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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

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习惯和民风民俗。它起源于人

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形

成和不断丰富、发展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

民俗所体现出的核心内容属于民俗文化，是普通人

民群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

的文化现象。它来自于人民，在人民中传承，规范人民的

行 为，是 深 藏 在 人 民 中 的 包 括 行 为、语 言、心 理 的 精 神

力量。每一个人都毫无例外地置身其间却不为其所累，

并且甘愿接受这种模式性的民间风俗的规范与保护，自

觉或不自觉地传承着既丰富多彩、又千差万别的生活习

惯、民风民俗。

南北湖（澉浦）地区历史悠久，民风淳朴，自古以来

就有着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本书编入了这个地区丰富

的民风民俗、节庆习俗、生产习俗、生活习俗，和极具地

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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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的土特产和这个地区所

特有的饮食文化等等。

挖掘、记录、梳理、传承南北湖（澉浦）地区丰富的

民俗文化遗产，是当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对先辈留

下的宝贵文化遗产的尊重和负责，也是向社会推广介绍

南北湖民俗文化、开发南北湖旅游资源、提升南北湖文

化品位的必由之路。

本书旨在全方位向读者介绍南北湖（澉浦）地区丰

富的民风民俗，期望读者在南北湖旅游时，进一步加深

对南北湖民俗文化与深厚的文化底蕴的了解；在参与

南北湖民俗文化活动中得到体验，身心愉悦；在品尝南

北湖特色菜肴后胃口大开，有所回味；在不同的季节，

带着南北湖各种各样土特产，满载而归……如此多赢的

局面，是作者十分乐意见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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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庆习俗

踏青节

太阳每天东升西落，时间像流水一样无始无终，而

正因为有了节日，有了节庆习俗，才打破了这种平淡庸

常、千 篇 一 律 的 生 活 节 奏，有 了 节 日 和 常 日 的 区 别。人

们以这种切割时间的方式，来追求有节奏的生活，从跳

出常规的生活，获得快乐与放松，使生活更加丰富，更有

意义。人类的传统节日历史短则几十数百年、长则有两

三千年，在时间的推移中，节日内容不断丰富，形成了独

特的社会现象，具备了丰富的社会功能。

在中华民族上下几千年的文化大环境下，南北湖的

传统民俗文化十分深厚，南北湖的传统节日丰富多彩，

且大多与传统古老的祭祀、生产生活、自然风光有关。

初春时，芳草返青，杨柳着绿，至郊外野游，谓之踏

第一篇��民间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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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踏青的习俗在我国由来已久，传说远在先秦时已形

成，也有说始于魏晋。据《晋书》记载：每年春天，人们

都要结伴到郊外游春赏景，至唐宋尤盛。清明扫墓，正值

春光明媚，扫墓者往往“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圃，列

坐尽醉”，由单纯的祭祀活动演化而为同时游春访胜的

踏青。李淖在《秦中岁时记》中曾有记载：“上巳 ( 农历

三月初三 )，赐宴曲江，都人于江头禊饮，践踏青草，谓之

踏青履。”杜甫在诗中也曾记载了皇家浩浩荡荡春游踏

青的情景：“三月三日气象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清李

稷勋《都门竹枝词》：“山花押鬓踏青行，儿女相逢各问

名。”千百年来，踏青渐成了一种仪式，“逢春不游乐，

但恐是痴人”，白居易的这首《春游》正是这种心境的

写照。

南北湖自然风光所孕育产生的节日，首推踏青节。

有着美丽风光的南北湖是踏青游玩的好去处。据记载，

南北湖踏青始于南宋。宋绍定三年 (1230) 撰《澉水志》

记载：

永安湖四围皆山，中间小堤，春世游人竞渡，号为小

西湖。

在明代，文学家许相卿隐居于南北湖，随之，文人雅

士到南北湖交往会友，踏青旅游者更是趋之若鹜，文徵

明、董沄、朱朴、明秀等多次聚首南北湖，在这里游山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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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吟诗作文，舒释胸怀，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

许相卿的《湖外郊行》诗曰：

青鞋短策湖云东，漫搜妙语酬春工。野云漠漠吞江

树，晴雨丝丝织晚空。

明隆庆二年（1568），大画家徐文长来南北湖踏青，

被南北湖盛开的桃花和少女游春的场面所陶醉，在鹰窠

山与游人赏桃花赛诗，竟在别人吟诗过程中抢着吟诗：

空翻锦浪沙鸥醉，远村榴裙白马轻。归嘱韶华休尽

放，含葩留艳待清明。

诗人陈善的一首《澉墅春游》，集中写出了明代南

北湖踏青春游的特色和南北湖春天壮丽的风景：

携酒曾从澉上游，苍苍烟雨望中浮。人间梵呗天真

寺，空外栏杆宣慰楼。沧海接云疑越峤，青山绕郭似杭州。

醉归驴背饶诗兴，东指蓬莱天尽头。

到了清代、民国时期，踏青之风更盛，踏青方式多种

多 样，除 了 踏 青

游湖、观赏桃花、

登 临 鹰 窠 顶、进

寺 庵 朝 山 进 香

外，更 有 文 人 雅

士 泛 舟 湖 中，饮

酒 作 乐，吟 诗 作

对，悠然自得，乐 中湖塘踏青正当时 (选自《南北湖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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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中。祝静远有诗《南北湖看桃花》，读此诗，一幅南

北湖踏青游春的风俗画跃然眼前，摘于后，以飨读者：

看花觅句兴犹豪，杜牧情怀阮孚履。……相从泛舟

中流去，满天云雾满湖烟。蒙蒙烟翠接遥岭，路转山坳别

有林。舍舟定入花丛里，倦人花气扑衣襟。半开含笑复含

娇，最后相逢色更饶。鸡犬不闻茅屋静，绿杨掩映小红桥。

斯游疑醉复疑梦，梦魂恍入武陵洞。同游四散归路迷，青

山绿水环相送。

由于南北湖秀丽山水的巨大吸引，历史上的南北湖

踏青旅游从未间断，而且越来越被人们所推崇。当代南

北湖踏青，首推 1986 年清明节。据统计，那一年踏青人

数达 10 万人之多。海盐、嘉兴其他地区的 50 多位书画

家齐聚南北湖，踏青采风，在西涧草堂挥毫泼墨，写诗作

画，把南北湖的美丽春色定格于画中、诗间。

此后，每年清明前后，南北湖踏青之旅如春潮涌动，

越来越被人们青睐。海盐及周边县市，乃至沪、杭、苏州

一带，一到清明，人们蜂拥而至，有扶老携幼举家而来的，

有情侣、同事结伴而来的，有单位组织而来的，更有企业

家带着客户而来的，使得当时南北湖有限的接待条件有

些跟不上。有鉴于此，南北湖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因势利

导，加大投入，改善服务，于 1996 年 4 月 4 日清明节当天，

在南北湖踏青节的基础上，创办了首届南北湖观光旅游

节。从此，南北湖踏青节走上了常态化，年年举办，年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