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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经数载之艰苦努力，集众多专家学者的智慧与成就，这部《中国风俗通史》终于编纂完成了。
在此之际，我们作为本书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深感欣慰。
　　风俗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历代统治者和儒家士大夫往往将其提到安
邦治国的高度。
如西汉时的贾山，在《至言》中指出：“风行俗成，万世之基定。
”（《汉书·贾山传》）应劭在《风俗通义》序中也说：“为政之要，辩风正俗。
最其上也。
”正因为如此，他们提倡移风易俗，强调教化和示范的作用。
《荀子·乐论》日：“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
”《说苑·政理》日：“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教道可以施于百姓。
”《孝经》日：“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因此，研究中国风俗的历史，总结中国风俗的演变规律和经验教训，不仅有助于人们深入地了解中
国历史文化，促进中国历史学、民俗学的建设，而且对于推进当前的两个文明建设，无疑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
　　关于风俗的含义，古人多有解释，如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云：“凡民函五常之
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
谓之俗。
”《新论·风俗篇》亦日：“风者气也，俗者习也。
土地水泉，气有缓急，声有高下，谓之风焉；人居此地，习已成性，谓之俗焉。
”从这些古人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风”就是指因水土、气候、物产等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
风尚，而“俗”则是由社会生活条件不同而形成的社会行为习惯。
两者相加，就是风俗，即：风俗是一个地区和民族长期形成的社会风尚和民众习惯的合称。
它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而又非常独特的一种文化现象，像一面镜子，生动而具体地反映了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具有地缘性、民族性、传承性、社会性和自发性的特
征。
　　风俗的内涵极其广泛，涉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诸多层面。
历来有关研究著作论述的范围颇有出入。
我们经过多次讨论，在认真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力求有所突破。
按其内容和　　形式，将其分为饮食、服饰、居住、交通、婚姻、丧葬、寿诞、卫生保健、交际、经
济生产、娱乐、宗教信仰等大项，并努力探讨各个时代风俗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规律。
　　从创意到全部书稿交付出版，历时数年。
在此期间，虽然我们反复就全书编纂中的有关问题进行学术商讨，但因整套书的作者较多，编写的时
间又比较仓促。
故对全书框架的磨合及各卷的衔接以及其他一些具体问题的把握上仍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敬请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按时代划分，共分为原始社会、夏商、两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西夏
、元、明、清、民国十二卷，力图全面系统地反映中国风俗发展的历史轨迹。
至于各卷的章日设置，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力求反映各个时代的风俗特点。
　　本书的编纂和出版，得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领导和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表谢忱。
又，本书的编写除运用我们长期积累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外，还参考和引用了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特
在此一并向所有给本书提供借鉴的学人致以衷心的感谢！
　　陈高华　徐吉军　　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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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风俗的内涵极其广泛，涉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诸多层面，历来有关研究著作论述的范围颇有出入，
我们经过多次讨论，在认真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力求有所突破。
接其内容和形式，将其分为饮食、服饰、居住、交通、婚姻、丧葬、寿诞、卫生保健、交际、经济生
产、娱乐、宗教信仰等大项，并努力探讨各个时代风俗的基本特征及演变规律。
    本书按时代划分，共分为原始社会、夏商、两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明
、清、民事十二卷，力图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中国风俗发展的历史轨迹，至于各卷的章目设置。
本着“求朋同，存小异”的原则，力求反映各个时代的风俗特点。
    经过数载的艰苦努力，凝聚了众多中国史学家的智慧与心血，一部追溯华夏民族风俗起源和传承的
历史巨著《中国风俗通史》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该书规模宏大，按历史断代划分为原始社会、夏商、两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
西夏、元、明、清、民国等十二卷，力图全面、深入、系统地反映各个时代的风俗特点，同时又呈现
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风俗差异，将每一段历史时期中最值得探索的热点、最能反映当时社会生活风
尚的事例加以发 掘和论述，进而从风俗角度对整个中国历史提供一种诠释和观照。
 《中国风俗通史》用详尽的考古和文献史料，生动的叙述、准确的描绘，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和风俗
的各个方面做了细致入微的揭示和考证。
在理性探讨的同时，也增加了大量感性史料，运用了恰当的文人笔记和古典小说、诗词例证，涉及的
人物和场景从帝王到百姓，从宫廷到民间，使全书在严肃的学术氛围中透出活泼、通俗的气息，极尽
情态地反映了中国人真实生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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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元代语言文字中还有一种奇特的现象，那便是出现了硬译公牍文体。
“元代文献中，有一大批词语奇特、句法乖戾的公牍，既不能用古汉语书面语常规训释，又与纯粹的
元代汉语口语不同。
这是一批不顾汉语固有的语法规律和用语习惯，径从蒙古语原文机械地翻译过来的公文。
”学者把元代公牍的这种文体，称为硬译文体。
“硬译文体的语汇采自元代汉语口语，而语法却是蒙古式的。
一篇典型的硬译公牍，等于一份死死遵循蒙古语词法和句法，用汉语作的记录文字。
”①下面便是硬泽公牍文体的一例：    “圣旨：亦黑迷失为头福建省官人每奏：‘跤趾国里、占城里
出征时分，军官每、军每、水手每风水里推调了逃了回来了的根底，罪过他每底不要了上头，去了的
勾当每他怠慢了。
如今俺大勾当里去的时分，似那底一般逃走了不扎撒呵．勾当俺的怠慢一般有。
更圣旨可怜见呵，怎生?’么道，奏来。
如今那般推辞躲闪的省官人每根底，没别里哥逃走回来的人每根底，休疑惑，敲了扎撒者，道来。
圣旨俺的。
龙儿年二月二十九日柳林里有时分写来。
”②    这份圣旨的意思是，福建行省官员上奏，由于对出征交趾、占城的逃兵没有治罪，因而军纪松
弛。
现在又要出征，应严肃军纪。
皇帝为此下令，躲避出征的官员和逃兵都要处死。
可以看出，这件圣旨的句法结构与汉语句法完全不同。
以“罪过他每底不要了．上头”为例，用汉语的语法来说，应是“因为没有惩罚他们的罪行”。
但按蒙语词法和句法，人称代词“他每底”放在名词“罪过”后面，谓语“要了”又在宾语“罪过他
每底”后面。
“⋯⋯上头”足介词“因为”的意思，在蒙语中词序与汉语相反，放在构成原因的句子或词的后面。
因此，这个句子和汉语的词序完全颇倒，完全是按蒙古语的句法写成的。
又如，“勾当俺的怠慢一般有”，句法和上面一句类似，原意是耽误了我们的事情。
这份圣旨中还有一些蒙语词汇，如“扎撒”、“别里哥”，前者本义为法令．转义为依法处理，后者
义为口传圣旨。
圣旨中几次出现的“根底”，是蒙语介词的硬译，有“把”、“向”、“从”等意思。
这份圣旨中还有一些硬译公牍文体特有的术语，既与汉语正式术语有别。
又不是蒙语词汇，如“大勾当”(大事)、“敲了”(杀了)。
  书摘1    治病还有一种方式是请巫觋施行巫术或道士施行法术。
患病是由于鬼怪作祟的结果，施行巫术或法术，驱除作祟的鬼怪，可使病人恢复健康，这是当时各族
群众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认识。
关于巫觋治病，在本书的第九章中已有论述。
道士施行法术治病，主要流行于汉族中间。
元代道教中有不同派别，有的宗派强调个人修炼，有的宗派则擅长法术，施行符咒，自称能驱使鬼神
，祈雨治疾。
例如湖州道士莫月鼎，有疾患求治者，“或以蟹中黄篆符与之，或摘草木叶嘘气授之，无不立愈者”
。
杂剧《萨真人夜断碧桃花》中，状元张道南及第后任潮阳知县。
“染病在身，医药无效”，他的父亲认为“必有邪魔外道迷着”，便请萨真人救度。
萨真人设一坛场，施行法术，驱使神将押到女鬼，张道南因此得愈。
②    中医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与巫术、道教的法术有密切的关系。
后来医术逐渐从巫术和法术中分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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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有巫术、法术的痕迹。
元代中医分为十科。
其中之一是祝由书禁科。
所谓“祝由”是有病者对天告祝其由之意，“书禁”就是以符咒治病。
符是符篆，在纸或木板、布帛上写含有神秘意义的文字或图案，将纸烧成灰吞服，或将木板、布帛悬
挂、携带，据说便可产生治病的效果。
咒是咒语，含有神秘意义的语言，据说诵读可以祛除病痛。
唐、宋中医学中均有书禁科，元代继续存在。
祝由书禁，实际上就是巫术和法术的变种，在元代仍是普遍认可的一种医疗手段。
元代大医学家朱震亨有一段议论：“或曰：《外台秘要》有禁咒一门，庸可废乎!予曰：移精变气，乃
小术耳，可治小病。
若内有虚邪，外有实邪，当用正大之法，自有定式，昭然可考。
然符水惟膈上热痰，一呷凉水，胃热得之，岂不清快，亦可取安。
若内伤而虚，与冬严寒，符水下咽，必冰胃而致害。
”①显然，他对符咒治病是抱怀疑态度的，但也说明这种医疗手段在当时是颇为流行的。
    总起来说，在元代多数人心目中，以上几种治疗方法是并行不悖的。
疾病患者往往在求医的同时，祈祷上天、神祇援救，或求助于巫觋、道士，也有先用一种方法治疗，
无效时再改用其他方法。
例如，上述{降桑椹蔡顺奉母》中，蔡顺母亲得病，他一面向上天祈祷，愿减己寿与母，另一面又请医
生前来治病。
甲寅年(1254年)，忽必烈的斡耳朵(营帐)中，有一个名叫丑厮兀闽的人，“发狂乱弃衣而走”。
先由“巫师祷之，不愈而反剧”，忽必烈便命罗天益治之，用中医医术治愈。
②朱震亨则记述了一个相反的病例。
有一“金氏妇”得病，“言语失伦”，朱震亨认为，“此非邪，乃病也，但与补脾清热导痰，数日当
自安”。
但“其家不信，邀数巫者喷水而咒之，旬余乃死”。
③     第二节医生和医药    元代为人看病的医生，有“医人”、“医工”、“医士”、“太医”等称呼
。
一般称医生为“医人”、“医师”、“医工”或“医士”。
“太医”原是官设医疗机构中的一种职位，前代有太医院(局)，在其中任职的医生有“太医”的头衔
。
元代继承前代制度，亦设太医院，选择名医为太医，为宫廷及贵族、官僚服务。
民间于是便把“太医”当作对医生的尊称。
    从宋代起，出现了“儒医”一名。
“儒医”既指身为儒生而致力于医学，为人治病；又指身为医师而有较好的儒学修养。
在宋代以前，儒、医是不同的行业，两者可以说没有多大联系。
“儒医”名称的出现，表示“医”与“儒”合流，医生的身份有所提高。
这是中国历史上医生身份的一大改变。
到了元代，“儒医”一名。
更为普遍。
名医罗天益说，他有一个治咳嗽的方子，是“从军过邓州，儒医高仲宽传此”。
罗天益“从军”是指13世纪中期宋蒙交战时，邓州(今河南省邓县)当时在蒙古控制下。
这是一个不大的偏僻的城市，已有“儒医”之称。
14世纪前期，元朝政府的一件文书中说：“比年以来，一等庸医，不通《难》、《素》，不谙脉理，
⋯⋯辄于市肆，大扁．儒医’。
”“庸医”也以“儒医”自相标榜，可见“儒医”巳成为医道高明的代名词。
事实上，在元代医生中，可以看到上述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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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身为医生而以读儒书自诩。
例如江西“为医十有一世”的萧与宾，家有“读书堂”，其祖父萧震甫说：“医道由儒书而出⋯⋯舍
儒而言医，世俗之医耳。
”①世代为医的医生也以讲读诗书为荣，这是由“医”向“儒医’’发展。
另一种如“金元四大家”中的朱震亨，是浙东理学家许谦的弟子，后因母久病不愈，到处求师问学，
终于成为一代名医，这是由“儒”而成为“儒医”。
当然，当时还有许多医生，实际上既不精于医学，儒学也不通，纯粹是欺世盗名而已。
元代以后，号称“儒医”的医生就更多了。
    就出身而言，元代的中医医生，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家学。
“医非三世，不服其药，圣人著之《礼经》，以示后世”。
②医学需要长期的钻研和经验的积累，所以古人强调家学，形成一种传统。
元代这种传统的影响仍是很突出的。
例如，“真定窦氏以医术名著百余年矣”，在忽必烈时代，窦行冲被任命为尚医，为宫廷服务。
河间名医王彦泽，“家河间数世矣，皆以医业相传”。
江西庐陵萧尚宾为医十有一世，已见前述。
这是见于记载历时最久的从医家族。
平江(今江苏苏州)葛应雷，父葛从豫“业儒而于九流百家靡所不通，尤工于医”。
应雷继承家学，又能刻苦钻研，“其处方剂施砭焫率与他医异”，以此名动一时。
元朝政府推行医户制度，行医之家凡在户籍上登记为医户者，必须世代以医为业，不能随便改易。
这就从制度上加强了医学家传的传统。
需要说明的是，元代户籍制度比较混乱，不少以医为业者不在医户户籍内。
    一种是师徒相传。
有志学医的青年往往跟随已经行医的医生学习，这种情况亦相当普遍。
前面提到过的北方名!医罗天益，便是“金元四大家”中李呆的学生。
“金元四大家”中最后一位朱震亨，到处求师问学，最后得到罗太无的指点，成为一代名医。
一些名医对于徒弟的选择是很严格的。
李呆因年老，“欲道传后世，艰其人”。
友人向他推荐罗天益，“君(李呆一引者)一见曰：‘汝来学觅钱医人乎?学传道医人乎’?罗天益回答
：“亦传道耳。
，’①正因为罗天益表示愿为医学发扬光大而努力，而不是仅仅作为谋生的手段，李呆才收下了这个
弟子。
朱震亨闻罗太无之名，“遂往拜之，蒙叱咒者五、七次，趑趄三阅月，始得降接。
”②罗太无看到朱震亨专心求学，才将自己的学问倾囊传授。
    罗天益登师门时作有《上东垣先生启》，前面颂扬李呆医术神妙：“问病而证莫不识，投药而疾靡
不瘳。
”接着说自己“常切求师之志”。
“欲敬服弟子之劳，亲灸先生之教”。
并说：“今乃谨修薄礼，仰渎严颜。
”②可见投师要送上礼物，并呈上表示自己愿意学习医术的文字。
罗天益入门以后，李呆对他十分照顾，“日用饮食，仰给于君。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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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历经数载之艰苦努力，集众多专家学者的智慧与成就，这部《中国风俗通史》终于编纂完成了。
在此之际，我们作为本书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深感欣慰。
    风俗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历代统治者和儒家士大夫往往将其提到安邦
治国的高度。
如西汉时的贾山，在《至言》中指出：“风行俗成，万世之基定。
”(《汉书·贾山传》)应劭在《风俗通义》序中也说：“为政之要，辩风正俗。
最其上也。
”正因为如此，他们提倡移风易俗，强调教化和示范的作用。
《荀子·乐论》日：“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
”《说苑·政理》日：“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教道可以施于百姓。
”《孝经》日：“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因此，研究中国风俗的历史，总结中国风俗的演变规律和经验教训，不仅有助于人们深入地了解中
国历史文化，促进中国历史学、民俗学的建设，而且对于推进当前的两个文明建设，无疑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
    关于风俗的含义，古人多有解释，如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云：“凡民函五常之性
，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
之俗。
”《新论·风俗篇》亦日：“风者气也，俗者习也。
土地水泉，气有缓急，声有高下，谓之风焉；人居此地，习已成性，谓之俗焉。
”从这些古人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风”就是指因水土、气候、物产等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
风尚，而“俗”则是由社会生活条件不同而形成的社会行为习惯。
两者相加，就是风俗，即：风俗是一个地区和民族长期形成的社会风尚和民众习惯的合称。
它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而又非常独特的一种文化现象，像一面镜子，生动而具体地反映了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具有地缘性、民族性、传承性、社会性和自发性的特
征。
    风俗的内涵极其广泛，涉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诸多层面。
历来有关研究著作论述的范围颇有出入。
我们经过多次讨论，在认真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力求有所突破。
按其内容和形式，将其分为饮食、服饰、居住、交通、婚姻、丧葬、寿诞、卫生保健、交际、经济生
产、娱乐、宗教信仰等大项，并努力探讨各个时代风俗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规律。
    从创意到全部书稿交付出版，历时数年。
在此期间，虽然我们反复就全书编纂中的有关问题进行学术商讨，但因整套书的作者较多，编写的时
间又比较仓促。
故对全书框架的磨合及各卷的衔接以及其他一些具体问题的把握上仍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敬请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按时代划分，共分为原始社会、夏商、两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西夏、
元、明、清、民国十二卷，力图全面系统地反映中国风俗发展的历史轨迹。
至于各卷的章日设置，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力求反映各个时代的风俗特点。
    本书的编纂和出版，得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领导和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表谢忱。
又，本书的编写除运用我们长期积累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外，还参考和引用了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特
在此一并向所有给本书提供借鉴的学人致以衷心的感谢！
                                                              陈高华  徐吉军                                                                       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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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部追溯华夏民族绵延生息的恢弘史篇，一幅尽现中国风俗源远流长的辽阔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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