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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年事甚高，今年已90有5，已不可能再广览群书，而子弟、好友、同仁的赠书赠文却在源源不断
的聚集。
当然，自己也时常托身边的学生去书店购书。
无奈，只能阅读其中一些较优秀的著作。
由于需借助放大镜，品味起来颇是费力，却不能不仔细，一目数行的岁月已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我案头堆放着徐杰舜先生主编的《汉族民间风俗丛书》，已好长时间了，总舍不得撤去。
一翻展此《丛书》，欣喜之情即油然生起。
我本不常写书评，这次实在是手痒，便握紧了笔。
　　汉族广大，风俗博而杂，用文字的排列组合将大江南北的风土人情跃然纸上，实属不易。
但是汉族风俗的基本内涵和形态大致具有一致性或同一性。
沿此思路，《丛书》中每本书的条目之遴选，都以民俗事象是否具有代表意义为标准，对那些仅流行
于一隅，播布及影响面狭小的风俗事象，则大多弃而不录。
如徐杰舜先生自己编著的《汉族民间经济风俗》，分“农林渔猎”、“蚕桑畜牧”、“工匠百作”及
“商贾交易”四篇，面涉经济领域的各部门，而纳入各“篇”内的风俗事象，又都是为一定民众群体
，甚至是整个汉族所比较普遍施行的。
因此，拥有这本书，既可尽览汉族经贸风俗的整体面貌，又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不同行业不同时空生产
与贸易的最为显著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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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古至今，自中而外，风俗总是一个极富魅力的迷人世界。
这是因为—— 风俗是一面镜子。
无论哪个民族，只要展示出自己的风俗，不是像镜子一样地照出了自己的风貌，乃至风韵吗？
    风俗是一个万花筒。
无论哪个民族的风俗，从衣食住行到婚嫁丧葬，从农作山林到畜牧百工，从节日岁时到信仰崇拜，不
是像万花筒一样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吗？
风俗是一部社会生活的活教材。
无论谁要了解和认识一个民族，最佳的途径之一就是先了解其风俗，看一看这个民族吃什么，住什么
，穿什么，用什么；看一看这个民族如何种田，如何对待天灾人祸，如何饲养牲口，如何做工，如何
经商，如何对待邻里；看一看这个民族婚仪如何进行，葬仪如何举行；看一看这个民族有些什么节日
，信仰什么样的宗教，从这些侧面便可知道这个民族的文化素养和社会概貌。
风俗不正像一部生动的教材向世人介绍自己民族的文化和生活风姿吗？
    这本书所记述的风俗均来自民间，或过去曾在民间广泛流行，或现在还在民间广为播布。
书中介绍的风俗，有些还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为了保存资料的完整而未作删节；有些是新社会
形成的新风尚，表现的形式虽然不变，内容却富有新的思想，读者应注意分析认识。
    人们通过阅读这本书，可以借风俗这面镜子，看一看汉族这个民族的风姿、风貌和风韵，并从风俗
这个侧面，探索和了解古老而文明的汉民族的生活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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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羊皮筏子征黄河　　在浊浪汹涌、波涛奔腾的黄河上游，常常可以看到三五人乘坐在一种羊皮袋
组成的筏子里，随着浪涛一上一下地颠簸，漂流而下的惊险场面。
这就是征服黄河天险流传在陕甘宁汉族民间一种传统的摆渡人和运输货物的水上交通工具“羊皮筏子
”。
　　羊皮筏子创始于何时?民间传说那是远古时代，有一次黄河上游洪水暴发，泛滥成灾，冲毁农舍、
山林、牲畜。
有一个人在汹涌的洪水中挣扎了三天三夜，正在四肢无力，生命垂危之际，突然发现上游漂来一团白
色的东西，他一把抱住，原来是一只鼓着气的死羊，终于随浪连同死羊冲到了岸边，才九死一生活下
命来。
他爬上岸，将羊拖上来一看，原来这是只早已死了的山羊，肚皮里的五脏六腑早已腐烂一空，使死了
的羊肚内充满了气体，因此，随着洪水从山林中漂流出来，救了他一命。
他就成了首先发现羊皮筏子可以渡河的创始者了。
　　根据《汉书》记载，早在东汉时，作战的汉军将领看见羌人搂着羊皮袋渡河而得到启示，才命士
兵“缝革为船”。
公元47年，已作为渡河作战的水上工具。
所以，这种羊皮筏子已有2500多年的久远历史，一直流传至今。
　　可以说这种奇特的渡河习俗，是古代黄河两岸汉族劳动人民为征服自然天险，就地取材而创造出
来的。
而且，制作这种羊皮筏子已形成了一套传承的制作方法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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