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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論文  

 

中国乡村时间民俗的变迁 

━━以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川底下村为例 
 

王 鹤1

 

摘要 

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川底下村距京 90 公里，村域面积为 5.33 平方公里，其建筑主要

以保存完整的明清四合院，三合院为主，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该村于 2001 年 4 月被评为

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 2003 年 9 月被列为北京市第二批历史文化保护区，于 2003 年

12 月被国家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定为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成为斋堂镇发展乡村旅游业

的一块金招牌，吸引了大量的中外游客前来参观．可以说，该村从一个原本以种地为主，靠

天吃饭的农业型自然古村落成功转型成为一个以乡村旅游业为主，农副产品为副的旅游村．在

此背景下，随着乡村旅游业的不断深入发展，并通过笔者自 2007 年 4 月至 2008 年 2 月在该

村的田野调查，深刻感受到该村悄然却显著的发生着各种变化．其中，本文仅就川底下村的

时间民俗在乡村旅游业兴起前和兴起后的变化进行了阐述，通过比较该村村民与居住在镇上

的人们在时间民俗方面的历史差异，以及分析调研获得的事例，从而得出两个结论，即尽管

该村大多数的村民们已改为从事旅游业，但也不能使村民们废除一些传统的时间旧俗，同时，

在该村出现的一些时间民俗的新现象，对改善，丰富村民生活，缩小城乡差别等，具有重大

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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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序言 
 
“我们每天都必须面对的，每天都无法回

避的体验，其实有太多的方面都与‘时间’，

与我们的时间观念和我们社会已经形成的时间

框架息息相关．在我看来，像人类学和民俗学

这样的学科，正好应该从这些并不怎么起眼但

又寻常可见的事实和现象出发，去寻求对于社

会及文化的根本原理的理解和揭示．‘时间’

正是非常适合于我们这样来考虑的重要课题之

一”2． 
笔者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川底下村进

行田野调查中，深感该村与时间有关的民俗确

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非常有意义的重要课

题． 
 

Ⅱ. 村与镇在时间民俗方面的历史差异 
 

斋堂镇曾经一直以盛产“黑白”两矿，即

煤炭与白石灰为支柱产业，这种产业结构在辽，

金之前就已形成，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然

而，隶属于斋堂镇的川底下村地下却并没有这

两种矿产资源，所以只能靠种地收粮维持生

计．这样一来，尽管斋堂镇里与川底下村相距

不过十几里路，但是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

活节奏在时间民俗方面造就了二者之间诸多的

明显差异，其具体表现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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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观念差异 

从民国初期开始，斋堂镇的“黑白”两矿

逐步实现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按企业管理模式

运行．从此，不仅矿工们几点下井，几点上井，

每天工作几个小时，每月哪天上班，哪天休息，

每月休息几天等，都有了明确的规定，而且运

输矿石的车辆几日几时来，几日几时走，也都

按约定好的日期进行．这使得在矿井工作的员

工养成了按照阳历的日期、时间来安排作息，

行使职责，履行合同的习惯．此外，由于斋堂

镇在各个时代都是当地行政管理机构的所在

地，因此，这些机构当然也都有自己的办公时

间和严格的管理制度．不仅如此，镇内的所有

商店、饭馆、澡堂等服务及娱乐设施也都到点

营业，定时关门；学校的学生就更是上下课有

钟点，寒暑假有日期；就连家庭妇女、学生家

长也要按照这些相关的时间操持家务，接送孩

子，并为他们和上班的人准备饭菜．因此，可

以说住在镇上的人遵守的是“社会时间”观念． 
与此相比，川底下村的村民们则完全不同，

那种自古以来就形成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的生活节奏直到以农业为主的 20 世纪 80 年代

末 90 年代初，基本都没有太大改变．在这个漫

长的岁月中，村民们是按照古人所说的“气变

悟时易”，即根据天气变化察觉季节更替，过的

是春播秋收，晴耕雨歇的日子；在当时的川底

下村的村民们的心中，没有斋堂镇居民早已习

惯了的“8 小时工作制”，“七天一个星期”等

这样的生活节奏．这些都表明，在过去很长的

一段年代里，川底下村的村民们所遵守的是“自

然时间”的观念． 
 

2．用语差异 
在以种地为生的年代，斋堂镇的居民表达

时间的用语往往比川底下村的村民们精确得

多，例如表述时间长度的时候，镇上的人会说

“从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可是川底下村的村

民们则说“耪一垄地的工夫”、“抽一袋烟的工

夫”、“烧一柱香的工夫”、“吃一顿饭的工夫”

等，说得十分笼统含糊． 
 

3．计时用具差异 
镇上主要依靠钟表之类的计时用具，而川

底下村在各家各户单干的时代只能看“日头”

决定出工收工；农业合作化之后，由于变为全

村集体下地干活，因此，早上听钟声出家门，

到了田间地头后，休息抽烟、吃中午饭、收工

回村则要听队长吹哨． 
 

4．年节差异 
在“农民以农为主”的年代，川底下村的

村民们只能靠天吃饭，生产方式使他们习惯于

使用农历，而不太习惯使用阳历来表述时令的

变化，带有浓厚的自然色彩．从那个年代过来

的村民如今都已是 60、70 岁的老人，他们都知

道“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一九二九不

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和六九河边看杨

柳，七九冰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

地走”、“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清

明前后，下地种豆”、“热在三伏，冷在三九”

以及“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等许多诸如此类的农时谚语．可是，在这个年

龄层的老人中，却有好几位不知道阳历的 5 月

4 日是中国青年节．虽然村民们都知道三八妇

女节、六一儿童节、七一建党纪念日、八一建

军节、十一国庆节、一月一日元旦这些节日，

但是绝不会像斋堂镇上的机关、学校那样，在

这些节日来临时举办一些庆祝活动，更不会放

假休息．村民们只重视与自然节气有密切关系

的民俗节日，例如春节吃团圆饺子、正月十五

吃元宵、农历二月二日吃龙须面、立春吃春饼、

清明节上坟祭祖、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

饼、农历十二月八日喝腊八粥等．因此，斋堂

镇与川底下村的年节差异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即前者是法定国家节日和季节民俗节日都过，

后者是只过季节民俗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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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关于川底下村时间民俗的新现象 
 

经过千余年的挖掘，自 20 世纪末起，斋堂

镇的“黑白”两矿已出现矿层变薄、瓦斯增多、

生产事故频发、矿产品质低劣等诸多问题．针

对这种情况，北京市市政府自 1999 年以来多次

下达文件命令关闭不合理煤矿3，于 2003 年明

确指示门头沟区区政府必须关闭不能保证安全

生产的矿井4，于 2007 年进一步提出到 2010
年北京市将关闭所有的小煤矿，并通过北京市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向门头沟区区政府提出今

后的发展规划应是将该区建设成为生态涵养区

的指示5．因此，门头沟区区政府决定将原来的

支柱产业从矿产开发转向生态旅游开发，并邀

请有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资源枯竭型地区如何

实现产业转型进行了专题研究6． 
在上述背景下，斋堂镇及川底下村的原有

产业结构分别进行了全面彻底的调整，从此走

上了发展旅游业的道路．这一变化使川底下村

的时间民俗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具体情况如

下所述． 
 
1．新的时间观念 

川底下村以明清古建筑闻名，于 2003 年被

国家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评为首批“中国历史

文化名村”，成为斋堂镇发展乡村旅游业的一块

金招牌，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这使该村 92%的

家庭都介入到旅游业的商业活动之中7．村民们

已不再完全按照农历算节气，更多的是按照阳

历算几月几号是周末，或者是什么节日，预测

哪些日子可能会有较多的游客到村里观光；到

了旅游旺季，许多农家客栈都感到人手紧张，

不得不雇用外来的服务员帮忙，而旺季过后，

在为这些服务员结帐时，他们则会看着日历数

日子计算酬金等．这些不但改变了村民们计算

时间的方法，同时也改变了他们的时间观念，

村民们终于明白了“时间就是金钱”的道理．在

人民公社的年代，每年冬季村民们在村干部的

带领下“农闲不闲，挖渠修田”，其实并没有太

高的积极性，常常是“出工不出力”．可是现在

到了旅游淡季，据村干部介绍：“业闲人不闲，

培训导游员”，从事导游工作的年轻人都积极参

加培训班，培训班不上课的时候，有的人在家

背诵导游词，有的人到村里各个景点去现场背

诵导游词等；而那些不做导游的村民们，到了

旅游淡季也是“业闲人不闲，进城去挣钱”，用

村民们的话说：“没人跟钱有仇”，意思是说，

谁都想利用冬闲季节多挣些钱． 
过去，在中国农村流行“农闲农闲，自家

团圆”、“人农闲，蛇冬眠”、“农闲仨月，炕头

闷睡”等谚语，充分表达了过去农民对时间价

值的认识；而乡村旅游业兴起后不久，这些谚

语就很少再被提起． 

 

2．新的时间知识 
乡村旅游业的兴起不仅给川底下村带来了

丰厚的经济收入，而且也带来了与时间有关的

新知识．例如圣诞节、情人节、父亲节、母亲

节等被村民们称作“洋节”的外国节日；国际

爱牙日、国际爱眼日、国际节能年、国际卫生

年等由联合国相关机构组织的全球性的年度活

动；……．川底下村的村民们虽然不过这些“洋

节”，对他们来说，国际机构组织的那些年度活

动就更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但是，这些毕竟开

阔了村民们的眼界，增加了他们在时间方面的

新知识．笔者认为，不在于村民们是否过这些

“洋节”，也不在于是否能够参与这些国际年度

活动，重要的是，这些进入村民们大脑里的时

间新知识，将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村民们的思想

观念，使他们逐步接受一些现代国际上流行的

文化理念．例如每天来村里的垃圾车，为了招

呼村民们倒垃圾，所播发的音乐竟然是圣诞节

的经典乐曲《铃儿响叮当》，这使一些来川底下

村参观的外国人感到奇怪，等弄明白是什么意

思时，不禁哑然失笑．虽然村中存在令外人感

到不协调的地方，但可以看到，“洋节”、“国际

年”这类概念在乡村的出现对于缩小城乡之间

在精神领域的差距来说，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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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的时间节奏 

要开展乡村旅游业就必须按照相关部门的

要求整治村容村貌，并根据游客的要求调整村

民们的生活习惯，这些都势必给村民们旧有的

生产及生活方式带来很大冲击．其中 大的冲

击莫过于打乱了村民们长期固有的生活节奏，

请看以下事例： 
例 1：为满足游客的餐饮需求，村民们需

要经常从到村里来卖货物的商贩手中购买一些

自家不能生产的瓜果蔬菜，鸡鸭鱼肉等（图 1、
图 2）．这些商贩按照夏季 5 点半、冬季 7 点半

的时间到达村中，这就彻底改变了村民们过去

那种“清晨公鸡叫头遍，背筐拾粪出门转”的

生活习惯．不仅起床后的工作不再是“背筐拾

粪”，而是忙着打扫庭院，为客人准备早饭，就

连催人起床的“物件”也由“公鸡打鸣”改成

了家里的闹钟． 

   
图 1 卖肉商贩 

 
图 2 卖菜商贩 

例 2：大批游客的到来使川底下村的垃圾

迅速增多，这就需要有专用汽车到村里把各家

清理的垃圾及时运出村外．平时垃圾车一天来

一次，时间为每天下午 5、6 点钟，而旅游旺季

及周末则为一天两次，即除下午 5、6 点钟外，

早上 7、8 点钟再增加一次．村民们知道，只有

通过给前来食宿的游客留下清洁卫生的良好印

象，才能使自家的客栈吸引更多的“回头客”，

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所以，每家无形中

养成了时间规律，都努力在垃圾车进村前半小

时清扫厨房、院落，以便垃圾车一到就能立即

把脏东西全部倒掉． 
例 3：109 国道的竣工给来川底下村旅游的

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特别是 929 支公交车

的通车，不仅吸引了北京市内的市民前来川底

下村休闲度假，而且也极大方便了村民们前往

镇上及城里办事、购物．但是，因为这条路线

属于长途，所以公交车每天只往返两次，从川

底下村返回城里的时间分别为 10点 30分及 15
点 30 分．村民们牢记这两个发车时间，不仅提

醒那些想要乘车回城的客人别错过时间，而且

如果自家有事要进城，那就更要按照这个时间

安排家务．可以说，929 支公交车从川底下村

发车的时间已然成为许多家庭的“工作时刻

表”． 
例 4：领取养老金的老人，不知不觉地养

成了按照阳历计算日子的习惯．这是因为随着

村里旅游业的繁荣发展，不仅大幅度提高了村

民们的生活水平，而且村委会也具备了更好地

赡养老人的经济条件．因此，村委会决定每个

月向年满 60 周岁至 75 周岁的老人每人发放

100元的生活补助费，超过75周岁的则发放200
元．每到发放养老金的日子，村干部便通过村

里的广播通知老人们领取．这个令老人们高兴

的日子说的是阳历的日期，于是老人们也就养

成了按照阳历盼发钱的习惯． 
 

4．新的民俗特征 
笔者在川底下村进行田野调查中发现，该

村在乡村旅游业兴起之后产生出一些从未有过

的民俗特征，其中 典型的莫过于时间民俗的

多样性这一特征．如前所述，在人民公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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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底下村依靠农业维持生计，各家各户都按二

十四节气这个“自然时间”的观念安排全年的

生产及生活，也就是说全村上下一年到头遵守

的是同一个时间节奏．但是，这种状况随着乡

村旅游业的兴起被彻底打乱，在这个 29 户人家

的小村庄中，在时间观念和时间的节奏方面呈

现出多样性，其表现在以下 4 个方面： 
（1）时间观念的多样性 

或是因为农家客栈在村内的地理位置优

越，或是因为回头客多等原因，有很多游客会

提前向这些农家客栈打来电话预订食宿．但是，

由于没有像城里人那样使用记事本的习惯，为

保证游客到来后都能有吃有住，客栈主人必须

依靠记忆准确地记住游客预订食宿的日期及住

宿天数，从而养成了严格遵守时间的习惯．与

此相比，那些经营得不太成功的客栈则不同，

往往是在村里的游客过多，食宿安排不下的时

候，由村委会或亲戚把游客介绍或分派过来，

因此这样的农家客栈一般当天才能知晓有无游

客前来食宿，没有必要提前记住日期及人数，

因而时间观念就相对比较淡薄．而那些在身体

或年龄方面没有条件经营客栈的村民们的生活

节奏则更为缓慢，起居随意，时间观念淡薄．当

然，时间观念的多样性还表现在前文中提到的

对时间价值的认识等诸多方面，在此仅举上述

一例． 
（2）计时用具的多样性 

在单纯计算时间时，川底下村的村民们既

有用手表的，也有用手机的，还有用挂钟的．而

在计算年月日时，则既有用挂历的，也有用台

历的，还有用手机的． 
（3）时间和日期标志的多样性 

在同一个计时用具上有多种对时间和日期

的标志．例如许多村民家的挂历上既有阴历又

有阳历，同时还标示着黄历，这既方便了初一、

十五去村中寺庙上香的村民们，也为村民们提

供了进行修建房屋，婚丧嫁娶等事务的 佳时

机；有的村民家中的挂历上还注释着某一属相

的人在此月的运势如何，并有英文译文以及对

中国人属相的英文说明；许多村民家中墙上挂

的电子钟的表盘上既显示时间，又显示阳历日

期和阴历日期（图 3）． 

 
图 3 村民家中的电子钟 

（4）内外节日的多样性 
川底下村存在着两套节日系统，一套是民

俗节日，另一套是法定节日．在民俗节日中，

有的是可以和游客共享的， 有代表性的是春

节．节日期间，特意从城里到川底下村来感受

乡村春节气氛的游客与川底下村的村民们一块

放鞭炮，一起玩“转灯”8，不分宾主，大家共

同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但是，有的民俗节

日则只能由川底下村的村民们自己单过， 有

代表性的是清明节．对川底下村的村民们来说，

清明节比春节更重要，所以不论是长期在外打

工的，还是上学的、从商的，春节可以不回村

过年，但是清明节时一定都会回村上坟祭祖．而

国家法定的节日，川底下村的村民们是不过的，

这是因为法定节日时会有大量来村参观的游

客，此时正是经营农家乐的时机，村民们忙都

忙不过来，怎么可能在节日时休息呢？如果说

民俗节日与法定节日是中国乡村普遍存在的现

象，那么在这两套节日系统上所表现出来的内

外有别的多样性，就只能属于像川底下村这类

乡村旅游文化村才有的特殊现象了．笔者认为，

尽管 2007 年 11 月 9 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向社会公布的《国家法定节假日调整方案》

拟将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增设为国家法定

节假日，但是川底下村内外节日的多样性并不

会因此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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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在该村的时间民俗中依然存在的旧俗 
 
除前文提到的川底下村的村民们有时按照

阴历办事，只过民俗节日等一些传统的时间观

念外，村中至今依然还存在着一些与传统的时

间观念有关的习俗．例如村民们非常重视时辰，

相信一个人出生的时辰不仅将主宰他（她）终

生的命运，而且直到他（她）过世下葬时都要

选择一个合适的时辰；在盖房子时，上梁时间

必须在中午 12 点进行；结婚时，根据当地的习

俗，必须在天亮前将新娘娶进村里，并在上午

10 点举行结婚典礼，如果新娘或者男方是二

婚，那么迎娶及典礼等一切有关事项则必须都

安排在下午进行．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在该

村中与时辰有关的一些传统习俗并没有因为乡

村旅游业的兴起而发生改变． 
 

Ⅴ. 结束语 
 
本文从乡村旅游业的兴起给川底下村的时

间民俗带来的改变这一角度进行了上述研究，

从中笔者得出以下 2 点认识： 
1.在前文“Ⅲ.关于川底下村时间民俗的新

现象”中提到的诸多现象标志着时代的发展．例

如每天按时倒垃圾，冬季不再“农闲仨月，炕

头闷睡”等习俗的改变，表明村庄比以前整洁

了，村民们生活内容丰富了；时间制度的多样

性和内外节日的多样性，表明村民们在市场经

济中有了灵活多样的经营能力；计时用具的多

样性，表明村民们的物质生活丰富起来了．可

以说，这些对建设小康社会，对缩小城乡差别

具有积极的作用． 
2.村中依然存在一些传统的时间观念，这

恰恰说明了其存在证实了文化学所主张的“凡

不具有稳定性的文化现象，就不成其为传统”

的观点．笔者认为，时间民俗尤其是这样，中

国人使用的阴历是根据月亮，露水，雨雪，风

霜等与自然环境有着极其密切关系的外部世界

的变化而制定的，例如 “立了冬，拔大葱”，

即一立冬就要立刻将大葱从地里收回家中；到

了春节或清明节，村民们都会回乡团聚，上坟

祭祖，这些都说明了尽管大多数的村民们已改

为从事旅游业，但也不能使他们废除阴历及其

由此而来的一些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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