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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峡，在中华文化的历史书卷中，留存了人类幼年时代的生活影像①，谱写了成长壮大中的瑰丽
篇章；展望未来，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三峡，必将在新的世纪里，为中华的崛起和强盛，为人类的进步
与繁荣，增添更为光辉的彩页。
　　“三峡”，即长江三峡。
作为一个文化地理范畴，三峡的空间范围可以有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理解。
狭义的三峡，指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的合称，即从重庆奉节的白帝城到湖北宜昌的南津关之间约200
公里的狭长地带②，此为自然地理上的三峡。
广义的三峡，其上端可溯及重庆市，出口则可至南津关以下的长江与清江（古夷水）交汇之地宜都，
这样，三峡所涉及的范围，应该包括湖北宜昌、鄂西州，重庆万州、涪陵、黔江等区县以及原重庆的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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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立足长江与清江（古夷水）交汇之区的三峡峡口，以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方言词汇与民俗为研究
对象，按服饰、饮食、居住、交通等十一大类加以叙介，从词汇来源，组合结构、动态发展、语词表
达，构词理据、语文价值等方面进行阐述，揭示了峡口方言词汇的语言特征，并以峡口作为整个三峡
乃至中国此期农村生活的一个缩影，由语言词汇观照其社会文化，因此，本书对语言学、民俗学以及
历史学等学科均具有一定的理论与资料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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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服饰　　衣服的发明和使用是人类的重大创举之一。
在今天，人之所以成为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不会疏略衣服所具有的标志性作用。
人是能够创造并使用符号的高级动物，从广义的立场上说，服饰也应属于人类所创造的一种符号。
　　衣服有护体保暖之作用。
或许我们可以试想在炎炎夏日，虽酷热难当，可人们也不致全然的裸露，这时所穿的衣服显然没有冬
口蔽体御寒的功能，更多的或是在于遮羞。
这情形当然是历史传统积淀的结果。
可是在原始时代，当人们还没有发明衣服时，彼此都以裸露为常，人们恐怕是没有裸而羞涩一说的。
因此，追索原始，我们更相信衣服的缘起主要的还在于装饰。
　　衣服属饰物之列，汉语的“服饰”一词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其缘起有所揭示。
本章我们讨论20世纪后半叶三峡峡口区的“服饰”状况，包括衣物以及有关饰物，并由此观照其所蕴
涵的文化因素。
　　（一）头衣与头饰　　头衣，即头上所服之衣，用一种大而化之的概括说法就是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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