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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北京城区民俗文化普查纲目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民俗文化的多元性、丰富性和地

域性都主要表现于城区。同时，由于城区社会生活空间广大，人群居住密集，生

存方式多样，行业分工精细，等级复杂森严，从而使得城区的民俗文化在整体结

构上呈现出熙攘纷繁的风貌。这些民俗既相互分立、各具特色，又相互包容、结

为一体。因此，对城区民俗文化应加强对其社会关系内涵的认识。这就需要从社

会公共生活领域和家庭私人生活领域两个方面对民俗事象做出基本的分野，以

开展深人调查。本普查纲目的顺序就体现出从前者向后者的逐渐过渡。民俗作

为群体认同的生活文化，在都市中的表现不同于村落，更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

个层面加以认知。所以，本纲目尽管是以区级地域为调查单元来设计的，但其中

既有面对整个城区社会的问题，也有面对各种小群体的问题，在调查中需要灵

活掌握。

    本普查纲目共分为13个部分:城区概况、商业民俗、服务业民俗、娱乐业民

俗、庙会民俗、结社民俗、交往民俗、节日民俗、家庭民俗、衣食住行、人生仪礼、

游艺民俗、医药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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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区概况

(一)方位边界

(二)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

(三)街区布局

(四)著名建筑

(五)河湖体系

(六)交通要道

(七)人口职业构成

(八)商业场所的分布

(九)社交娱乐场所的分布

(十)宗教场所的分布

(十一)居住空间的分布

二、商业民俗

    (一)基本情况

    1.本区商业民俗有什么典型的特征?

    2.本区有哪些主要商业街?

    3.近百年来受社会变革、外来工商业的冲击，商业传统发生了怎样的变

化?

    (二)商业种类

    1.本区“坐商”有哪些(如茶叶店、干果店、悖悖店、酱园儿、古玩店、书肆、洋

布店、鞋店、估衣铺等)?分布在哪里?经营者来自什么地方?经营哪些商品?

    2.本区有哪些老字号?经营历史怎样?在其他地方是否还有分号?信誉如

何?有什么相关的故事与传说?商品有什么特色?服务上有什么特点(穿着打扮

上、言谈举止等)?幌子是怎样的?建筑、门匾和室内布局有怎样的特征?

    3.本区还有哪些主要的店铺?与老字号相比，这些店铺内门面和布局有什

么不同?商品货色如何?销售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

    4.菜摊、鱼肉摊、旧货摊等摊贩一般集中在哪里?出售哪些商品?

    5.本区有哪些流动商贩(如卖菜的、卖鲜果的、卖豆汁的、卖馄饨的、卖玩具

的、卖膏药的、收破烂的等)?主要来自什么地方?经营什么商品?是否受到坐商

或当地街坊的限制、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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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交易习惯

    1.本区有哪些集市?按商品分有哪些(花市、鸟市、杂货市等)?按开市时间

分有哪些(早市、夜市、鬼市等)?各在什么地方?有什么特点?

    2.店铺每天营业的时间怎样?开门打详的时间随着季节的变化有什么不

同?年关歇业、新年开业有什么特别的讲究?

    3.不同种类的商品来源、进货渠道怎样?货物各有什么特色?这些货物需

要进行怎样的再加工?

    4.店铺是怎样推销自己的商品的?在讨价还价时有什么特殊的手势、暗

语?相邻店铺和同类商品店铺之间的关系怎样?新店铺开张时有什么仪式?一

般都用什么方法吸引顾客?

    5.老字号平常是怎样经营的?是否提供上门服务?有什么招揽顾客的特殊

方法?

    6.小贩走街串巷叫卖时，其外表有什么特征?最吸引人的是什么?有什么

特别的声音标志他的到来吗?他出现的时间早晚怎样，有什么规律?每天有固定

的行走路线吗?他们对街坊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街坊对他们有何看法?

    《四)商业组织

    1.店铺在什么地方?有多少店员?这些人从哪里来?性别构成情况怎样?

    2.店铺是什么时候创办的?创办人是谁?独资还是合资?股东有什么样的

组织形式?招聘、辞退的规矩有哪些?资金收人、支出的管理如何?

    3.店铺里有哪几种人(掌柜、账房、雇员、学徒等)?分工、职责怎样?工钱多

少?相互之间如何称呼?

    4.在店里学徒，有什么条件?多长时间出徒?学徒一般在店里做些什么?

学徒之间有差别吗?

    5.从事同行业的店铺之间联系多吗?有同行业的商会或行会吗?叫什么名

字?

    6.商会或行会主要做哪些事?怎样议事?如何解决行内纠纷?会长如何产

生?

    7.小贩是否有自己的组织?

    8.本行业有祖师爷吗?在哪里供奉?一般在什么时候烧香?祭拜过程怎样?

祖师爷的来历有什么说法?有专门供祖师爷的庙吗?有专门的庙会吗?在什么

时候?

    (五)从业人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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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掌柜、账房、雇员、学徒等人的收人怎样?生活水平与社会地位如何?与

哪些人通婚?社会交往情况怎样?有没有特殊规定?

    2.从业人员有血缘、亲缘或地缘关系吗?有无拜师仪式?师徒之间、学徒之

间的关系如何?

    3.店铺内特殊技艺如何习得和传授?有什么口诀吗?

    4.雇员或学徒每天的作息时间怎样?一日三餐吃什么?一年中哪些时候放

假?学徒从什么时候有收人?在特殊场合或节日有无特别的待遇?

    5.雇员或学徒一般住在哪里?没有顾客的时候都做些什么?

    6.本行业有什么节日?如何过?

    7.本行业有哪些行规、禁忌、行话?

三、服务业民俗

    【一)基本情况

    1.本区主要有哪些服务业(如茶馆、饭馆、澡堂、裁缝、送煤的、送水的、剃头

挑子、脚行、人力车行、杠行、棚行等)?

    2.本区中，较有特色的服务业是什么?近百年来，有哪些明显变化?

    《二)服务业组织

    1.行业的名称是怎样来的?是否还有其他称呼?该行业起源于何时?

    2.有祖师爷吗?为什么拜他为祖师爷?祖师爷供奉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

祭拜?由谁主持?具体仪式怎样?

    3.有行业组织吗?成立于什么时间?有成文的章程吗?主要做哪些事?领

头的如何产生?

    4.该行业组织与其他行业组织之间的关系怎样?与官府之间的关系如何?

    (三)服务方式

    1.该行业主要有哪些工具?有什么明显特征?有什么说法?在从业的地点

有什么明显的标志?为什么选择这些标志?

    2.服务方式怎样?是在固定的场所还是在居民家中?是定时的还是流动

的?主要是白天服务还是晚上?是群体性的还是个体性的?

    3.同行之间服务的地盘和对象怎样?

    (四)从业人员生活

    1.从业人员主要来自什么地方?为什么?从业人员性别与年龄结构怎样?

    2.从业人员需要怎样的学习和训练?举行拜师仪式吗?具体过程怎样?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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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之间的关系如何?分别有哪些责任和义务?徒弟一天生活是怎样安排的?

    3.从业人员一天的时间怎样安排?

    4.该行业有无特殊的行规、禁忌、行话?

    5.一般居民如何看待该行业及其从业者?愿意让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亲人从

事这些行业吗?为什么?从业者家人的地位怎样?

    6.该行业有什么传说、趣事吗?

    7.你知道该行业最好的从业者是谁?现在有传人吗?情况怎样?

四、娱乐业民俗

    (一)墓本情况

    1.本区有哪些主要的娱乐行当(如说唱:评戏、评剧、大鼓、落子、皮影、相

声、拉洋片、双簧等;杂耍:车技、盘杠子、授跤、舞叉、中蟠、马戏、变戏法、抖空竹

等等)?主要集中在哪些地方?

    2.最吸引人的表演是什么?

    3.近百年来本区的娱乐行当有何变化?

    (二)行当组织

    1.该行当是北京本地的还是外地传来的?有什么说法?

    2.该行当有祖师爷吗?有什么传说?有怎样的祭拜仪式?在什么时间、地

点举行这些仪式?

    3.该行当是否有什么组织?何时成立的?行当组织在行当中主要有哪些作

用?它与官府的关系怎样?

    4.该行当组织的领头人是怎样推举出来的?要具备哪些条件?

    5.行当中的艺人字辈怎样?

    6.该行当有怎样的行规、行话、禁忌?

    7.艺人结拜把兄弟吗?怎样结拜?和哪些人结拜?把兄弟之间的关系怎样?

对他们的卖艺生涯有怎样的影响?

    (三)表演

    1.演出场所怎样?是撂地搭棚还是在茶馆或小戏园子里?是租借别人的场

子演出还是在自家的场子?是否串妓院演出?参加堂会表演吗?进大戏园子表

演吗?去乡村或其他城市吗?常去哪里?

    2.该行当表演的服饰怎样?有哪些常用的道具?关于这些道具有什么说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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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艺人卖艺时怎样做广告?

    4.简单描述一下表演过程?一般在什么时间开场、收场?

    5.外来的艺人怎样才能在当地获得卖艺的权利?盘道吗?

    6.艺人怎样收取报酬?受哪些外在因素的影响?

    7.艺人和观众之间的关系怎样?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8.该行当最吸引人的表演是什么?你所知道的最有名的艺人是谁?

    9.艺人的艺名或绰号怎样?有什么来历吗?

    10.近几十年来，该行当的表演发生了哪些明显变化?

    11.关于该行当的表演或者著名的艺人有什么传说、故事以及谚语、俗语

等?

    (四)艺人生活

    1.从事该行当的人从什么地方来?对从事该行当的艺人的性别有无特殊

规定?发生哪些变化?

    2.从事该行当后，他们与家人、邻居、亲戚之间的关系怎样?还能参加祭祖

吗?

    3.该行当的艺人拜师学艺的过程怎样?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有什么样的仪

式?写有字据吗?内容怎样?

    4.师徒间的关系怎样?

    5.学艺的日常生活怎样?一天的时间怎样安排?有哪些固定的安排?

    6.该行当艺人有哪些生活嗜好?婚姻状况怎样?有收义子、养女的吗?男

艺人的生活与女艺人的生活有哪些不同?为什么?

    7.社会上对该行当的人有怎样的看法?

五、庙会民俗

    (一)垂本情况

    1.本区有哪些庙会?各有什么特点?多数在什么季节举办?

    2.近百年来，这些庙会有哪些变化?

    (二)庙宇建筑与庙会空间

    1.本区有哪些庙宇?比较有名的是哪些?为什么有名?哪个庙最重要?这

些庙宇之间有何关系?它们的修建历史?有什么传说、故事?

    2.庙宇建筑的布局怎样?每种布局有怎样的意义?

    3.庙宇中供奉哪些神灵?庙宇内的神灵塑像、祭坛、香炉形制怎样?安放位

了J夕

2004声三产



置有何讲究?

    4.庙会期间，庙宇内外的活动场所怎样分布?卖东西、小吃、杂耍等怎样分

布?有什么原因吗?

    (三)神灵与会期

    1.庙会期间，主要是给哪个或哪些神灵烧香?其他还有什么神?这些神之

间有什么关系?

    2.这些神成神或成仙有什么说法吗?有没有关于这些神灵验的故事?

    3.庙会“正日子”是哪天?如何确定?会期多长?

    《四)庙会组织及庙会过程

    1.庙内是否有和尚、尼姑、道士等人员?从哪里来的?出家的原因是什么?

相互之间如何称呼?关系怎样?有结婚成家的吗?生活来源是什么?有庙产吗?

平常有哪些活动?庙会期间他们主要做什么?

    2.在庙会期间，有没有巫婆、神汉，管抽签的、解签的，讲善事的?他们从哪

里来?男的多还是女的多?他们的年龄怎样?他们和庙中里和尚等有什么关系?

    3.庙会组织的人员构成和分工怎样?一般有多少人?他们的年龄、性别、文

化程度及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如何?会首是如何产生的?通常需要具备哪些条

件?会首在庙会组织中出钱、出物、出力大约多少?与会中的其他人有什么不

同?

    4.庙会资金如何筹集、管理和使用?

    5.该庙会组织中是否有他们自己专门供奉的神灵?如有，对其有无特别的

祭拜仪式?平常是怎样保管或供奉的?

    6.该庙会组织与其他庙会组织的关系怎样?与庙中的神职人员及神媒(如

巫婆、神汉等)的关系怎样?

    7.庙会组织是怎样召集其成员的?何时召开筹备会议、怎样分工?

    8.庙会向外发会启吗?形式、内容怎样?如何散发?

    9.哪些香会前来赶会?是文会还是武会?庙会期间，它们主要有哪些活动?

    10.一般香客的年龄、性别情况怎样?主要从哪里来?赶会原因是什么?如

何许愿还愿?带回什么吉祥物品?除庙会外，平常在什么情况下去庙里烧香?

    11.乞丐参加该庙会吗?他们怎样参加?庙会中的其他人怎样看待这些乞

丐?

    12.庙会中有哪些娱乐活动?最有特色的是什么?

    13.庙会期间有集市吗?规模怎样?主要买卖哪些物品?什么样的东西最

了S8

民俗研究 FOLKLORE STUDIES



受人们喜爱?

    14.能描述一下庙会的整个过程吗?

六、结社民俗

    (一)会馆

    1.本区有哪些会馆?什么时候修建?如何命名?

    2.会馆主要是哪些人居住?还有其他作用吗?

    3.会馆的建筑布局怎样?有什么特征?

    4.会馆通常举办什么活动?唱戏吗?唱什么戏?什么时候唱?为什么唱?

戏班从哪里来?其他的人可以来观看吗?

    5.会馆对它所在的街坊邻里生活有哪些影响?最主要的是什么?

    6.现在能见到有关的碑刻吗?

    《二)街坊邻里

    1.“老街坊”指的是什么样的关系?体现在哪些方面(如婚丧嫁娶、称谓、拜

干亲等)?逢年过节街坊之间如何馈赠?

    2.同一条街道的人主要的联系纽带是什么(民族、亲缘、职业、地缘等)?与

胡同名有特殊的关系吗?

    3.有无街坊邻里集体参加的活动?怎样参加(出钱、出物、出力等)?活动中

怎样分工?

    4.街道中有影响力的人吗?一般是什么样的人?街坊邻里怎样看待这些

人?

    5.同一条街道中的人是怎样评说邻居的?不同街道的人是如何评价对方

的?

    (三)帮会

    1.本区有哪些帮或会(如老会、青帮等)?帮或会中有哪些出名的人物?

    2.这些帮会有什么特点?势力范围怎样?

    3.加人帮会有什么仪式?帮内人员有什么权利义务?

    4.有帮规、黑话吗?

    例:丐帮

    本区有乞丐吗?他们的年龄、性别构成怎样?主要从哪里来?

    有哪些讨要方式?有什么工具?

    有祖师爷吗?有什么说法?敬拜仪式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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丐帮内部组织情况怎样?丐头儿如何产生?有哪些条件?

乞丐有固定的讨要路线吗?他们与丐头儿之间的关系怎样?

乞丐主要居住在什么地方?他们结婚成家吗?死后，何人埋葬?为什么?

乞丐有什么样的行话、隐语、禁忌?

《四)其他

本区是否还有其他结社组织?如有，具体情形怎样?

七、交往民俗

    1.亲戚之间如何称呼、走动?回娘家有哪些规矩?

    2.平常见面，如何寒暄?

    3.平常探亲访友投递名片吗?带什么礼物?为什么?如何回礼?

    4.主客之间如何寒暄?如何奉茶、敬烟?

    5.通常主人请客人吃什么?是在家里做、还是到饭庄去?或在饭庄叫菜?

请陪客吗?餐桌的座次如何?上菜的顺序怎样?怎样敬酒?饭后是否用茶或点

'L"?

    6.留宿客人一般住在哪里?有什么讲究?

    7.客人辞行，怎样回礼?如何送别?

    8.什么节日必须要拜访亲友?拜访哪些人?携带什么礼物?如何回礼?

    9.什么节日忌讳走亲访友?

八、节日民俗

    (一》春节

    1.春节什么时候开始?节期多长?

    2.春节有哪些习俗活动?

    3.腊八粥如何制作?相互馈赠吗?喝腊八粥有什么讲究?

    4.什么时候过小年?祭灶的仪式怎样?

    5.何时扫房?谁扫?有什么讲究?

    6.什么时候准备、购买年货?哪些东西是必须准备的?为什么?

    7.还要做哪些“忙年”的准备?有没有叙述这一过程的歌谣?

    8.什么时候贴春联，写什么文字?张贴哪些年画?门神、挂钱什么样子?

    9.除夕有哪些活动(祭祖、接喜神、接财神、接灶神、供佛完神像、放鞭炮、吃

团圆饭、吃饺子、守岁、压岁等)?到什么地方游玩吗?有什么禁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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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拜年有什么讲究?拜哪些人?拜访顺序如何?

    11.初一到初七有什么规定性的活动吗?为什么?

    12.初八到元宵节之前还有什么活动?

    (二)元宵节

    1.元宵节吃元宵吗?是自己制作的还是买的?元宵还有别的称呼吗?

    2.元宵节有灯会吗?在什么地方举行?谁来组织灯会?从哪天开始?哪天

最热闹?灯会上有什么活动?

    3.灯会资金如何筹集、管理、使用?

    4.元宵节唱戏吗?唱什么戏?戏班从哪儿来?还有哪些表演性节目?

    5.除吃元宵、观灯、看戏，还有别的习俗吗?

    (三)清明节

    1.怎样祭祖、扫墓?

    2.去郊外踏青吗?放风筝吗?有戴柳习俗吗?

    3.有特殊的饮食吗?

    《四)端午节

    1.端午节怎么过?有戴香包、擦艾篙、喝雄黄酒、吃粽子等习俗吗?

    2.为祛病避邪，小孩子有什么特别穿戴?

    (五)中秋节

    1.中秋节供奉“兔儿爷”吗?祭品有哪些?“兔儿爷”是怎么来的?你见过的

“兔儿爷”是什么样的?

    2.如何赏月、拜月?

    3.饮食怎样?有什么讲究?

    (六)其他节日

    1.填仓、中和节、二月二、五月十三、六月六、七夕、中元、重阳、寒衣、冬至等

节日，在饮食、仪式、走亲访友等方面有哪些习俗?

    2.关于这些节日有哪些传说、故事?

九、家庭民俗

1.一般家中有几代人共同生活?

2.家庭成员的称谓怎样?

3.家长的权威及各成员的地位如何?

4.过继和抱养的规矩怎样?有文书吗?继子、养子有哪些特殊的权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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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5.家人之间有没有什么忌讳、讲究(如祖孙、父子、兄弟、姐妹、抽埋、姑嫂、

婆媳等)?

    6.什么时候才能分家?分家有什么规矩吗?要请别人(如本家、亲戚、邻居

或其他人)到场吗?他们起什么作用?

    7.家产怎样划分?女性成员分家产吗?出了纠纷怎么办?

    8.有分家文书吗?谁写?怎样写?

    9.分家举行什么仪式吗?

    10.火种是否要从“老家”引到“新家，’? 分家以后是否各自起火?

    11.分家前后神灵的供奉、祖先的祭祀有什么讲究?

    12.分家以后，娘家会不会有人来祝贺?有什么讲究?

    13.老人如何赡养?

十、衣食住行

    (一)服饰习俗

    1.一年四季，男女老幼主要的服装配饰有哪些?

    2.不同地位的人，着装有什么不同?

    3.这些服装的式样、质地、色彩怎样?

    4.这些服装是如何制作的?哪些衣物的哪些部位需要特别加工 (如绣花

等)?

    5.工作、休闲、居家时穿衣打扮有什么不同?

    6.男女主要发式有哪些?

    7.有纹身习俗吗?具体情况怎样?

    8.女性在不同年龄不同场合如何化妆?

    9.近百年来人们的服饰有什么变化(旗袍、马褂等)?您家里还有老式的穿

戴用品吗?

    《二)饮食习俗

    1.本区水资源丰富吗?水井分布情况怎样?有哪些用水的习俗?

    2.本区平常是三餐制吗?有什么特殊情况?

    3.早、午、晚三餐常吃什么，喝什么?主食、副食，米食、面食，干稀各是如何

搭配的?

    4.一年四季都有哪些不同的小吃?这些食品有何工艺特点及相关风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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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还是自制?如何制作?

    5.有哪几种宴席的席面?有什么区别?满汉全席有何讲究?

    6.日常和宴饮时餐桌上的座次分别有什么讲究?吃饭时有哪些禁忌?

    7.家中一般使用什么餐具、炊具?

    8.各种食品或菜肴是怎样选料、加工、烹饪的?

    9.日常三餐和宴席分别由谁来制作?

    10.厨房里有哪些禁忌?

    (三)居住习俗

    1.本区的住房有什么样式?

    2.本区选择住房有什么讲究(如风水、采光、安全、卫生、防寒等)?

    3.建房选址有什么讲究?建房程序怎样(如奠基、破土、打夯、起墙、上梁、

钉椽、盖顶等)?唱不唱上梁歌?镇宅物有哪些?

    4.乔迁新居的仪式怎样?亲友和邻居如何祝贺?

    5.租房、换房、买房、卖房都有什么规矩?

    6.本区民居造型与结构怎样?基本组成部分有哪些?有哪几种格局?

    7.四合院的内院和外院各有什么用途?有什么装饰性的附属设施?大门的

朝向怎样?门神是什么样的?大门口有门墩吗?什么形状?

    8.大杂院里住些什么人?同院关系如何?房主与房客的关系如何?如何分

配、使用院落内公有的地盘和设施?

    9.房子内部是如何布局的?每间房有什么功用?室内有无火炕、灶台?在

什么位置?陈设什么家具和器皿?家中还有老式器具吗?室内有何装饰?

    10.不同辈份、性别的家庭成员寝卧规矩怎样?

    11.家里供奉什么神?在什么地方供奉?

    (四)出行习俗

    1.解放前，本区街道的大体情况怎样?街道两旁有些什么树?最多的树是

什么?有哪些著名的胡同?人们怎样(用韵语等)描述出行的路线?

    2.街道是如何命名的?

    3.你曾见过或听老人说过哪些交通工具(如窝脖儿、轿子、骆驼、马、驴、大

鞍车、小鞍车、趟子车、冰床、洋车等)?它们的式样怎样?关于这些交通工具有

什么故事?

    4.本区的车站近百年来发生怎样的变化?在哪些地点能雇到不同的交通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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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身份地位不同的人使用的交通工具有哪些不同?

    6.人们的负重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

    7.出行前，要请人看期吗?特定的日子与出行的方向之间有什么讲究?一

般在什么时间出发?出发前一般做些什么准备?由谁准备?要拜路神吗?一般

都带些什么物品上路?

    8.内城城门何时开、关?夜间怎样进内城?有无什么特殊的规定?

    9.不同的道路、桥梁，不同的交通工具对不同的人有什么规定与忌讳?

十一、人生仪礼

    (一)生育

    1.有什么求子的习俗?

    2.妇女怀孕期间，有什么习俗?

    3.分娩时有什么习俗惯例和禁忌?怎样报喜?有什么标志?怎样“洗三”?

如何帮助产妇“下奶，’? 产妇“下炕”有什么讲究?小孩姥姥家来人“伺候月子”

吗?现代医院建立后，分娩习俗有哪些变化?

    4.孩子怎么过满月?

    5.小孩过百天举行什么礼仪?有特殊的服饰吗?

    6.小孩过周岁有哪些习俗(亲友送礼、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小儿取名

等)?

    7.为小孩消灾祛病都有哪些习俗(“还童儿”、“跳墙”、招魂、“送娘娘”等)?

    8.不同人家的孩子上学的情况有什么不同?

    9.成年礼在什么时候举行?有开锁等仪式吗?

    《二)婚姻

    1.有哪些婚姻类型(如自愿婚、包办婚、童养婚、表亲婚、招赘婚、买卖婚及

冥婚等)?

    2.有“媒人保亲”、“合婚”、“相亲”等程序吗?如何定婚?都有什么仪式?男

女双方如何相互赠礼?女方准备什么嫁妆?亲友“添箱”吗?

    3.迎娶的日期如何确定?男方给女方送“催妆”礼吗?

    4.如何迎亲(置喜房、发轿、上下轿、鼓乐等)?迎娶路线怎样?

    5.婚礼仪式程序有哪些(人门、拜堂、闹洞房、听房等)?

    6.婚礼以后，有拜祖宗、分大小、会亲、回门等习俗吗?

    7.离婚、再婚等有怎样的习俗?对妇女有什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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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您家中还保留着哪些新婚时的物品、文书(如男女新装、嫁妆、礼盒、礼

单、庚帖、结婚证书、菜单、喜帐、喜帘、盖头等)?

    9.近百年来婚俗有什么变化?还有其他特殊婚俗吗?

    (三)生日寿诞

    1.儿童怎么过生日?过到几岁?有什么人来庆贺?成人过生日吗?

    2.对老人有没有什么专门的称呼、问候语?

    3.一般在什么平龄上开始庆寿?之后哪些年龄不能庆寿?如何庆寿?

    4.儿女一般给父母送什么礼物?有什么讲究?

    5.还有其他尊老、敬老习俗吗?

    《四)丧葬

    1.有哪些葬式与葬法?

    2.什么时候准备棺木、寿衣等?

    3.人临死前如何准备后事(请总管、阴阳生、礼生、乐班、厨师，做孝服等)?

    4.初丧有哪些仪式程序(烧倒头纸、穿寿衣、净尸整容、设灵堂等)?

    5.怎样报丧、报庙?

    6.停灵期间，祭奠仪式过程怎样?亲友如何吊丧施礼?亲属人等穿孝、戴孝

有什么规定?

    7.何时人硷?如何守灵、哭丧?

    8.出殡时间如何确定?怎么进行(出堂、起杆、路祭等)?出殡队伍先后顺序

怎样?路线是怎样的?

    9.如何下葬?

    10.葬后怎样做“七七”?怎样过“百日”、“周年”等忌日?

    11.墓地如何选择?合葬、迁坟有怎样的习俗?

十二、游艺民俗

    1.当地人在平常怎样娱乐(如，赌博、棋牌、武术、秧歌、锣鼓等)?

    2.有哪些自制的玩具?如何制作?怎么玩?

    3.不同年龄、性别的小孩平常都玩什么游戏?游戏规则怎样?

    4.本区流行哪些戏曲(如京戏、梆子等)?您知道哪些剧目?有没有本地独

特的戏曲类型(如蹦蹦戏、道情等)?都演唱什么内容?

    5.本区有哪些比较有名的戏班?有哪些有名的艺人?传人情况怎样?

    6.本区有哪些民间器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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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们常养哪些宠物(如鱼、鸟、虫等)?如何驯养?

8.家中喜欢栽培什么花草?如何培植?

9.通常人们什么时间“遇弯儿，’?到哪里?单行还是结伴?四季有何不同?

10.本区的人喜欢到哪些地方闲逛?

11.街道或者胡同里有哪些比较重要的娱乐活动?能描述一下吗?

12.还有哪些娱乐消遣方式?

十三、医药卫生

    1.居民怎样保护水源的清洁?

    2.采用什么方法贮存食物、保鲜?食品防腐用什么特别的方法?本区的冰

窖分布怎样?

    3.如何处理粪便、垃圾?

    4.居民有哪些个人卫生习俗?居民有何健身习俗(习武、练功等)?

    5.本地过去和现在有什么流行疾病?常见的小病有哪些?当地人对疾病和

发病有哪些说法?怎样医治(去医院、药店买药、请大夫出诊等)?

    6.本区的医院、诊所、药房分布怎样?分别经历了哪些变化?

    7.人们习惯在什么情况下找江湖郎中、巫医看病?看些什么病?怎样看?

    8.有什么土方或偏方?本地常用哪些土产的草药?

    9.看病吃药有哪些禁忌?有哪些相关的谚语?

附二:北京农村民俗文化普查纲目

    北京地处华北，从整体而言，其农村民俗文化与华北农村具有一致性。但由

于北京郊区占据拱卫京城的特殊位置，其民俗文化与京城的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等密切相关，从而形成不同于一般华北农村的京郊农村民俗文化。因此对

它的普查需要注重理解京郊农村与京城之间的互动关系，把握宏观的背景。但

是农村民俗文化普查仍需要以村落调查为单元，在调查个案的基础上，来认知

北京农村民俗文化。

    至于郊区县城的民俗文化普查，可以适当参考《北京城区民俗文化普查纲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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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普查纲目共分为to个部分:村落概况、生产与交易、组织与结社、庙会与

信仰、岁时节日、人生仪礼、衣食住行、交往习俗、游艺习俗、医药卫生。

一、村落概况

    (一》地理与生态

    1.方位边界

    2.自然环境

    3.聚落形态

    4.公共设施与标志建筑(如庙宇、场院、村碑等)

    5.资源物产

    【二)历史与现状

    1.村落起源

    历史上与京城有什么特殊的关系(营卫、守坟、潜运、仓察、府库、料场、工匠

等)?村名来历?

    2.村落类型
    从历史上看，是祖居村、移民村还是屯垦村?从居住状态来看，是密集型，还

是散居型?是单姓村、主姓村还是杂姓村?在生计方式上，是农业村落还是行业

村落?

    3.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

    4.对村落生活有影响的历史人物、重大的历史事件

    5.现在的人口状况(人数、年龄组、户数、民族、文化水平等)和经济状况(土

地、产业、产值、人均收人等)

二、生产与交易

    (一)生计概况

    1.村民以何谋生(种植、养殖、手工业等)?为什么会选择这种生计方式?有

什么说法吗?

    2.本村的耕地(水田、旱田、山地)各有多少亩?各地块名称是什么?名称来

历?

    3.本村主要种植哪些庄稼?有什么特产吗?对于这些庄稼或特产，有什么

传说、故事吗?

    (二)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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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什么时候开始备耕?主要做哪些事?

    2.什么时候春耕?怎样整地、选种、试犁、播种等?

    3.夏天有哪些农活(锄地、间苗、保苗等)?

    4.怎样抗灾、驱害?

    5.各种农作物的灌溉有什么不同?

    6.不同庄稼施肥有什么不同?肥料的种类、来源怎样?如何加工使用?

    7.秋收都有哪些农活?收割、打场、摊场、扬场、扇谷、囤粮等如何进行?

    8.农产品加工有什么习俗(晒、碾、磨、春)?

    9.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有什么仪式活动吗?如何进行?有什么传说、故事

吗?

    10.对应二十四节气，农业生产如何安排?有什么说法吗?

    11.生产过程中使用什么农具?如何制造?形制怎样?如何使用?存放在

哪里?

    12.本村有哪几种车(大车、手推车等)?各有什么功能?有驮架、背篓吗?

    13.农具、车辆、牲畜如何借用?有无搭伙使用的习惯?

    14.农业生产中有哪些禁忌?为什么会有这些禁忌?

    巧.本村流行哪些农谚(天气、节令、水肥、种收等)?

    16.生产经验和技巧是如何传授和习得的?村中有哪些“把式”?

    (三)林牧副渔

    1.村里有山林、果园吗?树木的种植、砍伐、运输、使用有哪些习俗?果木有

哪些品种?怎样栽培?栽培的历史怎样?

    2.村里一般养哪几种家畜、家禽?放养或圈养有什么方法、经验吗?

    3.使用什么牲畜(骡、马、驴、牛)进行生产或运输?各家都有牲畜吗?农忙

和节日时对牲畜喂养有什么讲究?

    4.有无蚕桑、花木、养蜂、渔业等其他生产?生产过程如何?有什么特别的

生产工具?

    5.关于林、牧、副、渔等生产有什么传说、故事或谚语吗?

    6.村里有哪些工匠和手艺人(木匠、瓦匠、铁匠、石匠、画匠、泥塑匠等)?从

业的时间和地域范围怎样?使用哪些工具?有什么特别技艺?这些技艺如何习

得与传承?

    《四)买卖交易

    1.以往土地有哪些买卖、租种方式?受哪些社会关系(家族内、村落内等)的

了68

    民俗研究 FOLKLORE STUDIES



限制?

    2.土地买卖或租种需要哪些人参与?谁做“中人”?过程怎样?如何商定地

价?契约如何制定?有无特别仪式?

    3.村民去哪里赶集?时间、地点、距离?集市上主要进行哪些农产品交易?

主要买卖哪些商品(农具、器皿、家畜、家禽、布匹、衣物、食品等)?如何交易?

有专门的骡马市吗?

    4.村里经常来哪些小商贩?他们的活动范围多大?如何叫卖?出售或收购

哪些商品?有以物易物的习俗吗?

    5.村里怎样相互借贷?

三、组织与结社

    (一)家庭

    1.一般家庭有几代人共同生活?

    2.家庭成员之间的称谓?

    3.家庭中劳作的分工和消费的分配如何?家长的权威及各成员的地位如

何(祖孙、父子、夫妻、兄弟、灿嫂、姑嫂、婆媳等)?

    4.家人之间(如父母和儿媳妇、兄弟与嫂子或弟媳等)在言谈举止上，有什

么忌讳和讲究?

    5.过继和抱养的规矩怎样?有文书吗?继子、养子有哪些特殊的权利、义

务?

    6.什么时候才能分家?分家有什么规矩吗?要请别人(如本家、亲戚、邻居

或其他人)到场吗?他们起什么作用?

    7.财产怎样划分?出了纠纷怎么办?女性成员能分家产吗?

    8.有分家文书吗?谁写?怎样写?

    9.分家举行什么仪式吗?

    10.分灶时，火种是否要从“老家”引到“新家”?

    11，分家前后神灵的供奉、祖先的祭祀有什么讲究?

    12.在分家以后，“娘家”会不会有人来祝贺?有什么讲究?

    13.分家后，老人如何赡养?

    (二)家族

    1.本村有哪些家族?现在状况如何?

    Z.这些家族的形成过程怎样?现在已经有多少代?对村落发展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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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3.本村各家族之间的关系怎样?

    4.家族各有家谱吗?什么形式?

    5.房支的区分怎样?字辈的顺序怎样?

    6.有家庙(祠堂)和田产吗?如何管理?

    7.家族内有无祭祖活动?还有哪些特殊的日子?

    8.什么人做族长?有什么家法、家规?

    (三)乡邻关系

    1.村落中聚落之间、邻里之间的关系怎样?体现在哪些方面(例如婚丧嫁

娶、称谓、拜干亲等)?邻里之间有哪些馈赠习俗?

    2.生产生活中有哪些互助习俗 (抢种、抢收、水利、抗灾、盖房、红白喜事

等)?

    3.村人如何评价一个家庭的地位声望?村中有没有拥有特殊身份的人物?

有没有社会地位低贱的家户?

    4.家庭利益受损时，如何维护(如赔偿、讨理、骂街)?邻里纠纷如何解决?

    5.对亲戚如何称谓?亲戚之间怎样走动?生产生活中有哪些互助行为?

    6.村落中有哪些村规民约?对于公共设施与公共财产如何、维护使用?

    7.本村与其他村落的关系怎样?怎样合作生产和“过会，’?村际纠纷如何解

决?

    (四)结社

    1.村落中有哪些结社组织(看青会、灌溉组织、姐妹会、把兄弟等)?怎样组

成?

    2.这些组织怎样活动?

    3.村中有无特殊从业者(如船户、石匠、看坟人、保镖)的结社团体?

    4.组织的首领是些什么人?如何产生?

    5.村中有借贷组织吗?如何运作?

    例:村落中有水利灌溉组织吗?产生于何时?参与者主要是哪些人?水头是

如何产生的?主要负责哪些事务?水利分配有什么样的原则?与本村或外村的

其他组织有联系吗?

四、庙会与信仰

(一)庙宇与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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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当地有哪些庙宇?供奉哪些神灵?有神诞日吗?庙宇在村落内外的什么

位置?什么时候修建的?有庙碑吗?关于这些庙宇有什么传说、故事?

    2.这些庙宇有庙会吗?会期如何?哪天是正日子?如何确定?规模大小?

有什么庙会传说?村里人常去哪些庙会?

    3.庙会期间，各种活动场所在庙的内外怎样分布?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4.村落中的庙宇有专人管理吗?哪个香火旺?在什么情况下人们去庙里烧香?

    《二)组织与日程

    1.庙内是否有和尚、尼姑、道士等?从哪里来的?出家的原因是什么?相互

之间如何称呼?关系怎样?有结婚成家的吗?生活来源如何?有庙地吗?他们

参与哪些村落生活?

    庙会组织的人员构成和分工怎样?会首是哪些人?怎样选出?

    2.庙会所需要资金是如何筹集、管理和使用的?

    3.庙会组织与和尚、道士、跳大神的、算卦的关系如何?

    4.过会前，本村的庙会组织向外村发帖子吗?如何散发?帖子的内容、形式

怎样?

    5.全村的人都参加本村庙会吗?有外村人来赶会吗?主要是哪些人(性别、

年龄、与本村人有无亲属关系)?上香的过程怎样?人们如何许愿还愿?带回吉

祥物品吗?

    6.庙会请神、迎神、送神等仪式过程怎样?

    7.庙会上有哪些花会表演?

    8.庙会期间有集市吗?规模大小?出售哪些特殊商品?

    9.庙会期间有哪些禁忌(如忌荤、忌行房等)?

    (三)其他信仰与行为

    1.村里有灵异的自然物吗(如树、石、井、泉、洞等)?有什么说法?

    2.村民敬拜哪些动物(如狐狸、黄鼠狼、蛇、刺猜、老鼠等)?有什么灵验故

事?

    3.村民家中都供奉哪些神灵(如天地、土地、财神、门神、保家仙等)?有牌

位或神完吗?

    4.村民在什么情况下会求神问 卜?有哪些祛病免灾的方法?

    5.日常生活、生产中有哪些禁忌?

    6.发生天灾人祸时，本村进行拜神活动吗?有怎样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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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岁时节日

    (一)春节

    1.春节什么时候开始?节期多长?

    2.春节有哪些习俗活动?

    3.腊八粥如何制作?相互馈赠吗?喝腊八粥有什么讲究?

    4.什么时候过小年?祭灶的仪式怎样?

    5.何时扫房?谁扫?有什么讲究?

    6.什么时候准备、购买年货?哪些东西是必须准备的?为什么?

    7.还要做哪些“忙年”的准备?有没有叙述这一过程的歌谣?

    8.什么时候贴春联，写什么文字?张贴哪些年画?门神、挂钱是什么样子

的?

    9.除夕有哪些活动(祭祖、接喜神、接财神、接灶神、供佛完神像、放鞭炮、吃

团圆饭、吃饺子、守岁、压岁)?还有其他活动吗?有什么禁忌吗?

    10.拜年有什么讲究(包括拜村神、访亲朋好友)?

    11.初一到初七有什么规定性的活动吗?为什么?

    12.初八到元宵节之前还有什么活动?

    13.立春时有什么习俗?

    《二)元宵

    1.元宵节有哪些活动?在什么地方举行?

    2.表演什么节目?唱什么戏?要敬拜神灵(上庙、走百病等)吗?

    3.有什么样的灯彩?如何制作和悬挂?有无逛灯习俗?

    4.这些活动由哪些人组织?有哪些人参加?怎样分工?

    5.资金如何筹集、管理、使用?

    6.有什么特别的饮食?如何制作?

    (三)二月二

    1.二月二有没有撒灰行为?什么意思?

    2.有无春饼等特殊饮食?

    3.儿童“剃龙头”吗?妇女忌讳做针线活吗?

    4.接姑奶奶回娘家吗?

    《四)清明节

    1.怎样祭祖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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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有野外踏青、放风筝的活动吗?有戴柳习俗吗?

    3.有特殊的饮食吗?

    《五)端午节

    1.端午节怎么过?有戴香包、擦艾篙、喝雄黄酒、吃棕子等习俗吗?

    2.为祛病避邪，小孩子有什么特别穿戴?

    (六】中秋节

    1.中秋节怎么供奉“兔儿爷”，祭品有哪些?“兔儿爷”是怎么来的?你见过

的“兔儿爷”是什么样的?

    2.中秋节如何拜月?

    3.中秋节的饮食怎样?有什么讲究?

    《七)其他节日

    1.填仓、中和节、五月十三、六月六、七夕、中元、重阳、寒衣、冬至等节日，在

饮食、仪式、走亲访友等方面有哪些习俗?

    2.关于这些节日有哪些传说、故事?

六、人生仪礼

    (一)生育

    1.有什么求子的习俗?

    2.在妇女怀孕期间，有催生的习俗吗?孕妇的服饰、饮食有什么讲究?

    3.分娩时有什么习惯和禁忌?怎样报喜?有什么标志?怎样“洗三”?如何

帮助产妇“下奶”?产妇“下炕”有什么讲究?小孩姥姥家来人“伺候月子”吗?

    4.怎么过满月?

    5.小孩过百岁举行什么礼仪?有什么特殊的服饰?

    6.小孩周岁有哪些习俗礼仪(亲友送礼、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小儿取

名等)?

    7.为小孩消灾祛病有哪些习俗(“还童儿”、“跳墙”、招魂、“送娘娘”等)?

    8.成年礼在什么时候举行?有开锁等仪式吗?

    《二)婚姻

    1.有哪些婚姻类型 (如自愿婚、包办婚、童养婚、表亲婚、招赘婚、买卖婚及

冥婚等各种类型)?

    2.有“媒人保亲”、“合婚”、“相亲”等程序吗?定婚程序怎样?都有什么仪

式?双方如何相互赠礼?女方准备什么嫁妆?亲友“添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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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迎娶的日期如何确定?男方给女方送“催妆”礼吗?

    4.如何迎亲(置喜房、发轿、上下轿、鼓乐等)?迎娶路线怎样?

    5.婚礼仪式程序有哪些(人门、拜堂、闹洞房、听房等)?

    6.婚礼以后，有拜祖宗、分大小、会亲、回门习俗吗?

    7.有哪些离婚、再婚习俗?对妇女有什么规定?

    8.您家中还保留着哪些婚礼中使用的物品、文书等(如男女新装、嫁妆、礼

盒、拜匣、礼单、庚帖、结婚证书、菜单、喜帐、喜帘、盖头等)?

    9、还有其他特殊婚俗吗?

    (三)寿诞

    1.对老人有没有什么专门的称呼、问候语?

    2.一般在什么年龄上开始举办寿筵?如何拜寿?

    3.儿女一般给父母送什么礼物?有什么讲究?

    4.还有其他尊老、敬老习俗吗?

    《四)丧葬

    1.有哪些葬式和葬法?

    2.什么时候准备棺木、寿衣?

    3.人临死前如何准备后事(请总管、阴阳生、礼生、乐班、厨师，做孝服等)?

    4.初丧有哪些仪式程序(烧倒头纸、穿寿衣、净尸整容、设灵堂等)?

    5.怎样报丧、报庙?

    6.停灵期间，祭奠仪式过程怎样?亲友如何吊丧施礼?亲属人等穿孝、戴孝

有什么规定?

    7.何时人硷?如何守灵、哭丧?

    8.什么时间出殡?怎么进行(出堂、起杠、路祭等)?出殡队伍的先后顺序怎

样?出殡路线怎样?

    9.如何下葬?

    10.葬后怎样做“七七”?怎样过“百日”、“周年”等忌日?

    11.坟地如何选择?合葬、迁坟有怎样的习俗?

    12.有无家族的莹地?什么样的亡人不能进人家族全地(横死、无后等)?

七、衣食住行

(一)服饰

1.男女老幼日常穿戴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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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春夏秋冬四季分别穿戴哪些单、夹、棉、皮衣服鞋帽?如何称呼?

    3.干农活、放牲口、做家务的衣服鞋帽有何不同?

    4.春节、庙会等一些特殊的时间和场合如何穿着打扮?

    5.家里的衣服、鞋、帽由谁制作?制作程序各是怎样的?

    6.各种衣服鞋帽的质地、样式、色彩有什么特点?

    (二)饮食

    1.村里日常是三餐制吗?有季节性两餐的习俗吗?

    2.不同季节和农忙农闲都吃什么饭菜?

    3.早、午、晚三餐常吃什么，喝什么(主副食搭配、米食面食搭配、干稀搭配

等)?用餐时间有什么特点?

    4.村民还喜欢吃哪些小吃?如何制作的?来历有什么说法?

    5.婚丧嫁娶时宴席大小?有哪些特殊菜肴?

    6.各种食品或菜肴怎样选料、加工、烹饪?

    7.家中一般使用什么餐具、炊具?

    8.日常三餐和宴席分别由谁制作?

    9.做饭时厨房里有哪些禁忌?日常和宴饮时餐桌上的座次分别有什么讲

究?吃饭时有哪些禁忌?

    (三)居住

    1.本村建房选址有什么讲究?邻里建房时，在高低和距离上有什么忌

讳?

    2.请描述奠基、破土、打夯、起墙、上梁、钉椽、盖顶等建房程序?放不放镇

宅物?唱不唱上梁歌?

    3.本村建房使用什么材料?出自什么地方?

    4.工匠是哪里人?村民之间怎样帮工?

    5.迁人新居有什么讲究和仪式?亲友和邻居怎样祝贺乔迁之喜?

    6.庭院建筑布局怎样?有哪些种类的院落(三合院、四合院、二进院、三进

院等)?院内种植什么花草树木?有什么讲究?

    7.门楼、照壁、正房、厢房等建筑物在什么位置?各有什么功用?外形有什

么特点，有何装饰?

    8.房子的建筑形制怎样?防寒、通风、采光条件怎样?

    4.每间房有什么功用?房子内部如何分配活动空间?在什么地方贴年画、

剪纸?有无火炕、灶台?在什么位置?陈设什么家具和器皿?家中还有老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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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吗?室内有何装饰?

    to.不同辈份、性别的家庭成员寝卧规矩怎样?

    11.供奉的各类家神位于什么地方?

    《四)出行

    1.本村通往外界有哪些道路?路面如何?

    2.常走的大道是哪条?去北京城走哪条路?

    3.除步行外，出行主要用什么交通工具?车辆形制怎样?

    4.本村人一般为什么事情出行?在时间和方向上有什么禁忌?拜路神吗?

    5.一般出行需要带上哪些用品?出行前要做哪些准备?由谁准备?

Jl、交往习俗

    1.平常探亲访友时一般送什么礼物?为什么?如何回礼?

    2.主客之间如何寒暄?如何奉茶、敬烟?

    3.通常主人请客人吃什么?谁做饭?请陪客吗?餐桌的座次怎样?上菜的

次序如何?怎样敬酒?

    4.留宿客人一般住在什么房间?有什么讲究?

    5.客人辞行，怎样回礼?如何送别?

    6.庙会、节庆等特殊时间是否有拜亲访友的习俗?哪些时期必须拜亲访

友?带什么礼物?

    7.什么情况下忌讳走亲访友?女儿回娘家有哪些限制?

九、游艺习俗

    1，小孩经常做什么游戏?与谁结伴玩耍?在什么地方玩(室内、室外、场院、

野外)?请描述一下各种游戏的玩法。

    2.村民自制的大小玩具有哪些?如何制作?

    3.农闲时成年人有哪些游戏和娱乐活动?如何组织?

    4.村里有唱戏或其他表演艺人(如说书的、讲笑话的、说故事的等)吗?

    5.村里流行什么小曲?有什么民间器乐吗?

    6.通常有流动的戏班、艺人来村里表演吗?在什么时间、地点表演?表演什

么?村民最喜欢什么表演?怎么出资、接待、酬劳他们?他们在哪里食宿?

    7.村里流行哪些传说、故事、歌谣、小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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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医药卫生

    1.村落怎样保护水源的清洁?

    2.采用什么方法贮存食物，如何保鲜?食品防腐有什么特别的炮制方法?

    3.村民平时如何保护环境?对粪便、垃圾如何处理?

    4.劳动之余，村民有何健身习俗(习武、练功)?

    5.本地过去和现在有什么样的流行疾病?常见的小病有哪些?当地人对疾

病和发病有哪些说法?怎样医治?

    6.妇女和小孩易患哪些疾病?怎样预防?怎样医治?

    7.有没有治疗疑难病症的医生?他的医术是怎么学来的?有什么土方或偏

方?本地常用哪些土产的草药?

    8.有巫医治病吗?在什么情况下人们会找他们?他们怎么治?

    (本提纲撰写者共6人:刘铁梁、赵丙祥、王杰文、岳永逸、刁统

菊、王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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