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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是广大劳动人民创造的，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活动和社

会生活中逐步形成、不断地发展成为传统的风尚和习俗。它是时代

与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更是民间文化的立体反映。

扬州这座有24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

一直是我国的东南重镇。生活在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人民，经过历代

的积久相沿，形成了特有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内容丰富多彩，

乡土气息浓厚。虽然其中带有封建迷信色彩，但不可否定的也有不

少健康有益的因素。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人们物质生活及

文化生活的提高和发展，风俗的各个方面也在演变和创新。

然而。对于生活中的风俗现象，人们虽在一遍又一遍地遵循沿

袭着，有些却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知照前人的做法沿袭，却

不知其起源和发展。如：四时八节是如何产生，又如何演化至今的?

婚嫁、寿庆、丧葬中为何有众多的礼仪?各种礼仪中为何又有诸多

的禁忌?诸如此类，能系统地道出原委者甚少。

风俗具有很强的地区性，俗话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其原因在于各地的地理环境、民族渊源、物质生活条件等方面的差

异，以及不同层次的文化素质等。即使是在一个大区域内，各个小

环境之间的风俗，也有大同小异之处，扬州人说：“出门三里路，各

处各乡风。”就是这种差异的表述。

<扬州民俗≯这本书，对扬州人的岁时、生养、婚嫁、寿诞、丧葬、

建房、饮食等方面的风俗习惯，进行了系统的介绍。有些还进行了

追根溯源。还对扬州人的土语方言等，作了概要记述。凡此，均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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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此书取材广泛，作者治学严谨。

。

钱传仓同志系南京人，长期工作于扬州，热心关注于扬州的民

俗风情的发展演变，曾在工作之余着力于扬州风俗的调查了解，广

搜博采，融汇古今，写出了《扬州民俗》这部书。业精于勤，精神可

嘉；书中内容丰富，乡土气息浓郁，对人们了解历史文化名城扬州

的风土人情和礼仪习俗，将会有所帮助；对青少年进行乡土知识教
育，也不无裨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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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是人民大众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各种礼仪、风尚

和传统习惯。生活环境的不同，形成的风土人情、礼仪节庆、俗尚习

惯自然也不一样，所以，我国民间自古就有“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

风”的说法。 。，

扬州，地处江淮之间，融汇南北文化，其民俗风情当然如此。在

2500年的历史发展中，扬州一带形成的岁时节庆、生活生产、衣食

住行、婚丧嫁娶等各种风尚习俗，无不镌刻着历史的时代风貌和地

域的明显特色。在商业贸易、饮食筵宴等方面的习俗中，可以窥视

到唐宋以来的经济繁荣给地方风俗的影响；在砌房造屋、婚丧寿庆

等方面的习俗中，可以感受到名城水乡的地方文化色彩；在行路乘

车、衣着冠戴、商贩手艺等方面的习俗中，可以察觉到近、现代都市

生活仍传承着古代传统文化的内含⋯⋯。所有这些，都是扬州文化

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收入这本集子中的各种民俗就是最好

的证明。聪明细心的读者可以透过这一个个民俗风情画面的赏析，

审视扬州两千多年间纷繁变幻的政权更迭、几度兴衰的经济变化、

丰富瑰丽的文化宝藏和色彩斑烂的社会生活。

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民俗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取其

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整理民俗中应该坚持的基

本原则。凡科学的、进步的、文明的民俗，扬州人民不仅吸纳、继承，

而且发扬、光大，反之，则淘汰、消亡。钱传仓同志热爱扬州文化，对

民俗、琼花和姓氏很有研究。收在这本集子中的民俗，是他长期收

集整理的结果。虽不能说每一条都经过认真、慎重的挑选和字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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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的锤炼，但基本上坚持了这一原则。至于具体到某一条某一句，

则见仁见智，由读者自我判别，弃扬由之了。

民俗的发展变化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变化，说到底，也是传统文

化的与时俱进。新中国的建立、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普及、封建迷

信的逐步破除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先进

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新的习俗、风尚必将迸一步涌现。

《扬州市志》中设有“风俗”篇，但“风俗”篇不能等同于《风俗志>。扬

州没有《风俗志》，如果要写《风俗志》，钱传仓先生的《扬州民俗》无

疑是重要的内容。

我们期待着扬州民俗新的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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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了各种礼仪、习惯、风尚，

人们把这些统称之为“风俗”。风俗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在一个民族中有其共同性，在一个地区内又有其个性。风俗的

内涵极为丰富，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辰寿诞，到节日风光、祭

祀庙会、礼仪禁忌、语言、称谓等，都包含其中，范围广泛，内容丰

富。

，· 人类社会自原始的部落氏族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便逐步

出现了人口聚居点、庄园、行政治所所在地，逐步形成了集镇和城

市。卣有城市以来，特别是自手工业作坊，到机械化．电气化生产的

工业发展；从自由贸易、集市贸易，到以城镇商业中心的出现；从坐

馆教学、私塾、义学、学校教育的出现，到中、高等教育的发展，使城

市和农村的区别越来越明显，随之便出现了城乡差别。由于城乡经

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差别的出现，城乡人们的风俗习惯也逐渐出现

差异。这种差异，直至现在依然存在。一般地说，农村对传统的风俗

习惯保留较多；而在城市，由于文化的交流和人121的流动，带来了

各地乃至海外的生活影响，人们的生活习惯发生的变化较大。。

扬州是一座有近2500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

内，一直是我国的东南重镇，是商贾云集之地，文人荟萃之所；既是

商业城市，又是消费城市。由于商业的交往和历史上的几次移民

(特别是明初的“洪武移民”)，使得扬州风俗既有土著人的历史传

承，又受外来者的影响。城乡人民的生活习惯既有共性，又有差异。

即使在农村，东南西北郊的风俗也不尽一致。民间对各地风俗习惯

差异的一般说法是：“出门十里路，各地各乡风”；而扬州的民谚则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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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民俗

说：“出门三里路，各处各乡风”。可见其差异十分明显。如：婚俗中

迎亲时，城乡大多数地方都有吃“三道茶”之环节，而西北乡西湖一

些地方却无此俗；丧俗中出殡前，西湖乡一些地方有“盖庙”之举，

其他地方则无；建房习俗中，南乡在上梁的头一天晚上有“暖梁”之

举，北乡则无；灯节期间，东乡有为结婚多年未生子的妇女送钵盂

之俗，别处则无；城里人有“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之俗，农村人

则无暇问津。凡此种种，皆为明例。

随着历史的演进、科学的发展和移风易俗的推行，特别是20

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新闻媒介的传播和电视普及等丰

富的文化生活影响，使得人们的生活习惯变化加快。这种变化既影

响了城市，也影响到农村。

扬州风俗的变化，涉及到许多方面。除了具有明显时代特色的

服饰、结婚礼仪、殡葬等方面外，岁时习俗有兴有衰；祭祀鬼神的习

俗已经淡薄；祭祀行业祖师爷之俗，早已不见；具有仪仗繁杂、场面

热烈的庙会习俗，已经绝迹；寿诞习俗增添了新的内容；多代同堂

的大家庭观念，正逐步淡化；世代居住的平房，已逐步为楼房所代

替；饮食内容更加讲究；语言中的普通话成份，逐步增加。

本书主要记述民间风俗。城乡并收。以共性为主，略举差异，以

求同存异；以传统习俗为主，顺谈变化，以记古存今；以实际做法为

主，带述起源，交待启始发端、来龙去脉；涉及到经济生活的，以中

等水平为主，略提穷富，以标明差异。 ·

本书部分文稿原是为《扬州市志》、《扬州市郊区志》撰写的风

俗资料稿。因考虑到入志书时文字须简练，已撰的资料稿必将有很

多内容被删去，有些可惜。为保存来之不易的资料，在不少朋友的

鼓励和帮助下，作者又增加了一些方面的内容，并对原资料稿的内

容作进一步充实，于1993年4月以[苏扬出准字(93)043号)，印成

12。3万字的《扬州民俗》。 ， ．

’

首版《扬州民俗》成书后，得到不少读者的喜爱和关注。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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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一些读者的提议，又编写了衣着、行路、农业、工匠、商贩、爱花、

沐浴、儿童游戏八个方面，对原《庙会习俗>中，增加了对扬州城郊

佛道两教宗教活动场所的统计，又增写东岳、都天两种庙会；对其

余原有的内容，又程度不同地作了修改和补充。同时，将《行业祖

师>总附于后，一并编印成《扬州民俗)(增修本)奉献给读者，希望

能帮助读者较全面地了解古城扬州城乡的风俗民情。

当然，扬州民间风俗涉及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凭作者的经历、

精力和水平，实难将其面面俱到的收全、写细，还望读者原谅。

由于本人知识浅薄，采集面不够深广、文字功底不深，本书所

写部分亦恐有事实不准、表述谬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钱传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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