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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香会，又称花会。
它是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未准知道什么是香会。
尽管每年的庙会，人们总能看到几档走会的表演，可只是看看热闹而已。
由于香会这种民间组织，在解放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视为封建迷信的东西，受到限
制，甚至取缔，所以，这种纯属民间的娱乐活动形成了断档。
及至改革开放以后，香会这种民间组织重新恢复时，许多人，包括香会的组织者，已经对老年间香会
的规矩以及它的文化内涵知之不多了。
花会的组织者，一般被称之为会头。
会头除了具备一定的功夫，还得能张罗事。
所以会头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来当。
按香会的行规，会头要有师徒承传关系。
到了21世纪初年，上个世纪承传下来的老会头，已经硕果仅存了。
笔者以研究北京民俗为乐事，并在《北京晚报=》主持“京味报道”专版，在采访中，结识了隋少甫
先生。
隋老先生是上个世纪40年代京城“万里云程踏车老会”的会头。
眼下，像他这种资历的老会头，在京城恐怕没几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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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京都香会话春秋》内容简介：香会，又称花会。
它是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未准知道什么是香会。
尽管每年的庙会，人们总能看到几档走会的表演，可只是看看热闹而已。
由于香会这种民间组织，在解放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视为封建迷信的东西，受到限
制，甚至取缔，所以，这种纯属民间的娱乐活动形成了断档。
及至改革开放以后，香会这种民间组织重新恢复时，许多人，包括香会的组织者，已经对老年间香会
的规矩以及它的文化内涵知之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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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隋少甫，1920年生于北京。
出身于“香会世家”，其父星甫是清末宫内“内八档”会中兵部杠箱会的杠箱官。
11岁时曾拜奎世峰先生为师，学习车技。
后又拜在京城四大前引之一景荣先生门下学习会规。
1940年任“万里云程踏车老会”会头。
解放后，成为中国杂技团首批车技演员。
现为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民间艺术家。

    王作楫，1939年3月27日生于北京。
退休前曾在北京市皮革工业学校任教。
自幼喜爱老北京的民间文化。
1956年厬曾拜金受申先生为师，学习老北京的风俗。
现为北京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民俗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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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各路香会表演结束后，由掌仪司拟定赏银，进呈太后，由太后圈定后方可领赏。
如当时领赏单上曾记录：“赏升平歌唱头目王永程等四十一名四十两；同乐舞狮头目刘国庆等四十二
名四十两；乐善开路头目永春等四十名四十两；万寿双石头目文龄等四十名四十两；随意乐善秧歌头
目德瑞等三十四名三十两；艺人高脚头目寿龄等三十名三十两”等。
后来在清代皇宫里，又出现了八档香会，称之为“内八档”。
分别为：兵部的杠箱，礼部的中幡（大执事），户部的秧歌，工部的石锁，吏部的双石，刑部的棍，
老太府的花坛（小执事），掌仪司的狮子。
以后这些玩意儿流传到了民间，成了老百姓娱乐的玩意儿，对民间的香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自清代开始，北京的庙宇增多，佛事活动频繁。
由于满族统治者及其八旗弟子迷信神佛，这时的香会也披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
晚清时期，由于慈禧太后对香会的赏识和加封，京城的香会组织不断扩大发展，香会种类也有所增加
，表演技艺日臻高进，民间影响进一步加深。
在民间自娱自乐的基础上又加入了朝山进香、顶礼膜拜、焚香娱神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内容。
由此也出现了众多受封的皇会。
特别是香会中的文会组织得到了更快的发展，达到了上百种，数百档之多。
清代可以说是北京香会的发展高峰时期，还出现了三山五顶进香走会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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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共同的志趣，共同的愿望，共同的责任，使我们有幸在一起对北京古老的香会（民间花会）进行挖掘
、整理，著书成文奉献给大家。
这也正是我们和广大花会爱好者的共同心愿。
《京都香会话春秋》的采访、写作、修改过程历时两年，在此期间得到了北京市民间文艺家协会领导
的大力支持、指导与帮助，成稿后幸蒙京味文学作家、北京晚报著名记者刘一达先生为《京都香会话
春秋》作序，黄晓英女士为《京都香会话春秋》唱词配曲。
特别是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办公室的关怀和帮助，才使《京都香会话春秋》能较快地与
读者见面，为此特向大家致以诚挚的谢意。
同时更要感谢北京燕山出版社的里功先生和牛胜福编辑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尽管我们对北京的民间花会，有着几十年的亲身经历，并参阅了大量的文史资料，也搜集了不少民间
传说，考察了一些实地，走访了许多“老北京”，实在是因为北京的民间花会蕴含的文化内涵太深远
了，太丰富了，很难全面无遗她介绍给大家，也难免挂一漏万，敬请广大读者谅解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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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京都香会话春秋》是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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