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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县是古徽州府所在地，这里历史悠久，文风昌盛，自然景

色优美，是著名的文化之邦和山水城市。

徽州历史上可上溯到秦汉。在更远的时代，徽州山林曾世代

栖息着勇敢尚武的山越。东晋初年，北方土族为避战乱陆续迁

入，带来了发达的中原文化，给徽州注入了生气和活力。徽州文

化就是山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结合的极品。这正是国内外研究徽

州学的关键所在。

古徽州不仅历史久远，而且山环水绕，景色秀丽。远处隐约

可见黄山、清凉峰、石耳山等。近处有西干山、问政山、乌聊山、长

青山等。城郊四水迥流，有布射水、富资水、丰乐水、扬之水于城

内会于练江，直流新安江。新安江贯穿境内，两岸风光秀丽，景色

迷人 u青山绿水新安游"，这是一条旅游热线，国内外游客络绎

不绝。

徽州风俗民情就是在这样悠久的历史条件下和优美的自然

环境中形成的 d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思想行为模式，它不仅规范着人们

的思想、行为，而且养育了中华民族特有的道德意识和奋斗精

神，形成无比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

民俗文化地域性较强，各地、各民族、各类民俗文化风采纷



徽州大地哺青了一代代文人雅士，推进了徽州经济的发展。

"敏县地狭人稠，力耕所作，不足以供。"这样的地理条件和生存

环境，迫使富有进取开拓精神的徽州人民，远涉异乡，从事商业，

足迹遍及全国。这就是徽州人过去生活的基调。

明代剧作家汤显祖，写了《玉若堂四梦))，被称为写梦圣手。

他毕生神往徽州风物，曾写下"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 F一生痴

绝处，无梦到徽州"的诗句。诗中所说的"黄白"，是指黄山、白岳

〈齐云山)，"金银气"就是指的足迹遍天下的徽商。徽商起源于东

晋，衰落于晚清，在中国商业舞台上至少活跃了一干五、六百年

之久。明、清时期是徽商的鼎盛时期，当时被称为"徽帮"的徽州

巨商大贾，以无可抗衡的地位雄踞江南，与同一时期的"山西帮"

并立为经济界的两大壁垒，时间长达三、四百年之久。徽商经营

致富后，纷纷回乡创办书院、文会、诗社，建造祠社、楼宇、牌坊、

津梁、民居，从而促进当地文化艺术和经济的发展。古城有一条

徽商骤居的斗山街，重楼叠字，鳞次柿比，砖石雕饰其外，竹木刻

镶其内，今仍散发着浓郁的奢华富丽气息。

敏县过去交通闭塞，丛山峻岭，战事较少，有着封闭的生活

方式，民谣"脚踏一盆火，手捧苞芦镖，除了皇帝就是我。"充分说

明了自给自足安乐心理。 山乡的田园风光，情趣浓郁，秀丽的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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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的饮食与徽商的兴衰有关。徽商的足迹遍天下，既吸取

了各地的饮食特色，又发挥了自己的地方特点，形成了独特的饮

食习惯。

徽州是个山城，原料多为山珍野昧，竹笋、山菜、野禽野兽，

乡土风味比较浓厚。 山区矿物质含量较多，加上劳动量大，所以

在烹饪上，比较重油、重色、重火工，而且以干食为主，如米、悚

等。有时一日四餐，午后加一次点心 。

皖南山区的徽州菜，称为徽菜，系全国八大菜系之一。选料

精良，擅长于烧、炖、蒸、炒等，常见的名菜谱有火腿炖甲鱼、火腿

烧鞭笋、清蒸臭鲸鱼、红烧野鸡肉等。徽州人待客必备四名菜，即

鸡、鱼、肉、圆，且先上鸡，谓鸡头，最后上鱼，谓年年有鱼(余)。臭

鲸鱼、毛豆腐、腊菜等是徽州特有的菜肴。藏菜、荠菜、马兰头、马

齿克等野菜，也常常上徽州人的餐桌 。

地方风味小吃是徽州饮食的另一大特色。形形色色的憬，是

， 徽州人普遍食用的点心，有的米粉煤制作讲究，配料科学，除平

常食用外，有的用水缸浸泡贮存起来，可以食用几个月 。 徽州包

袱、石头燥、甜酒酿等，这些都是独一无二的传统风味小吃，远近

闻名的，许多游人慕名而来品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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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篇，这是作者独具匠心地单列的篇章。一个人从坠坠落

地，到寿终正寝，经历了喜怒悲哀和婚丧嫁娶的考验。人的一生，

正如大自然的变化一样。暖春、热夏、萧秋、寒冬，是自然界的季

节，它们以循环、替换的方式延续。每个季节都有独特的色彩与

气息，并呈现出不同的生机。

人生同样有不同的季节，徽州民间有句谚语"一个人如果

二十岁不英俊，三十岁不强壮，四十岁不富有，五十岁不睿智，那

么他这一辈子就别想再英俊，再强壮，再富有，再睿智了。"这句

谚语说明，自然界的季节，倘若不景气，下个季节还有茂盛的希

望。可人生的季节却如逝水，一去不再复返，错过一季，只有终

生遗憾。"生如夏花之烂漫，死如秋叶之静美"，这是对人生跨度

高品位的追求。

旧时，徽州人对人生的每一个季节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也是

颇为讲究的。新生儿降生就有许多有趣的习俗、礼俗，直到破蒙、

教育。长大成人后，又遇上婚嫁娶亲，又有许多规矩。年至三十，

无论男女开始祝寿，挂贺联，吃喜酒，七十岁以上为大寿，以下者

为荣寿，夫妻同寿为双寿。人走过了一生的道路，老病而死，在送

终、入验、出丧、送葬、安葬、供七等程序上，有隆重的葬礼和祭祀

风俗。过去对祖坟有一年三祭的习俗，后来经过革繁就筒，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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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徽州是程朱理学的发祥地。徽州人程颐、程额和朱嘉把孔

孟朱子学说奉为正统经典，从事理学的研究和讲学工作。

在古城敏县仍有两处紫阳书院的院址，一处是城南五里紫

阳山哟，原是老子祠。据《敏县志》载:朱嘉之父朱松曾游于此，刻

有印章曰"紫阳书院"。朱嘉也曾慕名而游，并讲学于紫阳学祠。

另一处紫阳书院在县城东面问政山麓，于元代至正二十年(1361

年)因古紫阳书院一度毁弃而迁建的。此书院持续到清末民初。

废科举制后，才改书院为学堂。

紫阳书院建制特点都是祠学并存，自南宋未到清初，祠内祀

奉一代文圣朱子(朱嘉〉。南宋时期，理学大师朱嘉被看做是"道

之正统"。学生从徽州六县中挑选"正额监生 18 人，童生 40

人"。学成离院后的缺额又由"学政于六县生童中" "以文试前列

者"补 。 书院不仅是教学之地，也是藏书之所。儒士们常集于书

院，探讨学问，议论政事。

紫阳书院不仅培养了大批朱子弟子，而且传播了程朱理学。

所以，古徽州奉行朱嘉的《家礼>>，礼仪规范甚严，有着森严的尊

卑长幼的等级的观念，葬礼和祭礼十分隆重。徽州的宗法观念非

常浓重，孝佛习俗也相当浓厚，徽州各地耸立的祠堂、牌坊，有许

多就是为孝子贤孙、义夫节妇、贞摄烈女而建造的。

徽州浓厚的读书习文风气，风靡整个社会，大家均以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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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风俗中的岁时节日，是当地人类社会相沿积久而形成

的一种社会风尚，是社会群体约定俗成的，是一种社会行为规

范，反映当地的历史风貌，不是某个人或少数人所能动摇的 。 所

以，徽州民间的岁时节日，既有与外地相同之处，也有其独特的

地方特色，具有地方烙印 。

年节是徽州城乡传统的、丰盛的节日 。 农历十二月初八，俗

称腊八节。 十二月 二十四日，称为烧年节 。 年未最后一天，俗称

"三十夜"，即除夕 。 正月十五，称元宵节 。 这些习俗与外地大同

小异，而不同的是，旧时徽州一带有"十八朝"之俗，即从正月初

一(春节)到元宵节后两天，共祭祀 18 天。这 18 天中，各家各户

悬祖宗像于家堂，每夜焚香、燃烛祭祀。呜锣鼓，放鞭炮，举办各

种各样的文娱活动 。 亲友间相互宴请，饮春酒，沉浸在年节的欢

乐气氛之中。正月十八，落灯，酬神，撒像，表示年事已过 。

徽州城乡，四时佳节，除冬有年节外，春有清明节，夏有端午

节，秋有中秋节。这些节日与外地相似，在习俗上也有不同之处 。

有的地方还有"二月 二"为"龙抬头日"表示进入仲春时节，雨水

渐多 。"六月六"晒冬季衣服、皮货，除霉防湿，俗语有"六月六，晒

红绿飞有的地方过"冬至节"，上坟烧香，吃南瓜，做冬至 。

风俗节，属于土俗节，具有鲜明的地方性和当地独特的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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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灵毓秀的新安山水，和独树一帜的新安文化，孕育了一朵

朵鲜艳夺目的敏县艺术之花一一敏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

笔以及竹木砖石"四雕"，显示了"文化之邦"特有的文化艺术风

格，赢得国内外宾朋的青睐 。

敏县气候温和，四季宜人，资源丰富，物产甚多。有的受地域

性限制和小气候的影响，形成名优特稀产品，有的极品过去一直

为贡品，如贡菊、贡笋、贡茶等 。盛产茶、桑、果、麻、烟、中药材等，

尤其是茶叶，数量一直为产茶县之冠，质量也是上乘。在全国名

优茶评比中，黄山毛峰、黄山银钩荣获全国名茶称号，一级黄山

毛峰和顶谷大方又被选为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的礼品茶，深受

外国朋友的赞誉。这里还盛产珠兰、莱莉、自兰等"三花"，用来害

制茶叶，更为名茶生辉。

徽州四季果品不绝。春末夏初，人们首先尝到的是樱桃，成

熟时色为猩红，是果中珍品，待客时放置自资盘中，宛如红玛瑞

球一般，娇小玲珑，赏心悦目。随后，批把、梅子、李子、杏子相继

成熟了。杨梅夏初成熟，色彩斑斓，十分美味。六月开始，桃子陆

续上市。然后是又甜又香的香瓜、甜瓜、西瓜蜂拥而上，市场应接

不暇。秋天，是各种鲜果挤破市场的季节，硕果累累，果香阵阵。

徽州雪梨、柿子相继上市，芳香科的柑桔也先后走上市场。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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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徽州的游艺活动丰富多彩，源远流长。翻开徽州游艺史，

无论是先秦的山越人，南迁的中原汉人，还是两者交融而形成的

现在意义的徽州人，都曾借以宣泄过内心的喜怒哀乐，寄托过对

未来的憧憬和向往。

徽州土著山越人，性情剿悍，粗矿豪放，劳动之余或收获之

际，常以舞蹈自娱。东汉以后，中原汉人大量南迁，作为民众文化

生活的一种独特形式，游艺活动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得到了发

展，其影响大大超越了其地域的限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随着经济的发展，封建理学思想的普及，加上官府一定程度

的扶持，到明清时期，民间游艺蓬勃发展，呈现出形式多、规模

大、地域广、历史长等特点。这一时期游艺形式，有祭祀性和娱乐

性两种。祭祀性是配合祭祀活动而表演的。如悚舞、跳童和仗鼓

舞等。娱乐性的多在节日或农闲时演出，且歌且舞，具有浓郁的

乡土气息，表现了大们热爱生活，热爱劳动的喜悦心情。如扑蝶

舞、舞龙、舞狮、跳钟尴、叠罗汉、眼麟舞、云端舞、蚌舞、大头舞、

高晓、竹马灯、放天灯等 。

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贯彻"两为飞"双百"方针，

广大文艺工作者采取吸取精华弃其糟柏的积极态度，深入农村，

对古老的娱乐形式进行挖掘整理，编排了一大批优秀节目，使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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