的起源及发展流变媒妁的涵义俗云：“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媒不成亲。
”媒妁在中国古代婚姻史上的作用，实在令人感叹不已。
几千年来，它始终在婚俗礼法中作为一个重要的角色出现。
媒妁，《辞源》释为“婚姻介绍人”。
民间俗称媒人或媒婆。
媒字的出现最早见于《诗经？
卫风？
氓》：“非我愆期，子无良媒”，意为：不是我不遵守约定，耽误了期约，只因为你没有请媒人。
可见男女已经定情，还需要媒妁介入作为明证，使他们的交往和结合合法化。
而媒妁一词最早见于《孟子》，清代梁章钜《称谓录》“媒妁”条下云：“《孟子》媒妁之言。
《音义》谓媒氏酌二姓之可否，故谓之媒妁也。
”许慎《说文》云：“媒，谋也。
谋合二姓者也。
”“妁，酌也，斟酌二姓者也。
”所谓的“谋合二姓”，即帮助两姓男女缔结婚姻；“斟酌”，在此有权衡适中、择善而定之意。
因而，许慎的释义“谋合二姓”与“斟酌二姓”两相互补，比较全面地揭示了“媒妁”作为专用名词
的语源。
对此，段玉裁注为：“和异类使和。
”说得通俗些，就是“谋和二姓以成婚媾”。
在许氏和段氏看来，媒妁就是谋合、调适两个不同姓氏家族联姻的中介人。
关于媒妁的解释，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男为媒，女为妁。
清人阮葵生所谓“男日媒，女日妁”《茶余客话》卷十六），则不过是根据“婿之父为姻，妇之父为
婚”（《尔雅？
释亲》））之类说法而附会其辞，言之无征，不足以说明二者的区别。
实际上“媒”与“妁”的定义，都可谓是对于婚姻中介人的称谓。
认为媒就是“谋和”，妁是“斟酌”，比较恰当。
不过古人或连用“媒妁”，或单称“媒”，却少有单称“妁”的。
而关于媒的最本质含义，要从语源学角度看，“媒”的得名是从“母”而来，含有生育之意。
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指出：“媒”以“某”为声符，在上古与“某”、“母”读音都相同，并且语义
与“母”相通。
以“某”为声符的字还有“臊”“媒”等，它们在上古都与“母”有着密切的关系。
“母”，甲骨文作，象女人而突出两乳，本义表示生育的妇女。
“臊”，东汉许慎《说文解字？
肉部》中解释为“妇始孕臊兆”，《广雅？
释亲》则说得更清楚：“臊，胎也。
”怀胎正是妇女成为“母”的最初表现，“臊”即是从“母”而得名的。
“禖”是上古求子之祭，又指求子所祭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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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8年初，从跃忠兄处得悉，中国社会出版社要策划出版一套民俗方面的丛书，主要是关于某些社会
群体的生活及历史、典型人物等情况，重点在于普及一些民俗学方面的知识。
我对民俗学的了解也不多，接到的题目是《媒妁》，而实际上，我对媒妁的了解和一般人一样，只是
一些很表面化的感性的东西，对他们的历史我几乎一无所知，也没想着要去系统地了解，所以，对这
个题目的完成，我没有信心。
多亏跃忠兄提醒指点，推荐我多看些相关的书籍，并且提供思路，使我最后终于敢硬着头皮答应了。
答应是答应了，实施操作时还是傻眼了，网上的资料就是那么一点介绍性的普及知识，能够参考的书
籍也不过就两三本（这两三本也就都成了我最倚重的参考书了），由此看来，田野调查的资料应该是
我的重点。
但是这时我已有孕在身，不可能再上山下乡地去实地调查，这可急坏我了。
幸好我的婆婆就是一个很好的调查对象，她是湖南邵阳五峰铺乡的一个普通农民，家里开个小卖部，
平时热心“社交”，性格外向，也捎带着为人穿针引线做做媒，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及婚姻礼俗、做媒
情况都很熟悉，和传统的那种开个茶铺、瓜铺等做个小生意，再带着做媒的媒妁有很多相似之处，我
可以详细深入地请教她，也算能弥补一点资料的不足吧。
由于我是北方人，婆婆的发音我完全听不懂，之前的沟通全得靠其他人翻译。
我和先生刚结婚不久，也没和婆婆住在一起，平时打电话也是跟能听懂普通话的公公聊几旬，所以和
婆婆几乎很少交流。
现在婆婆专程过来照顾我，朝夕相处了一个多月，从一开始完全不能沟通，到现在可以基本对话，我
们都做了很多努力。
了解资料的过程，是一个漫长又不断反复重复的过程。
第一次是很正式的，专门请我先生坐在中间，一句句地翻译我们两个的对话。
我想问什么，告诉我先生，他再去问婆婆，婆婆的回答再由先生转述给我，就这样进行了两三个小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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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媒妁》以媒妁的历史为题，在概略性地探讨了媒妁这两个字的含义之后，介绍了自古以来媒妁的类
型和称谓，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探讨了媒妁的起源、历史流变问题，从宏观上拉出一条历史的线索
，以便于读者对媒妁这个群体的总体概况有个大致的把握。
随后，又对媒神崇拜、官媒与私媒、媒妁的构成、媒妁范围的扩大、媒妁为媒的目的与手段、以及文
学作品中的媒妁形象、媒妁与婚姻六礼、媒妁的功与过等林林总总的媒妁文化现象做了剖析，尽量多
层次多侧面地展开论述，勾画出一幅相对完整的媒妁群像图。
《媒妁》力避深入的学术探讨，但尽可能汲取或介绍专家的研究成果，同时大量采用活泼生动的历史
掌故、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俚语等文献资料，来对媒妁群体的表现和衍变加以说明，展现了不
同社会历史风貌下的媒妁文化，并借此增加阅读的轻松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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