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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湖口县人民政府县长　李小平

获悉湖口县民间文化普查资料即将结集出版，甚为欣慰。湖口历史文化底蕴

深厚，这次民间文化普查成果凸现出灵秀湖口之魂脉，吹起湖口一片古朴之风。

近几年来，湖口经济快速崛起，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社会文明日臻完美，文

化发展也步入了快车道。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并驾齐驱，相得益彰，为湖口经济

社会全面发展提供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湖口的民间文化是当地民间智慧之结晶，是湖口处在特定地域酿就的文化雅

韵之遗存，是湖口民间的创造力、生命力、想象力旺盛之体现；湖口民间文化是

湖口人民世代相承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镌刻着历代

湖口人民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优秀价值观和审美情操。保护、传承和利用好自己

的民间文化，对于建设新湖口，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的全面

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今年我县大规模大手笔开展的民间文化普查工程，可谓是一项具有开拓性、

抢救性、基础性价值的工程。开展民间文化普查，不仅是对优秀传统民间文化的

一次大搜集大整理，更是助推湖口精神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

次伟大实践；开展民间文化普查，不仅是一次对世代湖口人民聪明智慧的总结和

提高，更是留给后人取之不尽的发展源泉；开展民间文化普查，不仅是一项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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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郁文化气息的繁巨文化工程，也是一项具有多种效能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一次

民间文化普查任务繁重，影响深远，规模巨大，效益显著。本丛书印证着我县民

间文化普查工程取得了丰硕成果。

开拓性地开展民间文化普查，得到了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众多热爱家乡、

热爱生活、热爱文化的贤人智士辛勤地奉献了他们心血和汗水。我谨向参与民间

文化普查工程的诸位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我县开展的民间文化普查，是我们对湖口民间文化采取抢救保护措施的一次

有益尝试，体现了党委、政府对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视和决心。实践证明，民间文

化普查的成果必将为湖口的全面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这些民间文化瑰宝

的呈现，必将进一步丰富我县的文化内涵，必将唤起我县人民塑造优质文化生态

文明的意识，必将增添我们对传统文化保护的使命感、责任感，必将激发出文化

的生命力，迸发出文化的创造力！

是为序。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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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民俗是常民生活形态的真实反映，举凡生活中食、衣、住、行、育、乐的内

涵与形式，以及其间思想、行为、仪节、活动的记录与形成，都是民俗学探讨的

主题。这种习惯与风俗，不仅反映了人们生活的提升与满足，更是民族生存不可

或缺的精神支柱。湖口民俗，指的是湖口县域内自古以来逐渐形成并流传至今的

独有的各种各样的民间风俗习惯。本篇编辑记载的主要有年节、延师、竖屋、寿

诞、嫁娶、丧葬、修谱、饮食和民间文娱活动等九个方面的内容。这九个方面的

民俗内容，虽说不能百分之百地记载湖口民俗的全部细节，但基本上涵盖了湖口

民俗的绝大多数内容。有些可列入民俗范围的内容因另编成篇，如民歌民谣、故

事传说、文艺戏曲、手工技艺等，故未编入本册。

湖口地处赣、鄂、皖交界，鄱阳湖之口，长江之滨，交通便利，人口流动性

大，文化底蕴厚重，民俗文化风趣独特，精彩纷呈。

湖口人过年过节的习俗虽说和周边省市县包括全国大部分省市县有相同之

处，但一些具体细节仍然有明显不同。如在湖口流行（传）的过年顺口溜：廿七

整齐齐（杀年猪），廿八捉鸡杀，廿九喝团年酒，噼噼啪啪放鞭炮，初一早晨拜

祖宗等。另外，由于湖口气候条件、经济生活条件及湖口地方方言与他处的差

异，也自然形成了湖口人过年过节及日常生活习俗的独有之处。

湖口旧时的延师习俗，竖屋（即建房）习俗，寿诞中的“洗三”、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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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周”（即周岁）、“响号”、“上红丁”、祝寿和修谱等风俗都具有浓厚的

湖口地方色彩。特别是湖口婚俗中的“打新房”（也称“闹新房”）习俗是湖口

民俗中的一大特色，也是其中一大亮点。《撒帐歌》曲调是湖口青阳腔（即高腔

戏）的曲调，并早已成为一首著名的婚礼风俗歌。

湖口的丧葬习俗同样充满地方特色，尤其是丧葬风俗歌中的《十月怀胎》、

《十哭》等，既真实地表达了生者对逝者的怀念和悲痛之情，又再现了父母在生

时含辛茹苦养育儿女的不世之恩，具有教育下一代孝敬父母、认真处事、诚实做

人的正能量。

饮食习俗在湖口民俗内容中占有相当的比重。饮食文化是把饮食赋予文化的

形式和内涵，即一个国家及民族的食物、饮食器具、食品加工方法及烹任技艺、

饮食方式、食物营养学研究以及以食物为基础的哲学、伦理、礼仪、习俗、心

理、文学、艺术等的总称。饮食文化历史久远，是自出现人类以来就存在。人类

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日常生活起居，开门总是七件事：柴、米、油、盐、酱、

醋、茶。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餐不吃饿得慌。”用湖口话说就是“长

嘴要吃，长根要蓊（“蓊”：湖口方言音，意为植物施肥）”。所以千事万事吃

是大事，民以食为天嘛。湖口濒湖靠山，四季分明、冷热变化显著，体现在饮食

方面也千姿百态，但都带有自然、地理和历史的烙印。

自古以来，湖口人每逢过年过节或遇喜庆之日，唱戏的、走灯的或围鼓坐

唱的比比皆是，男女老少奔走相告，成群结队赶热闹，简直是乐翻了天，笑开了

花，处处喜气洋洋。湖口的灯彩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游龙、游狗、游虾，有打

莲箫、打新房、打蚌売、打狮子、打花棍、打王古州，还有划莲船、踩高跷、摆

云舞、挑花篮、推车赶会和湖口道情等等。不少项目可谓独具匠心，别具一格。

近几年来，湖口的节庆文化又增添了打腰鼓、跳扇舞、剑舞及广场舞等，这也反

映了湖口民俗文化与时俱进的历史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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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节

（一）年

1. 小年

每年农历腊月二十四称为小年，也叫小岁，是传统过年的开始。俗话说：

二十四里掸扬尘。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里里外外，打扫得几净窗明，衣服被褥拆

洗清洁，锅盆瓢勺洗刷一新，以便干干净净过大年。按照乡俗，人们在这天早晨

要提上供品前往祖堂祭拜祖先，吃完了晚饭开始祭灶神。先给东厨司命即灶王爷

（又叫灶神爷）嘴上涂上糖，叫“胶灶王爷的牙”，然后鸣放鞭炮，焚香烧纸，

送灶王爷上天。按迷信说法灶王爷上天向玉皇大帝汇报这家一年来家庭人员的工

作、生活等情况。灶王爷吃了糖，甜了嘴，自然“上天奏好事，下地降吉祥”

（亦有“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之说）。直到大年三十晚上，放爆竹、敬香

接灶王爷回家。一般人家，只在灶头烟囱上贴一张红纸条，上书“司命之位”，

祭奠时就对此下拜。

从二十四开始，直到开年正月十五元宵，这一期间统称过年。辞旧迎新，

讲究大吉大利，尤其不能说“死”、“杀”、“凶”、“鬼”之类所谓禁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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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以免坏了“彩头”。而小孩子往往口无遮拦，所以在这一天要教育孩子不许

乱说乱动，不听话则予以惩罚，俗谓“打伢仂过年”。教孩子说吉利话，比如睡

觉是“享福”，关灯叫“圆灯”，老鼠叫“财神”，肉炆烂了叫“炆红了”，

动物骨头叫“元宝”，动物头叫“神福”，动物血叫“红”，吃多一点叫“吃起

一点”，杀鸡杀猪叫“顺鸡顺猪”（或叫“高鸡高猪”），夸别人猪大要说“你

家好盛槽”，做完了事叫“做圆了”，吃完了饭叫“吃圆了”。特别是除夕夜，

有的地方为了防止小孩说话无禁忌，吃年夜饭前，做母亲的总要煮几个鸡蛋发给

每个小孩（一般为十五岁以下），用鸡蛋放在小孩的嘴唇上“滚一滚”（擦一

擦），边滚边说：“滚鸡屁股嘴，说话不算数。”即使如此，小孩子毕竟小，记

性差，免不了会说不吉利的话，犯禁忌。于是，大人又会用“童言无忌，万事大

吉”或“伢仂放长屁”来破解。当然，小孩子不乱说最好。

二十四日晚全家团圆吃酒宴，敬祖宗，放爆竹，现场充满喜庆气氛。从

二十五日开始就要忙过年了，做粑，熬糖，“放”年猪，“高”鸡鸭，忙得不亦

乐乎。

2. 除夕

除夕即一年最后的一晚，指农历腊月月小二十九、月大三十晚。古人对联

曰：“旧年新春隔一晚，昨日今朝是两年。”现在人们把这一夜零点前称为旧

年，过了零点称为新年。除岁之夜，就是送旧迎新，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夜晚。常

言道：“有钱无钱，回家过年。”错过了除夕的团聚，人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天，早餐除一般饭菜外，一盘米粉蒸肉是必不可少的，有的地方是吃糯

米饭，又叫辞年饭，意为辞别旧年。妇女们一整天都在忙着洗洗刷刷，烧煮炖

炒，准备办年夜饭。男的一般在上午把堂前门外装饰一新，到了下午准备灯烛，

快傍晚时就开始贴春联。贴春联的地方包括大门、后门、侧门，还有堂前的中

堂。以前，门上贴的是门神，一般左门贴尉迟恭画像，右门贴秦叔宝画像。门

楣上贴花笺，门缝贴红纸条，上书“开门大吉”。后来，也有人在门上贴春联。

春联内容丰富多样，如上联“天增岁月人增寿”，下联“春满乾坤福满门”，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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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是“春”、“福”或“欢度春节”等。堂前正中墙上（或甬壁上）贴“天地君

亲师位”，后来，统一改为贴中堂。中堂分两部分，中间贴的是福禄寿星或山水

楼台花木风景画，有的人家会贴请人或自己书写的诗词书法，两边贴对联。“天

地君亲师位”只贴在祖堂前。房屋外的墙上还会多贴些红纸条，内容有“百无禁

忌”、“出门大吉”、“四方大利”、“和气生财”、“黄金万两”等。房屋里

面墙上贴有“百无禁忌”、“苏才郭福姬子彭年”（所谓“苏才”，指的是宋朝

苏东坡的才学。“郭福”，指的是唐朝郭子仪的福气。郭子仪七个儿子，八个女

儿，有“七子八婿大团圆”之说，可谓有福。“姬子”指的是历史上周文王，生

有九十九个儿子，加上一个雷震子，共一百个儿子，谓之多子。“彭年”指的是

周朝的彭祖寿年最高，传说他活了八百零八岁，可谓长寿）等。人们喜欢贴写有

这些内容的字条，目的是寄托美好的愿望。堂屋中间放好靠背椅和坐垫，个别富

裕人家地上铺上红地毯，以增加节日气氛。有的人家连猪圈、牛栏的门框上都贴

上“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红纸条，鸡窝门板上贴有“姜子牙在此”（民

间传说姜子牙封神时封自己为管瘟神的神）的字样。这一切都是为了祈福，增添

喜庆气氛。贴好门神，放响爆竹，天也黑了。有的村庄风俗是关上大门，人们进

出都走后门或侧门，避免走了福气。

除夕之夜乡村邻里互不串门，家家户户堂前红烛高照。点蜡烛要有烛台，

穷人家没有，就用土砖削成。烛光比煤油灯亮，增添了节日气氛。而且每间房间

包括厕所、猪栏都要点上煤油灯。堂前燃起一盆炭火，山区木柴多，就直接在堂

前大门角落用土砖围或就地挖个圆形的火塘，烧栗树柴火。俗话说，除了栗树无

好火，此火最旺。火塘里架着“三脚猫”（三个脚的圆形铁架子），上面放着砂

料（如鼎罐），周边放着鸡婆罐，里面炖着鸡鸭猪肉，香味四溢。这盆火（包括

各个房间照明的灯）通宵达旦不能熄，俗有“三十夜里的火，元宵夜里的灯”之

说，以示来年红红火火。

大概在晚八点，村里“管年”的人敲响铜锣（也有的以放铳为号），全村老

幼男丁都端上“神福”（祭品），手拿爆竹，到祖堂集中，统一“团年”（也叫

“完年”），拜祖宗。团年的程序是：摆放神福（神福由全雄鸡、全鲤鱼和全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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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组成，又称“三牲”，由长方形托盘装着），烧香纸，放爆竹，磕头打拜，有

的村庄还念辞年歌。顿时鞭炮齐鸣，铳炮喧天，好不热闹。

团完年后（拜完祖宗），开始吃年夜饭。这是春节家家户户最热闹的时候。

开席前要放一挂最长的爆竹（以前是千子鞭，现在一般是烟花），还要再点香，

祭拜未上堂（三年内新亡的先人）及天地过往诸神，然后才开席。这是最隆重的

酒席，只要经济条件许可，山珍海味尽可摆上。当然，一般人家还是鸡鸭鱼肉，

香菇木耳等家常菜肴。全家老少，长幼为序，围坐桌旁，共吃团圆饭。自然少不

了敬酒，晚辈敬长辈健康长寿，开心快乐；长辈谢晚辈学习进步，工作顺利。气

氛相当温馨。如果兄弟子侄多，酒量又还好，大家相互敬酒，虽不说一醉方休，

倒也是开怀畅饮，互叙亲情，直到酒足饭饱，尽逞意兴。

喝完团圆酒，全家人围坐火塘边，说着话，嗑着瓜子，吃着糖果，开始守

岁。守岁就是不睡觉，守候旧年的逝去，迎接新年的到来。火塘的火越烧越旺，

屋里欢声笑语，充满吉祥。为了避免打瞌睡，大人会讲些故事、笑话，让小孩提

神。接着就是给小孩分发“压岁钱”，钱不在多，意思是希望小孩子在新的一年

里健康成长。小孩子毕竟熬不过大人，大人就安排他们和老人去“享福”（睡

觉），自己则继续守岁，一般人会守到天亮。到深夜十二点，家里的男主人在门

外放鞭炮，辞旧迎新。直到凌晨三四点钟，男主人即使睡了，也会披衣起床，开

大门放一挂鞭炮，俗称新年“开门爆竹”。

附：个别村庄除夕特殊乡俗简介

（1）叫花子年

旧社会过年，对穷人来说是过难，有的穷人家为了逃避“阎王债”，挈妇

将雏，离乡背井，在荒郊野外风餐露宿。有的村庄（如舜德乡高桥村的杨家垅）

过“叫花子年”，即除夕之夜全村男女老少携带食品到田塍地坎聚餐，据说此习

是从其祖上流传下来的。可能是由于晚上天黑不方便，一般放在除夕前一天的中

午，人们象征性地提着汤罐到田垅转一下，其实还是在家里吃。不过，如今移风

易俗，没有人这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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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建村除夕风俗

文桥乡文建行政村陈姓周姓人家，比别村过年要多一天，即是腊月廿九提

前一天过年，并在这一天团年（如月小廿八日）。吃过午饭，村里小孩就扛着磬

在屋前屋后边敲磬边喊：“大家啥，赶野杂，过年啦。”如此循环前巷走到后巷

两个多钟头，如真的有人不走的话，小孩子们用石头抛他，目的是赶走讨债的

人，欠债的穷人就轻松了，可过个自在年。假如有的人家里的女儿与老公离了婚

未嫁出去，也要拿汤罐耳锅到油榨屋内过年。村里头首是要查的，要是不到油榨

屋过年，要该家长向全村写保证书，保证村子一年的太平（这种风俗现在也破除

了）。

廿九日晚八点，大家陆续拿供品集中到祖堂团年，也叫完年。供品有猪头

（人们把猪头叫“神福”），青水线鸡一只，鲤鱼一条，全用盆装好（熟的）。

盆里要放菜刀一把，筷子一双，并要请团年先生（道士）诵团年词。颂词内容大

致是先说接祖安宗，受供奉，最后要求祖先保佑后裔在各行各业顺利、平安、发

财，保佑老幼健康长寿，孩子会读书。团年时间，各村早晚不一，有的村团年要

到凌晨三点，因他的祖宗是个拐子，走路慢，所以要晚些。团完年后，规定每户

要割一块（大概五两）肉给团年先生。从祖堂回到家后，在大门口敬拜天地，再

祭灶神。不一会儿，年夜饭已齐备上桌，一家老小按辈分大小安坐，欢聚一堂。

喝酒吃菜要规规矩矩，不能乱说话，要讲好话。吃完酒后，放挂短爆竹下席。第

二天是三十日早晨，要赶早到祖堂里供奉辞年饭（锅里煮的米饭，饭上面蒸肉，

叫辞年饭），越早越好。传说是三十日起得早，田地不生草。敬祖后，全家人围

坐起来不喝酒，吃辞年饭，中午吃点便饭。饭后贴门神、对联，把中堂贴好，

把所有的窗户闭好。刚刚断黑就在堂前厨房所有的房间都点上亮灯。动手喝岁酒

时，堂前将菜油灯换上蜡烛，财主家大屋堂点满堂红，或是大保险灯。堂前火塘

要烧大火，灯火通明，祈求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3）饶大屋村团年风俗

文桥乡饶大屋自然村居处特别，上首郝垄活水贯穿上、下城山塘，叩门而

过。两池堤坝横连村前一座小山丘，形同船的两“桅杆”支撑着“帆”。村后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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