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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民俗学》

前言

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习俗礼仪，以反映其长期形成的传统文化与道德规范。要了解某
个民族的习俗礼仪，就必须深入调查和研究其源流之来龙去脉，多方位、多层次地全面探索，才能得
出正确的结论。因此，在学术领域，有关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便派生出“民俗学”这样一个独立
的、专门的学科，成为解答民俗之谜的钥匙。民俗学，英语称为Folklore，最初是由英国学者汤姆
斯(1803一1885)在1846年提出来的，当时只限于民间口头文学的研究。过了31年，即1877年，英国民俗
学会成立，似乎才发展为一门学科。未几，逐渐传入德、法等国，研究范围相继扩大。在西方，其范
围有狭义与广义两种内涵。狭义的民俗学，实际上只是民间文学，主要研究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谜
语谚语、民歌民谣、巫符咒语等；广义的民俗学，于此之外还扩及衣食住行诸方面，如广泛涉猎民间
流传的饮食、服饰、住宅、用具、工艺技术、社团组织、行为规范、道德标准、岁时风俗、婚丧嫁娶
、祭祀礼仪、传统节庆、宗教信仰、音乐舞蹈、娱乐游戏等等。西方学者，一般说来，将民俗学视为
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认为是研究文明民族传统文化的学科，而与研究不发达民族传统文化之民族
学相对立，显然是一种不足取的偏见。在我国，民俗学的研究约始于 1919年“五四”前后，是新文化
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刚开始，是从民谣起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起成立“歌谣征集处”，1918
年5月20日起，在《北大日刊》开辟“歌谣选”专栏，由刘半农编选、考订，共刊出148则。1920年12
月19日，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成立；1922年12月17日，《歌谣周刊》出刊。次年1月，决定扩大收集范
围，除歌谣外，举凡神话传说、童话故事、风俗方言等均在广征博采之列，并出版了不少读物。1927
年，歌谣研究会主要成员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钟敬文等在广州中山大学成立民俗学会，“民俗
学”这个名称才伴随着学术社团一起正式出台。1928年3月起，将前身为《民间文艺》的周刊改名为《
民俗周刊》，先后由钟敬文、容肇祖、刘万章出任编辑，两年后出至110期暂时停刊；1933年3月复刊
，至123期再度停刊。顾颉刚在《复刊词》中说：“因放宽范围，收集宗教风俗材料”，表示“要把几
千年来埋没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主旨在于“打破以圣贤为中心
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该刊后来于1936年复刊后改为季刊，至1943年出版了2卷8期。季刊更
侧重民俗学和民族学、民族志方面，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克服种种困难和阻力，坚持发展中国民俗学
和民间文学，在挖掘资料、理论建设、培养人才、扩大队伍等方面，贡献很大，对促进其他边缘学科
的发展，建树颇多。此外，30年代初，杭州的中国民俗学会还编辑出版了《民俗学集镌》两辑，其中
第一辑是《开展》月刊第10期、11期合刊的“民俗学专号”。以上社团及其出版物，曾引起国内外学
者瞩目珍视。新中国成立后，民俗学的研究受到重视和扶植，开拓了蓬勃发展的灿烂前景。在多民族
大团结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民俗学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细致，其内涵也越来越广博、丰富，硕果纷
呈的大好局面，亦令人振奋鼓舞。王正伟同志的专著《回族民俗学概论》即将付梓，正是一项值得庆
贺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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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回族民俗学》围绕回族民俗的来源、回族民俗的主要内容与表现、回族民欲的特点下笔落黑，既有
探本溯源、追踪觅根的总括，又有由此乃彼、由表及里的细说，更有紧扣中心、捕捉特征的分析，在
广征博引中点明回族民俗的起源、发展和演变，使读者到回族民俗与世界穆斯林民俗大同的源流和小
异的细微差别，从而看清人类文明、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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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回族卫生习俗的表现(一)沐浴我国回族人民不仅非常重视沐浴，而且还有很多特殊的有趣的讲
究。《古兰经》中讲道：“信教的人们呀，当你们礼拜的时候，你们要洗脸，洗两手至两胳肘，摩头
，洗脚至踝骨。如果你们失去了大净，就要洗全身。如果你们患病，或旅行，或从厕所来，或接触了
女人，而你们没得到水，这时你们可以用净土摸脸和手。”现在不仅信教的回族群众常洗大小净，就
是不信教的回族也洗大小净，这已经形成了一种风俗习惯，它的益处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沐浴
，不仅使人干净、卫生，同时还可以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有利于身体的生长和发育，协调排出废物
，提高人体的免疫能力，还可以降压、镇咳，消除紧张劳动、工作之后的疲劳，振奋精神，是一种很
好的调节精神的方法。回族的沐浴，可分为大净和小净。“沐”即小净，“浴”即大净。小净，回民
通常称“阿卜代斯”(波斯语)。小净的洗法有以下几道程序：洗两手至腕部。洗两便，回族群众叫“
净下”。净下时，须蹲成南北方向，用右手拿汤瓶，左手洗之，从前到后，洗净为止。净下之后，再
洗手和腕，洗时可打上肥皂洗得干干净净。过去回民不敢用肥皂，主要是怕肥皂里面有死驴死马以及
猪的脂肪，现在有了清真肥皂，回民亦广泛使用。漱口。用左手拿汤瓶倒水，右手掬水入口，仰面灌
喉之后吐出，连续三次。有些回族漱口前用牙刷先刷牙，有的漱口时还刮刮舌头。总之通过漱口、刮
舌，使口腔内部清洁。呛鼻。左手拿汤瓶倒水，右手掬水吸入鼻腔内再喷出，连续三次，以呛净鼻涕
为宜。洗脸。即从前额发际处至下颌，两边至双耳，从上到下，连续三次。洗两手至两肘。右手拿汤
瓶倒水，左手掬水先洗右手至肘，然后再用右手掬水冼左手至肘。抹头、抹耳、抹颈。右手拿汤瓶倒
水，左手掬水后再给右手倒一部分，然后两手从前额发际处抹到脑后，随着将两手心从头两旁抹至前
额，再把两大拇指放于耳外，两食指放在耳内，从上向下抹，最后用两手背从脖颈上抹下。洗脚至两
踝骨。先右后左，洗右脚时，从小脚趾开始，依次洗到大脚趾。洗左脚时，从大脚趾开始，依次洗到
小脚趾，最后洗遍全足。洗完脚再把手冲一下，最后口含一点壶里的剩余水。破坏小净的主要是大小
便和下气、呕吐、出血昏迷、休克等等。在洗小净的过程中，如不慎走了下气，整个小净还要从头开
始洗。大净，回族群众通常称之为务苏里(阿拉伯语)，大净就是用清洁的水洗涤全身。大净一般是在
以下几种情况后洗，如性交、泄精、梦遗，妇女来月经、分娩等。有的洗过大净以后，虽然没有出现
以上情况，但如超过七天，须重新洗大净，回族群众称作“换个新鲜水”。特别是回族出远门旅行，
参加婚礼、葬礼或过古尔邦节、开斋节、圣纪节等重要活动时，都必须洗大净。大净的洗法是，先按
程序洗小净，接着依次洗头、洗两耳、呛鼻、洗脸、洗两肘，然后用吊罐的水开始冲洗。冲洗从上至
下分三截洗。第一，先洗肚脐以上，其顺序是先洗右肩右臂，后洗左肩左臂，先前胸，后后背。第二
，洗肚脐以下，膝盖以上，先洗右臀后洗左臀。第三，膝盖至足。这一截还是从右到左，先洗右小腿
，后洗左小腿，先右脚，后左脚，洗右脚时，从小脚趾开始，洗左脚时从大脚趾指开始。洗完脚要用
干净毛巾擦全身，至此整个大净就算结束。回族洗大小净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讲
究顺序，不乱洗，以免洗净的地方再溅上脏水。同时，回族在洗大净时，要求各个部位，甚至一根毛
也要洗到。如果在洗大净过程中，因遗忘少洗了一个部位，那整个大净则无效，还要从头开始洗。因
此，回族对沐浴非常认真，也很重视。回族群众沐浴后，一个个面目清秀，容光焕发，身心愉快。回
族经常坚持大净，特别是用吊罐沐浴，科学卫生。现在，回族群众自己讲，沐浴除了讲究卫生习俗外
，每洗一个部位，都要联想或体会到一个实际行动。比如洗手的时候，要想到戒偷盗、赌博和拿不义
之财，而要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洗脸的时候，要想到顾全人的体面，戒绝干一切不要脸和见不
得人的事。漱口的时候，要想到不能造谣中伤，胡言乱语，诬陷他人，更不能前面说，后面犯，人前
一套，人后一套，要说有益于大众的话，说实话，说公道话，说不伤害别人感情的话。抹头抹耳时，
要想到不能听乱七八糟的脏话和坏话，不偏听偏信闲言碎语，不在背后搞别人的鬼，不捉弄人。要听
善言，要做好事。洗脚的时候，要想到不能走邪道、搞一些歪门邪道的事，要走正道。总之，洗大净
的时候，要想到戒绝一切与人不善的事，要一尘不染，表里一致，做一个干干净净、正正派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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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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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回族民俗学》填补了我国回族民俗学的空白，是回族民俗学研究的重碑石，是对全社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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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没有说出什么东西
2、辣鸡（清真的）
3、可以当作个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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