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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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殷墟王邑总体平面规度看，宫室区在中部偏东南位置的今小屯村一带高畅地，背托洹河弯道
，副以人工挖掘深壕，壕宽2真)多米，深达lO米左右，总长1650米，两端起讫点与洹水相沟通，构成
安全防御屏障，里面占地面积约70万平方米，超过郑州商城官室区面积近一倍，占殷墟遗址总面积早
晚期的5．83—2．33％。
在其周围2—3公里范围内，分布着许多聚居点、工业作坊区、农田、大小族墓地和道路。
王陵区在宫室区西北方，隔洹水相望。
宫室区东南方洹南后冈一带，又辟有高级权贵墓葬区。
    与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洹北商城的显著不同，是殷墟王邑并未遵循“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
民”的都邑经营模式，这恐怕与商代中后期王畿区的稳固和国力的鼎盛有直接关系，也可能因附近几
里之外洹北已有一座商邑城垣，就没有必要再造一城。
    商代王邑始终以宫室区、寝庙、王陵区或上层贵族墓地构成邑内主体框架，唯邑制的确立每以时势
、世态、实用着眼，从而决定城郭的营建与否。
随着王邑政治功能的强化，经济功能的上升，以及人口的日益增多，由内城外郭式、一城制至后期又
出现了邑中有邑格局。
    二、方国邑    商代方国之都一般也以邑名之，如甲骨文有云：    (1)王族其敦夷方邑旧，左右其。
(《屯南》2064)    (2)雀克入邑。
(《合集》7076)    (3)其既入邑龙。
(《乙》5241)    (4)⋯⋯呼⋯⋯丙邑。
(《合集》4475)    (5)令邑垃执。
(《英藏》608正)    (6)邑(鼎，《三代》2·2·4)    (9)余征三邦方⋯⋯玄令邑。
(《后》上18·2)    以上夷方邑旧、么邑、邑龙、丙邑、邑竝、邑山、利邑、辛邑、邑等，大抵是为方
国之都。
如邑龙当为龙方之都，它辞有“贞勿呼妇井伐龙方”(《续》4·26·2)。
丙邑为丙国之都，近有学者统计。
有铭的丙国铜器约有170余件，时代约自商代武丁至西周早期康昭之世，其立国至少前后有300余年。
邑竝为竝方之都，甲骨文有“竝方”(《乙》7767)。
它辞有“贞竝、莆伐方”(《粹》1535)，喬亦称“莆方”(《续》5·28·8)，故知竝亦同为方国。
山西石楼城关公社肖家塌曾出土竝国铜戈，竝国可能就在这一带。
利邑即《商书》“西伯勘習”或《路史。
国名记》“黎氏故国”所在，《说文》云，“殷诸侯国”，址在今山西长治县西南。
辛邑矛出土于陕西渭南南堡村西周初墓葬，但辛国铜器晚商已见，山西灵石旌介一座商墓，所出一件
铜觯的器内底铸有“辛”字“徽识”。
    甲骨文记商代方国约60多个，方伯名近30个，有的一度服屑商王朝，有的则世为敌国，然均与商王
朝发生着各种性状的关系。
考古发现的商代方国邑，基本分布在商王朝四土及外层周边地区，有的有城郭之筑，有的没有，但无
不以宫室区和等次化居宅以及有关生活设施配置，构成邑内主要框架，唯建筑的规模格局大多抵不上
商代王邑。
    山西垣曲发现一座商代前期城址，平面呈平行四边形，东南西北四垣分别长390、350、395、335米，
总面积约为12．5万平方米。
西垣偏北有缺口一个，可能是城门遗存。
西垣和南垣外6—9米发现有平行的“外郭墙”，西垣外15—20米处又有一道长449米、宽6—10米、深7
．5米的城壕。
南垣内侧掘有一道平行的排水沟，已知长度74米。
宫室区位于城内中部偏东。
    山西潞城县近又发现一座商周时期古城，周长3000余米，有两道城垣，亦与垣曲古城有相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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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其“外郭城”有5个烽火台看，军事防御性能甚突出，联系商代后期甲骨文中大量与西北方面方国
交战的材料，该城可能为某一方国邑所在。
    与垣曲商城二道城制相接近的，还有内蒙敖汉旗城子山古城，时代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约当夏
商之际。
该城建于当地最高山上，形制近方形，东西长85，南北宽80米，东、西两垣南端各有一门，南垣内侧
有形似“马面”的石砌建筑，东、南垣外亦有同于桓曲古城的“外郭墙”。
在附近几个山头、山坡上，还分布着八九处同一时期的小型遗址，形成众星拱月格局。
    值得注意者，这类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石筑山城，在内蒙发现颇多，仅分布于赤峰英金河、阴河
流域者就达43座，一般建于靠近河道的险峻山岗阳坡上，城墙随山势建造，城区平面不规整，有方形
、圆形、椭圆形、三角形等，有的筑有二道城，有的在临陡壁深壑一面不再另筑城墙。
面积小者数千平方米，大者达10万平方米，城内石筑房屋基址有达600座以上者，但多数城址的面积
为1一2万平方米。
这些城址通以成组出现，同组城址相距甚近，其中必有一二座较大者，而组与组间则保持了相当远的
距离间隔。
可以想见，成组的城址已形成方国林立的表象，大城当为方国邑所在，附近小城是为下属所辖小邑。
据邑的规模大小和邑内居宅优劣差异，显然乃基于“立君利群”的政治安排，其以血缘或血亲关系为
纽带的族氏组织，大致保持了等级分群分片的居住形态。
    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前期某方国邑，总体区划形态有异于上述诸城。
仅依盘龙湖叉起伏多变的地形构筑起宫城，形制近方形，南北长约290、东西宽约260米，占地面积约7
．5万平方米，四垣中部各有一门，外环壕沟。
宫城内东北部是人工堆筑高地，上建3座平行排列、面朝正南的土台式宫室建筑。
宫前西侧地势低洼，原先可能是池沼景观。
该宫城主要为保卫方国上层权贵宫室群体而筑，一般民室在此禁地内并无一席之地。
但宫城周围104万平方米范围内，结合人地依存关系，有其全面规度。
城东面湖岛被辟为上层贵族墓地，城南岗地为主要官方手工业作坊区，城西城北地带，分布着许多居
民聚居点，各聚居点以其居宅、作坊、农田、墓地，构成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生活实体，同时又紧紧
隶属于方国上层贵族统治集团，其大小实力和等级地位也有一定的差异，如宫城外东北的一处，居宅
最为密集，墓葬中小型兼具，作坊内涵也甚丰，成为该方国邑中强有力的一支居民生活共同体。
    目前所知最大的方国之邑，应数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早期偏晚古城，据说是蜀国早期都邑所在，平
面呈长方形，面积约220万平方米，略高于中原偃师商城。
其东垣残长1000米，南垣1800米，西垣残长600米，北界临河，城内中轴线上分布着三星堆、月亮湾、
真武官、西泉饮四处台地，以及1929年发现的玉石器祭坑和1986年发现的两个大型祭祀坑。
    商代方国中心所在邑，有的并无城垣。
如北距广汉三星堆古城约40公里的成都十二桥遗址，是成都平原上又一方国贵族统治集团宫室建筑群
体所在，面积约1．5万平方米。
出土陶纺轮上文字，与所谓“巴蜀文字”不同，与殷墟甲骨文字系统相接近，还有甲骨占卜之俗，这
里与中原地区应早有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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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了解夏朝和商朝的历史吗？
你了解夏朝和商朝的风俗吗？
请阅读本书，本书详细介绍夏商风俗的方方面面，在书中你会体验到夏商时期的居住习惯、夏商时期
的婚姻礼俗、夏商时期特有的甲骨占卜等等，相信你一定会收获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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