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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春话年画，端午拉杂谈；冬日斗蟋蟀，伏天说浮瓜；旗人的吃喝，各地的风俗⋯⋯作者以乡土怀旧
的笔触，回忆北京和东西南北各地的古老淳朴的民情习俗，别具一格的市井小景和时令趣闻，令人回
味。
 点击免费阅读更多章节：老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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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简段，著名文史作家、专栏作家。
早年生活在北京数十年，交游广阔，熟读前贤文章，博物强记，广泛涉猎北京的文史掌故、艺苑趣闻
、名人轶事和文物珍宝，对风土民情了如指掌。
1976年定居香港后，来往于香港和北京之间。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以周续端、周彬、司马庵等笔名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老俗事>>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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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抬花杠”　金陵茅山会　安塞腰鼓　民间花会琐谈　闲话踩高跷　雍和宫“打鬼”　北京民间杂
戏　敲糖锣与捏面人　　春意盎然小金鱼儿　空中音乐——鸽哨　驯养苍鹰　　驯蛙、驯蚁艺人　角
灯·泥花·铁蛋　曲阜祭孔　太行山麓“捉黄鬼”　蜀中药王会盛况　敖包相会　巷陌风情　北京的
五大“镇物　京华“八”字何其多　龙年说龙俗　老北京人的称谓　闲话小脚儿　北京四合院琐谈　
里巷徜徉话门墩儿　老年间的北京儿歌　旧京百业话绝技　闲话北京“打鼓的”　井窝子与挑水的　
京都花轿　街头棋摊　漫话拉洋车　驼铃断想　平湖西瓜灯　满族风俗拉杂　赛画眉　苗族儿女的自
由恋爱　广西盘瑶入赘婚俗　绍兴小儿“寄名”或“偷名”　老鼠入年画　旗袍的变迁　柳阴蝉鸣话
胡同　天棚·鱼缸·石榴树　纸窗之趣　长街叫卖声　旧京测字先生　茶馆·茶摊·大碗茶　闯线·
摸驴·拴娃娃　京城澡堂子　乞丐王国种种　北京的四轮大马车　旧京三次大出殡　晋南民居地窨院
　旗人吃喝习惯　渔民婚俗情趣　畲族人的婚恋习俗　浙东生育风俗后记　从“京华感旧录”到“神
州轶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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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漫话“初五开市”北京过大年，最少要过五天，由初一算起，到初五为止，才算过了年，俗名
“破五”。
在这五天内，商店停市，戏馆子封箱不唱戏，各衙门封印不办公，统统要等到初六，最少初五才开市
大吉。
在这几天中，东四、西单、前门大街、大栅栏、廊房头条等繁华热闹的去处，大大小小的买卖，一律
上着板，用大红纸、梅红纸写了贴在门上：“初五开市”。
《燕京岁时记》云：“初五日谓之破五⋯⋯新嫁女子，亦于是回归宁，⋯⋯诸商亦渐次开张贸易矣。
”把新嫁女子归宁和商店开市并列，写在一起，喜气洋洋。
但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就在这喜气洋洋的新年新月里，在商店渐次开张贸易的时刻，年年总有一
些人要愁容满面的，这就是各商号中被辞退出店的伙友。
在生意萧条的年月，这些人多些；在生意繁荣的年月，这些人少些，但多少总是有一些的。
旧式商业的会计年度是以农历计算的，人事变动也是按农历计算的。
如果一家买卖年初五、初六开不出市来，那就等于告诉人们这家字号“关门大吉”了。
腊月底各家字号把账结好，开出总清单送给东家。
是赚啦，还是赔啦，赚多少，赔多少，大掌柜、二掌柜以及大小伙计，把钱分好，用红包送到各人手
中，多少不等，人人有份。
三十晚上吃敬神酒，初一给东家拜年，初二祭财神等等，这些都是欢乐的事，而最最紧张的是年初四
或初五晚上开市之前那顿酒席了。
这是一顿使人提心吊胆的“便宴”，这顿便宴行话叫“说官话”，俗名“吃滚蛋包子”。
这顿晚宴，是比较丰盛的，有菜有酒，酒后吃饭时，照例是吃包子。
上席时，东家、掌柜，大小伙及各就座位，小伙计依次把酒斟满，当家的举杯祝贺，然后吃上几口酒
菜之后，便要开腔了。
如果生意好，便当众宣布人事照旧，大家开怀畅饮；如果生意不好，要辞退人，按老年规矩，也十分
注意礼貌。
在席上当家的叹完“苦经”之后，等到包子端上来，便亲自夹一只包子放在某人碗中，此人便明白了
，饭后自己就收拾行李带着辛酸和热泪告辞走了。
“吃滚蛋包子”由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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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随便一张嘴，便是故事；信手拈来，全成文章。
本书把当年的风土民俗如实记录，颇似老人夏夜纳凉时的漫谈，平实自如。
——胡絜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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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俗事》涉笔成趣，理路天成，于琐碎中见精神，于细微处见全面，让人读后，如食橄榄，回味无
穷！
——季羡林周简段早年常住北京，后来来往与北京和香港之间，交游广阔，亲身经历过不少重要的往
事，如今追忆往事之际，备感亲切翔实。
读者每阅其中一篇，仿佛与周氏把臂京畿，细说从前，令人低回不已！
——香港《大公报》近百幅难得一见的民俗画，再现有趣的老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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