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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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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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关于秦汉时期的委婉用语所知不多。
留载文献最多的是死亡委婉语。
反映山秦汉人对死亡的强烈的规避心埋。
民间较常见的这类用语有“物故”。
关于“物故”之意，《释名．释丧制》云：“汉以来谓死为‘物故’，言其诸物皆就朽故也。
”高堂隆的解释是：“物，无也；故，事也。
言死者无复所能于事也。
”④二者虽异，但在释“物故”为死上则是一致的。
出土的汉刑徒墓砖铭对此提供了佐证：如“无任河南雒阳髡钳赵巨元初六年闰月四日物故死”；⑤“
□□无任东郡双完城旦□侯□延光四年物故在此下”⑥。
类似的说法还有“大琦”、“不讳”。
《说文》“1*部”云：“2*，弃也，⋯⋯俗语谓死曰大2*。
”  《后汉书·桓荣列传》“如有不讳，无忧家室也。
”李贤注：“不讳谓死也。
死者人之常，故言不讳也。
”在秦汉等级社会中，对死亡委婉用语也给予相应安排。
皇帝死亡通常称“崩”。
尽管《释名·释丧制》关于崩系“坏之时形”的定义确切无误，但汉代上层社会却要对此引申出另一
番解释：“天子称崩何?别尊卑，异死生”，“崩之为言，然伏僵，天下抚击失神明，黎庶陨涕，海内
悲凉。
”①又称“登遐”②，“登遐”者，远游也。
上层社会“以为有尊卑之礼”③的这种心态也表现在其他一系列与死亡有关的用语上。
诸如“士日不禄，不复食禄”④，“不终君之禄”⑤；“大夫日卒，精耀终也卒之为言终于国也”；
“诸侯日薨，国失阳”；而普通百姓则只配“日死”⑥。
    秦汉交际用语折射出社会等级文化状况。
从语辞形态看，自谦语辞“臣”、“仆”、“妾”均是先秦时社会下层集团的称谓，在秦汉时期它们
仍指代奴或服刑者；而尊称语辞中的“公”、“子”、“君”、“卿”则是先秦时代的官爵甚至君主
的指代语辞。
这意味着汉代人的自谦辞是在语言定位中降低自己的社会地位，与之相应的尊语是在语言定位中提高
对方的身份。
女性自谦语的种类略少于男性，而对女性的尊称语辞种类远逊于男性。
这似乎是两种因素的结果：其一，女性地位低于男性。
秦汉妇女地位虽不似宋元以后那般低下，但男尊女卑仍是时代主流。
可被视为女性自觉约束文献的班昭《女诫》指出：“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
⋯⋯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
”“择辞而说”即是对女性语言的限制。
其二，女性社会交际密度低于男性。
汉代女性主要从事符种家务劳动和活动，因此，某此职业性敬语便不可能出现在她们身上。
更重要的是，较低的社会交际密度在本质上对语言的丰富化是排斥的，从而使汉代女性无法拥有较多
的尊语。
    秦汉交际语是这个时代社会风气的写照。
汉代交际语有两个突出的迹象。
第一，尊老敬语广泛出现和普遍使用，其中，既有对老年男性，也有对老年女性；而且，尊老敬语方
面有6种，遍及全国各地。
这不仅印证了文献和文物中关于养老尊老习俗的大量材料，而且，也表明尊老并不止是官方的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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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已深深地渗人民间。
因此，汉人对老年的观念以及对汉代社会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
第二，“毋恙”、“强饭”、“善酒食”、“加餐饭”等祝辞，是汉代人追求以饮食为象征的物质享
受，以及惧怕疾病、渴望长寿心理的直接写照。
至晚在明代定型、并延续至现代的中国人常用的见面礼节用语“吃了吗”②，可能即滥觞于这类祝愿
用语。
书摘1    关于汉代普通百姓厨房的建筑结构和面积，文献没有明确记载。
从出土文物看，汉代厨房的屋顶建筑多为悬山式建筑。
如四川郫县、河南陕县出土汉画像石上的厨房，以及郑州出土的厨房模型即是如此。
从郑州乾元北街西汉中期墓出土的陶院落模型以及郑州南关西汉晚期墓出土的陶屋来看，厨房的面积
较大，接近起居室，而且高度较高。
前者与汉代民居中厨房需要放置的多种厨事用具以及储藏物品有关，后者则显然是出于通风的考虑(郑
州乾元北街出土的厨房模型有五扇窗户，这是汉代厨房注重通风的又一证明)。
汉代民居每间面积约为10—15平方米，如按乾元北街的模型比例，则厨房似接近或略小于这个面积。
不同阶层厨房规模也有差异。
现有资料表明，贵族厨房的面积大大超过了普通百姓家中厨房。
徐州北洞山和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均系仿宫室建筑，面积基本符合地上建筑原貌，为认识汉代贵族生活
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其中北洞山的厨房由三间组成，其一是灶房，面积为6．9平方米；其二是附设水井的旁室，面积为25
．3平方米；其三是柴房，面积发掘者未注明。
三者相加，厨房面积至少在32平方米以上。
狮子山的厨房亦由三间房屋组成，其面积分别约为44、18和18平方米，总计达肋乎方米。
在厨房的内部结构上，厨门往往被设计得较大，如郑州南关159号汉墓中的厨房模型的前壁正中所开的
四方大门，系所有建筑物中最大之门。
这样的设计应当是出于运送食物的需要。
    汉代厨房建筑和设备状况的阶层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贵族、官员、商人拥有政治特权和雄厚的经济力量，其厨房建筑的奢华程度远远超过普通百姓。
兴建住宅是社会上层追逐的生活目标之一。
西汉中期，免官家居的杨恽“起宅室，以财自娱”。
东汉时宦官徐璜等人因助桓帝诛灭梁冀有功，同日封侯，“皆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
其厨房当也相应造型精致。
普通百姓家庭的厨房则只有灶台和釜、甑等必须具备的食具。
而生活极度贫穷的百姓居室中甚至没有厨房的位置。
汉末长安文人扈累用草为帘，其内“施一厨床，食宿其中”。
他们的炊事活动只能在露天或宿处进行。
    两汉时期各地广泛分布饭馆、酒店。
城市中有许多人从事食品制作。
“熟食遍列，散施成市”的情形在社会经济繁荣的西汉中期已十分普遍。
辛延年《羽林郎》一诗以当垆酒家胡女的口吻描写道：“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就我求珍肴，金
盘脍鲤鱼。
”饭馆饮食的丰盛程度可见一斑。
在灾荒年间，长安城中也有“卖粱什肉羹”的餐馆。
乡村中也有饭馆和酒馆。
《汉书·高帝纪上》载，沛县丰邑就有王家和武家两座酒馆。
乡村道边有贩饼之家，出售饼及蒜齑。
贵族、商人或其他富者是饭馆酒店的常客。
《续汉书·五行志一》载汉灵帝在皇宫西园化装成商人，让宫女扮成饭馆主人，“行至舍，采女下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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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因共饮食以为戏乐”。
为过往官员提供食宿的传舍机构(见第四章)也有厨房。
饭馆和酒店厨房的规模应大于一般人家中的厨房，设施也会更完善。
    二、厨房设施与用具    与厨房有关的设施中，水井和灶的地位最为重要。
生活用井与厨房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时流行着“井水溢，灭灶烟”的童谣。
汉代有关考古资料表明，厨房附近大都有水井。
山东平邑和微山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上，作为厨房象征的灶的左方是一口井。
将水井安排在厨房附近，显然是为了便于洗涤食物。
    灶是厨房内部最基本的设备。
《释名·释宫室》曰：“灶，造也，创造食物也。
”在各地出土的庖厨画像砖石及厨房模型中均将灶放在突出的位置上。
西安出土的陶灶上刻有“直二百”，这大概是当时民间灶的常见价格。
灶在各地的形制有所不同。
西汉时期关中地区的灶多为平面马蹄形，至东汉时逐渐演变为方头，大都有两个火眼；中原地区的灶
为长方形，西汉时大多只有一个火眼，东汉时火眼增至二、三个；而介于关中与中原之间的地区如今
河南陕县出土的陶灶则兼具马蹄与方头二式，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炊具的交流状况。
北方地区灶的隔烟墙设施较为复杂；吴楚地区则流行船头灶，并有具备四个灶门和火眼的“都灶”。
汉代的灶不仅讲究实用性，也逐渐注重其外在的美观。
西汉初期，灶的外形往往比较质朴。
西汉中期之后，人们在灶的表面装饰多种花纹和图饰，兼具实用性与审美性。
    炊事燃料主要有薪、苇、草、炭。
其中，薪的使用最为普遍：薪即木材，武帝时大臣汲黯用“积薪后来居上”之语批评皇帝用人重新轻
旧。
由于薪是烹饪的必备物品，因此它得到汉代人重视。
《四民月令》规定，在“霖雨将降”的五月，应储备薪、炭等燃料，“以备道路陷淖不通”。
当时有专以卖薪为生者。
《汉书·朱买臣传》载朱买臣落魄时“刈薪樵出卖，以给食”。
都市由于居民居住集中，薪材的消耗量要大大超过同样空间面积的乡村。
《史记·货殖列传》载“通邑大都”一年要出售“薪稾千车”。
    当时是否以煤为生活燃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关于汉代用煤炊事有如下材料：《太平御览》卷六0五引陆云与其兄陆机书中谓汉末曹操曾藏“石墨
数十万斤”作为燃料。
《续汉书·郡国志四》“豫章郡”条李贤注引《豫章记》谓上蔡县“有葛乡，有石炭二顷，可燃以爨
”。
巩县铁生沟和郑州古荥镇西汉冶铁遗址出土的煤饼，大都分布在住宅附近，可能是作为生活燃料。
相传本世纪三十年代辽宁抚顺汉代玄菟郡居住遗址中有一火坑的烧火口旁发现有散乱的煤灰，“表明
抚顺的煤在汉代早已被当地居民取暖做饭利用了”。
不过，由于这些证据均属间接，加之“从汉墓中出土的陶灶造型看，灶型似不适于燃煤”。
因此，即使当时烹饪食物时出现以煤为燃料的情形，大概也不具有普遍性。
    从现存史料看，阳燧是秦汉时期的重要取火工具。
《淮南子·天文》指出“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
”考古发掘出多枚西周中晚期的阳燧，证实使用阳燧历史悠久。
不过，据《周礼·秋官·司烜氏》的说法，阳燧是祭祀时所使用的取火之器。
如果《周礼》所说不误，则到了汉代，阳燧已从祭祀圣堂进人民间生活。
但由于阳燧的工艺制作过程较为复杂，大多数人对阳燧引火的原理也不甚明了，所以秦汉时期一般人
家亦用刀剑等金属器物向日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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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汉代还普遍存在用燧石和钻木取火的情形。
用物体摩擦引火在汉代是常识性知识。
如《淮南子·原道》说：“两木相摩而然”。
汉乐府诗亦有“凿石见火能几时”的诗句。
燧石时称燔石。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简214·4云：“出钱六买燔石十分”，说明燧石是一种日用商品。
用于钻木取火的工具称为木燧。
敦煌西汉后期墓中出土有一长方形木棒，一端削成握柄，两侧钻未穿透圆孔90个，其中一孔内有火烧
的痕迹。
类似的器具在西北地区的9个地点共出土11件。
与阳燧不同，木燧和火石不受自然条件影响，如《礼记·内则》疏皇氏所指出的：“晴则以金燧取火
于日，阴则以木燧钻火。
”考古发现的以钻木和燧石取火的情形多在西北地区，可能与边塞报警需要有关。
从文献中散见的有关描述看，秦汉时普通人家可能通常用草木余烬保留火种，并用麻或草结扎起来引
火。
汉初蒯通曾讲述一则“束缊请火”于邻家的寓言。
总之，日常生活中火的使用对于汉代人来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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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
”《说苑·政理》曰：“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教道可以施于百姓。
”《孝经》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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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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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各卷的章目设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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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了解秦朝和汉朝的风俗吗？
你了解秦汉风俗的形成背景和特点吗？
请阅读《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详细介绍秦汉风俗的方方面面，在书中
你会了解到秦汉时期的饮食风俗、丧葬风俗、交际风俗等等。
还等什么呢？
赶快阅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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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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