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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养育习俗包括孩童成长过程中一系列的灵物崇拜和镇鬼祛病的辟邪行为，以及民间护儿的宗教仪式、
民间护理婴幼儿的科学做法、民间教育儿童的内容和措施、儿童游戏等等。
    在中国入的生命历程中，没有比家庭、家族更重要的东西了，他们的一切喜怒哀乐，都与家庭、家
族紧紧联系在一起。
传统社会中，人生最重大的事是成家立业；最大的欢乐是合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最要紧的事是养
家糊口，发家致富，光宗耀祖。
而要达到这些目的，首先应重视“生”和“养”。
“生”和“养”是我国传统家庭、家族乃至国家所关注的大事。
这也是因为，为人父母既是新组合的家庭成员期待的人生重要历程之一，又是社会组织为了维持国家
、地区发展必须具备的由人口自身再生产所带来的人力资源而对家庭的一种分工和要求，更重要的是
，中国传统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构成了最基本的社会组织细胞，它强调家族至上，家族成员必须绝对
服从家族利益的代表——家长。
因此，生儿育女以延续家族在历史长河中绵绵不断的存在，就成为家庭和家族成员关心的焦点。
    中国人对“生”和“养”的关注还源自传统的生命理念。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的实践中形成了较独特的生命意识，哲人们率先将这种意识升华为一种
生命的理论，又经许多智者，尤其是《易传》的沉思和阐释，终于形成了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中华
民族的生命哲学。
《易经·系辞下》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日人，何以聚入曰财。
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日义。
”把天地之最伟大的品德——“生物”运用于治国，则显示出圣人要有其“位”，必须通过治理财用
和禁约为非来聚集百姓。
百姓无疑是一种生灵，且是天地间最可宝贵的，故国家的统治者要效法天地的好“生”之德以治理社
会。
数千年来，中国历代统治者绞尽脑汁，颁布了种种政策，鼓励民众多生育子女，其现实意义是增加税
收和劳役人数，“国富”与“国强”均要以“民庶”为基础，而其潜意识层则是天地有好“生”之德
在发挥作用，这是毫无疑义的。
《易经·系辞上》又云：“盛德大业至矣哉？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
”这指天地的盛德就在于富有万物并且不断地创生出新的事物，所以“生生”即为“易”，即为宇宙
大化的本质。
这些构成了中华民族较完整的生命哲学。
这种生命哲学其要义为：生生不息、新陈代谢乃宇宙之本质；人类之生命与自然万物之生命皆宇宙之
本质的显现，故而融通为一；入作为一种有感觉、有智慧的生物，应该从静观万物之生意的过程中，
体验自然生命的伟大，把内与外的生命之流融汇成一片，将个体的生命投入整体生命之中，达到生活
与生存的化境。
这种生命哲学在中华民族漫长的生养活动中，引申出了强烈的珍惜生命的意识和伦理。
一般普通的中国人都十分重视生与养，把生儿育女视为人生最重大的事情，因此而有了民间生育过程
中一系列的求孕及生育的祈求和操作。
    中国古代少儿存活的灵物崇拜及辟邪活动是异常丰富的。
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人们抵御灾害与病患的能力相对较弱，尤其是新生儿，抗病能力更差，在古代医
疗保健水平极低的情况下，新生儿的病残率和死亡率都相对较高。
古代中国人为使新生儿存活下来并顺利成长，真是绞尽了脑汁，不惜任何金钱、物资和人力的代价。
我们不难从古人对众多护儿神的崇拜中，从为护育新生命的纳吉及镇鬼祛病的活动中，体会到中华民
族深厚的求生抗死的强烈愿望和生存技能。
    民间广泛地推崇众多的护儿神灵，如床公床母、痘神、碧霞元君、七娘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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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南方地区，百姓一般认为，床母对婴儿的保护无所不至。
婴儿晚间睡熟时的微笑、皱眉、嘟嘴、动手动脚等都是因为床母在教导他（她），此时忌讳唤醒睡梦
中的婴孩，否则有可能长大后变成痴呆。
有时床母一高兴，还会带着睡着了的婴孩的魂魄四处观光，所以忌讳在孩子的脸上涂抹颜色，否则当
孩子的魂魄回来时认不出自己的躯体，就会出大事了。
人们又相信，床母十分嗜酒，祭祀床母时不可用酒，因为床母一喝醉，就忘了履行护儿的职责，婴儿
就可能从床上滚落而受伤等等。
    中国百姓为祈求幼儿平安，顺利成长，还有一套十分奇特的纳吉操作，比如送孩子到寺庙道观中做
寄名和尚或道士。
此时孩子并非真的出家，而是请和尚为孩子取个僧名或请道士给孩子取个法号，拜其为师，祭祀一番
，取回一些小饰物即可。
民间普遍相信，这样做了之后，就会有法力无边的神佛保护幼儿。
此外，又有为孩子拜干爹干妈以求吉利的风俗，有给孩子戴“长命锁”、穿“百家衣”、吃“百家米
”或戴各种各样的护身符等以保孩子健康成长的民俗。
可以说求吉驱邪的操作虽然复杂无比，但贯穿于其中的，则是芸芸众生、人间之父母虔诚地希望通过
这些费钱费时的活动，获得冥冥中某种神灵的垂青，成为护佑孩子的超人间的力量，以让孩子们远离
灾祸，得吉获福。
    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家训和幼儿游戏，也是生养民俗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翻开卷帙浩繁的古代蒙童教材和渗透了父母至深之爱的家训，人们便会惊叹于古人对孩童启蒙的重视
和细心。
为了把幼儿培养成材，教育成一个能自主生活、在社会中游刃有余者，中国古代的长辈真是费尽了心
血，其中有许多是现代人可以汲取的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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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人的生命历程中，没有比家庭、家族更重要的东西了，生儿育女以延续家族在历史长河中
绵绵不断的存在，就成为家庭和家族成员关心的焦点。
育儿习俗包括孩童成长过程中一系列的灵物崇拜和镇鬼祛病的辟邪行为、护儿的宗教仪式、护理婴幼
儿的科学做法、教育儿童的内容和措施、儿童游戏等等。
　　《育儿民俗》是《中国民俗文化丛书》之一。
　　《育儿民俗》向您介绍了有关民间育儿民俗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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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有些颇具匠心的孩子妈妈，用五色花布做成小辣椒、小黄瓜、胖娃娃、荷包、小纱灯
等各式各样的小玩物，然后用五彩线连起来拴在儿女们的衣扣上。
苏北一带，儿童们在端午节都要胸挂“百索儿”，以红丝线为绳，串以“辟邪”铜钱和“长命百岁”
的锁片，再在上面系几道彩色绢符、香袋等，替孩子祈福祈寿。
傣族生婴儿一个星期后，要举行家祭，祭时念祝福词，祭后给母亲和男孩拴线，一个月后同样再祭一
次。
《浦江风俗志》载：旧时小孩有病常过“关煞”。
做完“过关”仪式后，“过关”的孩子要洗汤沐浴，换上新衣服，披上红，项上与手脚都扎上五色线
，有银项圈与手镯脚镯的，也在这时戴上。
据说这样就可以“消除灾难”、“长命富贵”。
云南蒙古族在六月二十四日火把节这天，儿童要抱五色线，用以避除灾病。
白族在一年一度的“绕三灵”盛会期间，在海边拣些小白螺蛳壳，用红线串起，挂在胸前。
旧时流行于东北某些地区有“缠猪精”的习俗。
猪精是猪脑袋里的一根骨头，父母取猪精，以红绿线系之，系于小儿手腕上，认为可压惊辟邪。
山西一带将系五彩丝叫做“戴红色紫子”。
传说清明及清明前后两天为鬼日。
为赶鬼驱邪，父母在此期间给子女佩挂五色线带。
五色线不止五色但一般有蓝、白、紫、黄、绿，以象征蓝天、白地、紫阴影、黄芽芽、绿草草。
多用布剪成棋子大小圆片，用线依次穿成一串，挂于小孩右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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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育儿民俗》为中国民俗文化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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