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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台州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自下汤发祥，东瓯建国，秦始皇置闽

中，汉武帝设回浦，东吴建郡，唐初置台州，绵延七千余年。历史上多次人口迁

徙，促成了台州较早的文明开化，特别是东晋以来，文化渐兴，至南宋而鼎盛，

一度赢得“小邹鲁”之美誉。

多元的文化在台州广袤山海之间交融激荡，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富饶

美丽土地上的人民，勤劳、质朴、向善，创造了富有个性又兼容并蓄的台州

文化。千百年里，台州大地 诞 生 了 项 斯、戴 复 古 等 一 批 历 史 名 人，留 传 了

天台济公传 说、台 州 乱 弹、台 州 刺 绣 等１００多 个 省 级 以 上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李白、杜甫、陆游、白居易、韩愈等都在台州留下了足迹或佳作。钟灵

毓秀的天台山，儒、释、道三峰并峙，“和合文化”影响深远，成为台州文化

的金名片。

文化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更蕴藏着引领未来的不竭能量。作

为文化挖掘、传承、融汇和发展的必有之举，台州文化研究素有传统。南宋

著名永嘉学派传人、史学家陈耆卿撰写的《嘉定赤城志·辨误门》，揭开了台

州文化研究的序幕。此后历经元、明、清，直至民国，台州文化研究代有闻

人，佳作迭出。正是这些孜孜不倦的先哲前贤，卷帙浩繁的著作论集，向我

们徐徐展开了台州文化的瑰丽图景，为我们寻绎台州文化精神提供了重要

路径。

国民之魂，文以化之。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如今我们加强文化研究，

既是对台州历史文脉的系统梳理，也是对城市品质的全面提升，有利于推进文



化惠民，建设文化强市，打造魅力台州。经过台州文化研究者多年的精心耕

耘，《台州文化研究丛书》即将陆续出版发行。丛书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围绕

台州当代文化发展问题研究、台州历史文化专题研究、台州历代名人名家研究

等板块，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梳理，挖掘了台州人文亮点，富有历史纵深感和

时代创造性。这些精品力作，对于接通文化断层、保护文化遗产有着较高的学

术价值，对于提升台州文化内涵，推动“一都三城”建设更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这套丛书，打开了一扇展示台州文化魅力的窗口，让台州深邃而浓重的区

域文化跃然纸上，必将唤起台州人的文化觉醒，激发无数在外台州人的家乡自

豪感，也可以让更多的读者从中了解台州、读懂台州、感受台州。

希望这套丛书能够让台州优秀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弘扬，惠泽未来。

中共台州市委书记　

２０１５年９月

·２· 　台州节俗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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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何谓“节”。

凡植物都有节，节是植物的关键部位。同样，时间也有节，它是一年中

的关键部位———人们把时间分为“平常”和“非常”两部分，通俗地说，这“非

常”时间，即“节日”。钟敬文先生《民俗概论》指出：节日是指与天时、物候

的周期性转换相适应，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具有某种风俗活动内容的

特定时日。

节日习俗则指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所形成并与节日糅合在一起的风

俗习惯，包括节日礼俗、节日食俗、节日故事及节日禁忌等，它与该地的地

域、风土人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节日的来源主要有四种形式：一是由

节气逐渐与习俗相结合形成节日，如立夏、冬至等，这是我国最早形成的

节日；二是外来节日迅速被传统文化所同化，为民众所接受而成为传统节

日，主要表现在与佛教有关的几个节日，如四月八日的浴佛节、七月十五

的盂兰盆节、十二月初八的腊八节；三是以数字崇拜形成的节日，最主要的

是几个重叠数字的节日，如三月三、端午节、七夕及重阳；四是官方厘定的节

日，像六月初六，宋时曾作为官方厘定的节日，名“天贶节”。最主要的官方

节日是千秋节（天 长 节），即 皇 帝 的 生 日，此 节 每 朝 每 代 不 同，也 不 流 传 于

后世。

台州节日习俗是中华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与全国各地的节日风俗有

着共同的特点，又因为所处地域等原因，有其自身的特点。其共同的特点，源

于与中原文化的长期、全面的交流与融合。其特殊性，源于台州自身独特的人

文地理环境、历史和社会等多方面因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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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创造和形成了五彩纷呈、风格迥异的区

域民俗文化，而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和社会制度是影响一个区域民俗文化的最

主要因素。

台州位于浙江中部沿海，地处北纬２８度，东经１２２度，属亚热带季风性湿

润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暖多雨。三面环山，一面濒海。它北靠天台山，毗邻

宁波、绍兴，南接雁荡山，和温州相邻，西部峰峦叠翠，与金华、丽水接壤。全市

陆地面积９４１１平方公里，浅海面积８万平方千米。台州市现辖椒江、黄岩、路

桥３个市辖区，以及临海、温岭２个县级市和玉环、天台、仙居、三门４个县。

台州有６个县市区濒临东海，岛屿耸峙，大陆海岸线７４５千米，占浙江省总海

岸线的２８％。应该说，台州海域辽阔，平原肥沃，山地宽广，山海物产丰富兼

备，是名副其实的“鱼米桔果之乡”。

明代人文地理学鼻祖王士性（临海人）在其人文地理学名著《广志绎》中，

将浙江划分为“泽国”、“山谷”、“海滨”三个人文地理区域：“杭、嘉、湖平原水

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阻险，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

海，是为海滨之民。”①其实，根据王士性的划分，我们台州的温黄平原，天台仙

居山区，三门湾、台州湾、乐清湾的滨海地区亦可划分成“泽国”、“山谷”、“海

滨”三个不同的人文地理区域，从而也形成了“稻作”、“樵采”、“海作”三种不同

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而也正如《广志绎》说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

为居，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少；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

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

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

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②

概言之，台州由于地理环境与物产资源的差异，导致这三个区域的民风习

·２· 　台州节俗概说

①
②

李一、周琦主编，《台州文化概论》，中国文联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５月第１版，第１页。
同上，第１—２页。



俗差异明显：山谷丘陵之民樵采狩猎、聚族而居，宗族观念较重，淳朴尚武；平

原稻作之民种稻植果、喜互通生意，性格温和圆通；滨海海作之民打鱼晒鲞，终

年与海浪相伴，民风豪迈刚烈讲义气。这些丰富多彩、颇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既

反映在岁时节俗之中，也反映在各地独特的衣食住行，以及手工技艺、咏唱表

演中。以居屋为例：沿海为防台风袭击，大多房檐低矮，房顶加固，窗户较小；

平原屋檐较高，且多宽檐，檐下有廊，既利采光，又避雨水；山区多平屋，以块石

或卵石为墙，就地取材。

灵江南岸眺望台州府城墙

总之，台州区域内名山与古刹掩映，碧海蓝天任白云舒卷，雄奇秀丽、玄远

清幽，一派“海山仙子国”的明媚秀色，这种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当地人民提

供了文化生活的物质资源和活动场所的自然系统，并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构

建了台州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

!.#$%&#/01'23

台州有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底蕴，崇文重教的传统。考古发现，远在

·３·第一章　概　　述　



原始社会时期，台州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开发着这块富饶的土地。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考古学家就曾在这里发掘出大约１０多万年前的人类头骨化石。

历年来考古发现和文物普查表明，台州区域的原始人类主要活动在灵江流域

及其支流的依山傍水地带，其次是三门、玉环等沿海岛屿。商周和春秋战国时

期遗址、遗存则遍布全区，较著有距今约７０００年的仙居下汤遗址和距今５５００
年的路桥中央山公园古遗址。

夏、商、周时期，台州属瓯地；春秋时属越，战国时属楚，秦统一六国后属闽

中郡；西汉始元二年（公元前８５年），置回浦县，属会稽郡。汉代以前，台州是

越族的重要居住区，有着越族自己的风俗。《史记·封禅书》记“昔东瓯王敬

鬼”；西汉刘安的《淮南子》载越族“断发文身”。

最早明确记载古台州风俗的当属《晋书》，记临海郡民“火耕水耨，渔猎山

樵，饮食颇给”而“信鬼神，好淫祠”。可见原始的宗教信仰在古代台州长期存

在，台州原住民有着自己的一套生活礼仪及习俗，可惜由于地方史的缺乏，至

今没有更多的发现。

三国、东晋时期，北方人口大批南迁，随着民族的融合，以中原文化为特色

的许多北方习俗随之传入，与当地的原有习俗逐步融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

期中，中央政权除对当地土著居民进行严厉的管控和镇压外，同时又采取同化

政策，强推中原先进文化的“教化”，北方民俗逐渐融合和取代了当地的原有习

俗，并为台州土著居民所接受。如《梁书·刘潜传》记刘潜在大同十年出任临

海太守，“下车宣示条例，励精绥抚，境内翕然，风俗大革。”后世台州的种种岁

时习俗，此时大体上都已形成。南朝梁人宗懔的《荆楚岁时记》所记载的正月

初一、五月五日、七月七日等岁时节日，在台州都有记载。

来自北方的习俗在台州一带传播的速度相当迅速。如九月九日重阳节，

汉代的官制中开始有九月九日赐百官茱萸的定例；三国魏文帝曹丕《九日与钟

繇书》解释了重阳习俗：“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

以享宴高会”，可见中原一带在三国以前就形成重阳登高宴饮的习俗。此后不

过一二百年，台州重阳登高的节俗便已盛行。南朝宋人孙诜的《临海记》载：

“郡北四十步有湖山，山甚平正，可数百人坐。民俗极重九日，每菊酒之辰，宴

会于此山者常至三四百人。”

隋唐以来，对台州的民风民俗作过巨大贡献的，要数唐代的郑虔。被唐玄

·４· 　台州节俗概说



始建于东晋的台州府城墙、灵江、巾山与括苍山脉构成的山水景观

宗称为“诗书画三绝”的广文馆博士郑虔（６９１—７６４），字趍庭，又字若斋，因受

安禄山之乱的牵连，至德二年（７５７）被贬为台州司户参军，在台七年，死于任

所，子孙留居临海。宋大理寺少卿楼观的《祠斋壁志》称：“时台人朴陋，少习礼

文，古粤之风，犹未尽变，公之衣冠言动，特出于俗，人反嫌之，故当时为之语

曰：‘一州人怪郑若齐，郑若齐怪一州人。’尝自联云：‘著作无功千里窜，形骸违

俗一州嫌。’且窃叹曰：‘东鲁圣人泽加天下，而台不被其泽者？……夫君子所

过者化，今吾谪此，则教化之责，吾当任之。’因选民间子弟教之，大则冠婚丧祭

之礼，小则升降揖逊之仪，莫不身帅。……于是大阐文教，而台民俗日淳，士风

渐振。”这是中原习俗经过人为努力而进入台州的一条很具体的记载。因此

说，台州能够“民俗日淳，士风渐振”，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当归功于广文博

士的“以身帅之”。那时，台州民风淳朴，淡泊明志，正如民国《台州府志》引宋

《风土志》云：“隋唐以来，士不以功名为念。宋兴，文物之盛，始读书务学，相踵

登第。”

五代十国，是个动荡纷争的年代。各小国的君主大多是唐末的地方节度

使，他们拥兵自立，割据称雄，交兵不息。但却是古代台州文化走向鼎盛的转

型期，这时期台州许多独特的节俗开始走向成熟并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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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古祠———临海郑广文祠（郑虔纪念馆）

临海郑广文祠内景

浙江省重点文保单位———郑虔墓 清同治年间台州知府刘撰《唐郑广文公碑》

（神道碑）

·６· 　台州节俗概说



　　在两浙地区割据的吴越王国，奉行保境安民、长治久安的基本国策，对中

原朝廷恭顺不悖，贡奉无缺，辖境内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战事，社会相对安定，行

政区划大体不变。自唐乾宁四年（８９７）进入台州，直到北宋太平兴国三年

（９７８）纳土归宋，吴越国统治台州达八十多年间。其间，吴越国的统治者先后

派到台州的２８任刺史中，钱氏王族就占了９任，其中龙德元年至三年（９２１—

９２３）在任的钱镒是吴越国王钱镠的弟弟；开运三年（９４６）在任的钱弘俶，离任

两年后，从公元９４８年到９７８年，当了３１年的吴越国王。广顺二年（９５２），钱

弘俶将台州刺史吴延福调入京城，入参相府事，同时以他的弟弟钱弘仰接任台

州刺史，直到显德五年（９５８）。当时的台州与吴越国统治者非同寻常的关系，

使台州在唐末的战乱后较快地得到休养生息，进一步促进了台州经济文化事

业的发展。

台州州治临海始建于北宋的东湖与北固山、白云山构成的山水景观

台州民风的另一次较大变革，则是宋室南渡之后了。台州沾了宋廷定都

临安（今杭州）“近水楼台”之光，耆儒硕辅、文章之士，纷至沓来，成为“文物之

邦”，良风美俗风行城乡。在南北民俗的再次大交流中，北方文化和习俗在台

州的影响更加深广。正如《嘉定赤城志·风土门二·土俗》道：“州介东南之

陬，承平时号无事，里无贵客，百姓厌渔猎，不识官府。建炎后，官吏丛脞，兵旅

绎骚，民生作业益艰。自是机变繁滋，有逐末而哄于争者，幸王化密迩，风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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