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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长兴，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雄踞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接合部，故有“三省通衢”之称。

它坐落于因一曲“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而驰名中外的太湖西南岸，犹如一颗明珠，与苏

州、无锡隔湖相望，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化之邦”“东南望县”之美誉。

长兴，已有２５００多年悠久的历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商贾云集之所”；亦是山川锦

绣、人文荟萃之地。从新四军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到革命烈士钱一飞，从南朝皇帝陈

霸先到明朝宰相徐阶，从茶圣陆羽到清代书画家张度，到现当代名人丁舜年、周苏红，足见长

兴人才辈出。他们不单单是历史中的一个名字，更应该是勤劳、可爱的长兴人争相效仿的榜

样，阅读本书，你会看到抗日烈士的英勇，历代名人的睿智，吴承恩完成《西游记》的艰难，历

代进士的刻苦，以及近代现代名人们在各个领域取得的非凡成就。作为新一代的长兴人，要

用自己的双手把长兴建设得更加美好。

长兴人民用智慧的头脑、勤劳的双手开创了生活的新天地。从古至今，长兴有很多的传

说和民间风俗，历经千年的洗礼、世代的流传延留至今，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在这里你

能找寻到雉城的由来、春节习俗的源头，在这里还有大禹的足迹、银杏的传说、马灯、旱船以

及民间艺术的精华———百叶龙。如今百叶龙已成为长兴的一张金名片，为长兴赢得了无数

的荣誉。

长兴的祖辈为我们留下了千年的基业，今天新一代的长兴人应当比先人有更加出色的

作为。这是新一代长兴人的历史使命，也是长兴祖辈们的殷切期望。长兴的民俗文化将成

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立足乡土，旨在说明和介绍长兴的人物和风俗，让人们了解长兴、走

进长兴即是本书编写的初衷。在本书的资料收集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地震撼于长兴丰厚

的历史底蕴，为它淳朴的民风，为它丰富的文化，为它飞速的发展，更为它灿烂的发展前景而

心潮澎湃。

如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长兴人物风俗》一书，由“长兴民俗文化”和“长兴历史名人”两

部分构成，是编者在深入民间挖掘和整理之后，用心编纂而成。由于有些事件历史久远，难

免或多或少地存在争议，欢迎读者在阅读时发现问题后能给我们想出宝贵的修改意见，我们

将不断完善本书。

编　者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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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民俗文化

一个地方一般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文化。长兴具有百叶龙、傩戏、狮舞、龙舟、旱船、马

灯，以及桑叶喂羊、年节送米酒等“一乡一品”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

龙得风而腾飞，长兴一地多民俗民风的格局，主要是源于长兴是多地域移民杂居之地，

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

背山面湖，地势雄峻，襟带浙江、江苏、安徽三省“门户”的长兴县，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

地，今天属吴明天归越没有常数。由于兵力燹火不断，人丁骤增骤减，政府多次移民，民间自

由流动，使长兴成了移民县。历史上，长兴曾有过三次大规模的政府移民，一次是元末明初

朱家王朝为削减元朝统治者的残余势力，把京畿内的蒙古皇族移居到太湖边，赐钦姓，最后

他们繁衍成长兴的名门望族；一次是太平天国战争后，长兴人口锐减，河南、安徽等地住民大

规模移民长兴；还有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安江水库建设时有一批建德住民移民到长兴。因

此，在我们长兴，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方言。

容百川而成大海，正是南北兼聚交融，包容共济，孕育了具有长兴特色的各种民俗文化。





长兴民俗文化 ｜００　３　　　　

项目一　长兴民间传说

一、雉城的由来

传说一

从前有个长平城，城的名称是取“长年太平无事”的意思，可是后来有一件事，却把这个

城搅得很不太平。

原来，有条乌龙盘踞在长平城内，这条龙也不知是从哪个臭水沟里钻出来的，浑身恶臭。

它成天腾云驾雾、兴风作浪，把清水河搅得又脏又臭，把好好的庄稼也大片大片地糟蹋了。

城内的老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还得提心吊胆地给那老恶龙准备贡品。这时的长平城已

徒有虚名了，有人干脆叫它“长兴”，就是“长年兴风作浪”的意思。

话说在长兴城西部的深山里，聚着

一群叫雉鸠的鸟，羽毛斑斓，非常好看。

它们心地善良，同情人们，痛恨老乌龙的

为非作歹，决心为民除害。

这一天，老乌龙正盘伏在山顶上摇

头晃脑地吃着百姓们进贡的东西，几十

只雉鸠悄悄地飞到它背后。其中两只迅

速绕到前面，不偏不倚同时将两颗龙目啄了下来，其余的鸟儿都紧紧地咬住龙鳞。老龙顿时

疼痛难忍，张牙舞爪地飞起来，在空中扑腾着，翻滚着，想用力甩掉背上的小东西，可所有的

雉鸠都死死地咬着不松口。老龙没法子，又降到地面，满地乱扫乱滚，有些雉鸠被龙压死了，

但活着的仍然啄住它不松口，最后龙终于支持不住，昏死过去。当地的百姓们纷纷拿起斧

头、柴刀、木棍，齐心合力除掉了这条恶龙。可那些美丽勇敢的雉鸠大多数都死了，剩下的几

只扑楞楞地飞走了。

为了纪念雉鸠，人们在它们与老龙搏斗过的地方造了一个小城，称为“五彩雉鸠城”，后

来简化为“雉城”。现在的雉城镇就是从当时的小雉城发展来的。而不知为什么，长平城却

没有恢复原名，历代沿袭下来，都称“长兴”，一直发展成了今天的长兴。

传说二

从前，长兴雉城叫长城，后来为什么改叫雉城呢？

据说，那时这里紧靠太湖，水灾频繁，一年要闹几次荒，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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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纷抛家弃室出外谋生，人口一天天减少，城镇日渐冷落、荒凉……

一天，一只美丽的雉鸟飞到了城门上，引吭高歌，声音是那么悲壮、凄婉。雉鸟历来善走

不善飞，但这只突然降临的雉鸟竟有这么奇异的本领和举动，惊呆了正准备远离家乡的人

们。许多百姓诚惶诚恐地下跪磕头，请求庇护。那雉鸟像懂了似的，向天外飞去。

“这是一只神雉！”“神雉在长城待过！”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人们把雉鸟当作神灵的

象征，那些已经逃离家乡的人们纷纷回到家乡，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制服了洪水，开发这里的

资源，建设自己的家园。

有许多远方的人们也慕“神”而来，迁居到此，其中有许多巫医、乐师、百工，各种人才汇

聚。一时间，长城出现了兴旺景象。

为了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这雉鸟的功绩，人们就将长城改名为雉城了。

二、钟楼神话传古今

据说在很久以前，玉皇大帝经常在天宫的灵霄宝殿内敲一对青铜神钟用以召集仙臣议

事。这对神钟长期在一起，一雌一雄彼此感觉很好，就如人间的一对恩爱夫妻一样。由于它

们长期待在灵霄殿内，觉得非常寂寞，很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灵霄殿内有四大灵官看守，

故而不敢妄动。

有一天，王母娘娘生日，大开蟠桃盛会，玉帝和各路神

仙都去赴宴，四位灵官也不例外。神钟见没人看守，就趁

机悄悄地溜出了灵霄宝殿，自由自在地遨游在这天堂福

地，观赏美景。走着玩着，玩着走着，它们竟忘了回去。

隔日，玉帝坐殿，要召集各路神仙，令广成子敲钟召

仙。广成子正要敲钟，一看，糟了！神钟不见了。他急忙

向玉帝禀报。于是，玉帝忙降旨可韩丈人查寻，可韩丈人

真君领旨，当即满天寻找。后来在南天门外找到了神钟。

可神钟不想回去，根本不理真君，可韩丈人只好回禀玉帝。

玉帝听后非常恼火，即命大力鬼王和巨灵神前去捉

拿。大力鬼王和巨灵神领旨速带天兵天将前去捉拿神钟。

神钟见玉帝差了神将前来，知事情弄大了，回去必无好结

果，不如逃罢。神钟朝前猛跑，大力鬼王和巨灵神在后猛

追。过了一会儿，眼看就要追上，神钟一急，朝下一跳，只见它们“滴溜溜”“骨碌碌”地朝下

掉，一下掉在了长兴城内的一座寺庙里。

再说，这普贤寺内的方丈、长老、众和尚，这天夜晚正在正殿打坐念经，忽然外面“轰、轰”

两声巨响，把和尚们吓了一跳。方丈和长老开门一看，只见两道青光直射眼目，知是神钟下

凡，于是就烧香念佛，叩头礼拜，折腾了一晚上。

第二天，消息传开，人们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城里百姓都知道了。人们争先恐后地

到寺庙观看，小庙一下挤得水泄不通。前面的人观看得津津有味，不肯离去，后面的人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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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互相拥挤，争吵不息。后来，有人建议，应该造一座钟楼，把钟供在上面，大家都能看到。

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当地的木匠、石匠不请自来，一下聚集了一两百个工匠。

在方丈、长老和当地百姓的支持下，献材献料，不到几天，就在正殿西侧造起了一座钟楼。可

这对神钟又大又重，凡人动不了，人们用了九头牛两只虎拉，也无法将它们拉出那深深的泥

坑。但见一道青光过后，大家睁眼一看，神钟没了，再望望钟楼，那对神钟已高高挂在钟楼顶

层了，人们赞叹不已。从此，寺庙内香火更加旺盛了。

几年后，一天晚上，夜游神路过寺庙，发现了神钟，就禀报了玉帝。玉帝就命神将前去捉

拿。可事有凑巧，刚好普贤大师在旁，因是自己的香火地，就对玉帝求情。普贤大师和玉帝

讨价还价争辩好久后，玉帝才答应把雄钟留下，但雌钟要发配太湖，让太湖龙君看管。普贤

大师也无可奈何，只好作罢。于是玉帝命神将到普贤寺将雌钟送往太湖里去了。这事情过

了好几百年后，因太湖龙君看管不严，雌钟又逃了出来，漂向了大海，一直漂到一个叫萨堤的

地方才停了下来。相传萨堤就是现在的日本。

三、吕洞宾药箱摔弁山

弁山在太湖的西南岸，风景秀

美，千百年来是文人墨客游玩赏景的

佳地，如南朝的鲍照，唐代的杜牧、颜

真卿，宋代的苏轼，元代的赵孟頫和

王蒙等名人大家都曾留下了不朽诗

篇和传世书画。不仅名人大家喜欢

弁山，神仙也仰慕风景清秀的弁山，

八仙之一的吕洞宾也曾在弁山留下

传奇故事。弁山不仅风景清秀，还盛

产药材。传说就是吕洞宾的药箱摔

在了弁山，故弁山盛产药材。

故事说的是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有一天在弁山采药，他被弁山的美景陶醉了，不知不觉已

至黄昏，太阳把西边的天空染得通红，太湖里的小帆船迎着晚霞向岸边驶来，吕洞宾边欣赏

美景，边走下山来。半路上碰到一位挑着一担柴火，唱着山歌的樵夫，两人说着话一同走下

山来。突然一条蛇从附近的树上掉了下来，瞬间变成了一只鳖向杂草丛中爬去。“这是蛇跌

鳖！”吕洞宾话音刚落，只见樵夫放下柴火，疾步上前拾起这只蛇跌鳖，挑起柴担，大声唱着山

歌向山下走去。吕洞宾急忙上前道：“这是蛇跌鳖，有大毒，快放了它！”那樵夫笑着回答：“没

关系，回去把它烧了，正好下酒。先生是否与我一起喝酒去？”吕洞宾听樵夫说要烧了吃，急

了，劝那樵夫道：“不能吃，千万不能吃，这东西有毒。”樵夫又笑着回答：“先生胆子也太小了，

这东西我们经常抓了吃，没事。”吕洞宾还是力劝樵夫放了这只蛇跌鳖，不要吃。那樵夫也有

些不耐烦了：“没关系，我家就在山下不远处，明天早晨你来找我，看我会有什么意外！”说完

随手就从地边拔了一把薤葱，挑着柴担，唱着山歌向前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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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洞宾总是放心不下，望着樵夫的背影，心想：“药书

上曾记载蛇跌鳖有大毒，是不能食用的。”他正为这固执

的樵夫担心，突然想起樵夫曾从地边拔了一把薤葱，啊，

对了！药书说薤葱可解毒！他觉得非常惭愧，自己作为

一个仙人，悬壶济世一生，还不如山村凡人！于是吕洞宾

将自己的药箱摔在了弁山，飘然而去。

殊不知，吕仙的药箱乃仙家之物，那些药物散落地上，

立时着地生根。不多时，整个弁山名药遍地，如灵芝、党参、

杞子、当归、桔梗、一枝香、七叶一枝花等百余种，多少年来，

一直招引四方名医前来采集。

从此，弁山盛产药材，造福了当地的百姓。

四、碧岩奇螺

碧岩位于长兴县城东南１５千米，在弁山北云峰下，海拔３００米。据《长兴县志》载：

“碧岩在弁山，弁有三岩，曰秀岩、曰云岩、曰碧岩，惟碧岩最幽胜。上有碧岩庵，俯视太湖

洪涛万顷，弥漫无际。”登碧岩如在画中行，攀越８３０个台阶，登上碧岩，太湖风光，尽收眼

底：大小雷山，飘浮湖面；烟波浩渺，水天一色；洞庭七十二峰，绰约可见。明张睿卿汇集碧

岩十二景为：龙口、七星台、石壁、瀑布泉、珠帘水、金莲地、砚池、香炉峰、望湖亭、不朽木、

舍身崖、酌泉亭。除望湖亭等人工建筑毁于日军战火外，其余天然胜景至今仍存。碧岩处

弁山之阴，靠近太湖，空气湿润，土地肥沃，特产富饶，盛产竹笋、杨梅、茶叶及各种名贵药

材和梅瓣、荷瓣兰花等兰中珍品。更为奇特的是，最近，长兴旅游开发工作者在已毁但残

迹尚存的碧岩寺龙须木旁，长满粉红色芦秆的积水潭中发现了一荡大小一色、天然生长的

无尾螺，当地人俗称“仙螺”，堪称螺中奇葩；与长兴西部的仙山相得益彰，相映成趣。

关于这无尾奇螺还有一段动人的传说。相传碧岩有九寺十三院，香火佛事久盛不衰，

朝山进香者摩肩接踵，抗战前一直是长兴著名的风景游览区。明刑部尚书、长兴人顾应祥

诗赞：“天放新晴岚气开，野僧扶我上层台。百千万折始到顶，五十六年才一来。巨浸漫空

翻雪浪，飞泉激石响寒雷。吾乡胜概无过此，兴尽重呼濯酒杯。”碧岩寺始建于南宋，毁于

日军战火。庙前原有两棵高耸入云五人合抱的银杏树，古人称龙须木，树旁有两潭，人称

右左龙眼，一潭干涸，一潭终年积水。一日，进香者带了一碗剪去尾巴烧熟了的螺蛳上山

进香，准备中午佐餐用，但受佛家不准杀生，慈悲为怀的教义感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遂

将这碗剪去尾巴烧熟准备佐餐用的螺蛳，放生于寺前树旁的积水潭中，不知是得了碧岩仙

气，还是吃了潭中仙水，这剪去了尾巴烧熟了的螺蛳竟然奇迹般地活了，并在潭中生长繁

殖，自然长成今天这种奇特的无尾螺。传说毕竟是传说，虽能自圆其说，但缺少科学依据。

据有关人士分析，这种无尾螺很可能是其他螺蛳肉串爬到这剪去屁股的螺蛳壳中生长而

成，然而事实如何，如同长兴吕山胥仓雪藕多一孔，水口霸王潭旁无顶竹及嘉兴南湖无角

菱一样还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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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太湖的来历

传说一

很早以前，杭嘉湖有杭州、苏州、湖州、显州四个大州城，显州就是现在的太湖。但是显

州为什么会变成太湖呢？

传说当时的显州城里出了个奸臣，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不择手段残害忠良，把水母

娘娘的男人也杀掉了，并把他的尸首扔在显州城里的一口枯井里，还在井口上盖了一块青石

板，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水母娘娘得知这个消息后，气得七窍生烟，她决定要报这个杀夫之仇。于是，她用一双

提桶，装满了五湖四海的水，准备去沉掉显州城。

这件事被观音娘娘晓得了，她一想这怎么了得，水母娘娘的这两桶水下去，别说显州，就

是其他三个州都难保。她马上变成了一个老太婆，来到水母娘娘面前说：“我快干煞了，能不

能给点水给我喝喝。”水母娘娘心想，她这么大年纪，反正喝不了几口，就答应了。观音娘娘

蛮高兴，捧起桶就喝，一口气就喝完了一桶。接着，她又捧起了另外一只桶，水母娘娘一看不

得了，急忙从观音娘娘手里夺过桶，把剩下的水全倒了下去。这桶水正好倒在显州城里，顿

时，显州成了一片汪洋。现在，渔民在太湖里捕鱼，还时常可以从湖里捞起瓦片、砖头什

么的。

传说二

长兴的东北面有一个很大的太湖，几千年以前，太湖这块地方是一座叫作瓷洲的城，后

来它怎么变成了太湖呢？这其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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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瓷洲城里居住着许多人，这些人良心都是黑的，而且个个贪得无

厌，就是猫头鹰飞过，他们也要拔三根毛。因此，外地的人都不愿意同他们打交道。

一天，一位老神仙路过一块地方，听见一些人正在议论瓷洲城里的人。

有的说：“这些人又懒又馋，心又黑。”

“他们还不讲理，”另一个说，“上次我去卖鲜鱼，他们十个有九个都不给钱！”

……

老神仙听了，觉得很奇怪，于是想去试探一下。这天，老神仙变成一个卖笋的老头，来到

瓷洲城里，一边走一边高喊：“卖笋啊，卖新鲜的笋啊！”这样一叫，吸引了许多人。他们围着

老神仙，你一个，我一个，不一会儿，两大筐笋便被拿得精光。

老神仙可急了：“喂，你们

还没给我钱呢！”

“给钱？”一个小伙子嬉皮

笑脸地回过头来说，“给什么

钱？谁买你东西了？”说着大家

一哄而散。老神仙笑着摇了摇

头，向着走散的人群说：“贪点

小便宜可要吃大亏啊！”说完，

向城外走去。

刚走到城门口，老神仙看

见一个小丫鬟把十几个铜钱给

了一个讨饭的老头。老神仙心

想：这丫头倒还有一副好心肠。于是，对那个小丫鬟说：“姑娘，瓷洲城里将有一场大难，如果

你看城门口两头石狮子的眼睛红了，就快去逃命吧！走时别忘了带一把筷子，跑到一个地

方，就往身后插一根。”说完，老神仙就不见了。

那个小丫鬟半信半疑，但还是天天早上来看石狮子。这一天，她果然发现石狮子的眼睛

红了，于是，赶紧跑回家拿了一把筷子，逃出城去。

就在这一天的早上，瓷洲城里的人发现自家的水缸旁冒出了许多笋，可高兴了，就赶紧

去拔。谁知怪事发生了，拔一根笋，就从地下冒出一股洪水，不一会儿，洪水越聚越多，很快

淹没了房子。

再说那个小丫鬟，她拼命跑，跑到一个地方就往身后插一根筷子，那筷子立即变成了一

排排芦苇，挡住了洪水。可不一会儿，洪水又冲来。当她跑到一个村庄时，水已没到肚皮。

那个小丫鬟大声喊：“小沉渎！小沉渎！”意思是：洪水啊，别淹没我的肚子。从此这个村庄就

叫“小沉渎”。当她又跑到一个地方时，洪水已没到头了，她大声喊：“小梅渎！小梅渎！”意思

是：洪水啊，别淹没我的头。因此，这个地方以后就叫“小梅渎”。

当洪水退下去时，瓷洲城已变成无边的太湖，远远地还可以看见湖中心冒出来的烟囱

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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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禹太湖留足迹

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也传颂在太湖流域，他是领导先民治理太湖的第一人。上古尧

舜时代的太湖是个包围在无数岛屿之中的湖泊，港汊分歧，处处通海，长江的中支（当时长

江分三支入海）从中穿过。海的波涛直接冲进太湖，海水澎湃，江潮汹涌，两者互相进退，

湖水就震荡剧烈。附近洲岛居民苦于水患，便给此湖取名震泽（现吴江就有个震泽镇）。

治理太湖是大禹治水的第四期工程，是治理长江的一个重点项目，费时两年。经过考察，

大禹最终确定治理的关键是要使湖水平静。他看到泽中有座柯山，东面有个低下的鹤阜，

海水从鹤阜上冲进泽中，使泽水剧烈震荡。于是，大禹确定最主要的工程是将柯山迁移到

鹤阜上，做一个屏障拦住海潮，镇定水势。目前，大禹治理太湖留下的主要遗迹景观有以

下几处：

搭缆石、尧市山：大禹

在治理太湖期间的考察、工

具材料准备活动中，多次率

领皋陶、伯益、水平等谋士

驾舟从长兴煤山镇园锋岭

的搭缆石上岸，并去相邻的

水口乡尧市山活动。因园

峰岭及其周围的棋杆山、黄

皮岭、悬脚岭、老虎山等露

出水面大片陆地，便于大量

人员休整与活动，老虎山还

有洪蛟形成的乌石浪。尧

市山是湖中的平坦之岛，是周边岛屿居民生活、生产物品的交易市场。大禹治水时是尧在帝

位、舜执政、禹受命治水时期，所以该岛称为尧市山，后人又在水口乡建尧皇庙、舜皇庙、禹皇

庙以纪念治水之功。现尧皇庙还存在，可惜舜皇庙、禹皇庙已毁。

笮鄂山、纤山：现吴县西南的笮鄂山是大禹将柯山用筏索拉牵移到鹤阜上形成的，两座

牵挽的小山至今还在，上面有石如卷笮，它就是禹所用的纤山。太湖中还有一块浅地就是柯

山脚下的山脚，从此东去水底较深，据说就是大禹牵过的沟。

洞庭山、水平庙：大禹治理太湖时发现一个山穴，就命七员地将潜入穴内探路，数日后地

将们回来报告说这洞穴内西通云梦大泽（今湖南洞庭湖），后来这山便称为洞庭山。大禹牵

过笮鄂山后，太湖之水就不震荡了，但还有许多善后工作，如修筑堤坝等，就命水平（后稷之

子）去做。水平带领民夫辛苦工作一个月后完工，但水平不幸患了重病，不久去世，大禹奏知

帝尧并命就地安葬。后来当地居民感念水平的功绩，为他立了一座庙，叫水平庙，在现洞庭

山消夏湾的众安洲上，神像和几案都是用石做成。

善卷洞：大禹平定太湖之水后又去各处考察，向西行到一座山边，在一石洞外遇见善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