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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闽通志) (八十七卷·明弘治四年刻本)

岁时民俗

2月 ·元日·，， 祈年(五鼓后，郡人无贵贱贫富，皆严法厅字，陈酒

泉，焚精币拜上下神概， 以祈灵舰 ) .序拜〈阅俗最重·元日'E 黎明

各盛ßIl飨祀毕，序拜称筋，视尊者寿，然后出拜亲族邻里，往反更渴，

尽节假乃止.按，旧志，岁节往来，自绪绅而下，士民、 吏膏、商贸、

皂隶衣服有等，称谓有常，锚.不敬陵鼠，盖宋之盛时风俗如此.南渡

以后，渐失等戚，历元至今，流凤余钧虽阅有存者，然视宋之盛时相去

天渊矣 h 上家 t 岁节之二三日，华门巨效率携长幼拜扫坟斐，至开假

乃止) .入学 t 宋之盛时，凡乡里各有社学.岁前，一二月 ， 父兄相与

议，求有学识行艺可以师表后进者一人，接一二有力者为纠首，以诸

主位姓名具子关，敬i每以请.既许可，乃子岁节后卡日备礼延孩子学，子

弟迎渴再拜:执经授业，课试讲改，患有规约， 其资质之俊秀者，值以

岁通一经为期.郡守程师孟诗云， '城里人司民主表读书"，又云， a学校

未尝虚里巷'，故当是时周希孟、陈烈诸先生相继以德行经术鸣子时.

人才之盛，盖彬彬焉.其后，士以趋试上痒，率游学四方，而乡之先生

乃各开门以待来者，事师之礼浸衰，数人之法毒害略，陵夷以至于今， 日

以主主莓，此有识之士所为慨叹也) • 

.立春 ， 蔬饼 ( 闰俗 .立眷'，以为节物.宋蔡襄·立春·寄福

州都守燕口诗g .春盘食菜恩三丸。'叉，罗源林迎诗.青韭供盘饼

面回o " ) 0 

u 元'，彩山{宋时每岁"元夕·州设彩山，以向读门集徘优、

妓欠大合乐其上， 渡江后庭。绍兴中 ， 张泼为帅复设，自是不废0'" 入国

朝来 ， 民俗祈年虽间有设子读者，而官府则不复设， 于此亦可以现我祖

宗节俭之化矣 ) ， 观灯 (宋时郡守， 每遇·上元· 会监司置酒 l悔赏三

夕. 元卒中 ， 刘忠为守， "元夕"命民间户燃灯十菇 ， 陈烈作大声了，题

诗其上曰 : "1J'咬一枪灯 ， 太仓一粒粟， 贫家一盏灯， 父子相聚哭.风

流太守知不知， 能恨笙歌无妙幽."瑾闻而i刻之.按. ((宛氏家 t 客〉

语>> i胃 ， 察君~子 ·上元"令民网点灯七盏， 陈烈作大灯，书此诗其

上， 君说见之罢灯.其说与此不同.考之子臭，君谋与烈同时最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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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璋为郡后君漠三十六年 ， ~民之言或有所据也 ) • 

三月 ·旦掌食·， 开花园 〈 宋时州国在牙门之西. 谓之 .军军台馆·.岁

二月启钥纵民游跤， 常阅一月 ， 革与民同乐之意也. 毒尊草草为.ms日 ， 有

《开花园》 诗 z .凤物朝来好， 园林雨后滑。鱼游知水暖， 躺戏 见

晴.草软迷行迹， 花深隐笑声. 观凤聊自远， 不用管 弦迎.'程师孟

4春风亭》诗， .为报导芳沽酒客， 年年到j此且徘徊.· 今园巳 〈巴〉

庭， J而宦游者亦无暇及子此 ) • i游山〈郡人以是日踏背， 东怨尤盛，多

拾野菜煮窿，亦唐人杏粥 、 输羹之意也.大守以假日拉祭腐登i恼. 察

有 《寒食游西湖》 诗， 程师孟 Ã<<寒食i协九仙乌石山》诗， -fl;f"太平气

象可想见也) .墓祭〈郡之富室大饨，多有赔登图， 每岁·寒食'必祭

基下.祭毕乃合族人宴饮，款洽究日，亦尊祖睦族之道也) • 

.上巴' 被饮 〈旧记闽县东有桑溪，越王无诸尝流杯交:lí1于此.宋

时太守祺饮之地有三g 一曰南湖演游亭，二曰东禅肖兰堂， 三日圣泉曲

水亭.郡守王遥《上巳游东斗I!l>) 诗， ·紫陌被消晨，徽核陕西轮.因修

洛阳襟，重忆永和春o • )， 背饭 〈民俗.上巳日·，眼商烛木茎叶

捣碎涉1米为饭， 接成纯青之色， 1回日进一合可以延年.商烛木者， 冬夏

常膏 . <<本草》云， 吴越多有之 ) • 

五月 ·端午' ， 插艾〈是日天来明，插艾子户上，以穰诊气，乡村或

采楝木叶插之，谓可禁蚊) ，系五色线 〈 是日 快幼悉以五色线系臂 ， 名

曰 ·长命缕·，又曰.续命缕·.父老相传， 谓可辟蛇，至.七夕'始

解弃之 ) 0 饮黯蒲酒 〈 李彤 《四序总要》云g 妇礼， 五日上 续寿离蒲

酒，以《本草》云黯哥哥可以延年故也.今郡人是日饮之:名曰"饮

绥. ). 角泰〈楚人是日以竹筒贮米祭屈原， 名 e筒糕'. 后人相承 ，

遂用望~"十褒米而熟之， 名曰 ·角寨"，以为节物) . 竞渡 〈 楚人以吊屈

原，后四方相凉， 遂为故事.间俗尤室之. 郡南台江沿内诸河龙舟，旁

午征主主喧阅，共斗轻驶. 绍兴中，因乡村争斗杀，伤， 遂一切拘纳分诸院

修浮桥船， 后稍稍复造， 迄今又益盛矣 ) ， 采药 〈 是日郡人多出城收采

诸药品宙之) 0 

七月 ·七夕·， ·乞巧. ( 是夜儿女罗酒呆子庭， 祝牛女二墨， 脑拜

以 ·乞巧. ). .中元 ， 孟兰盆会. Olß人以是日严洁厅字 .设祖考

斋疫手李献， 贫者Z书就寺院供设.近数十年来 ， 此风稍减 ) . 焚稽衣(前

.叫 i元'一二日 ， 共酒供祭事 ， 仍以纸衣逐位焚献) • 

九月 .m阳· 登高 〈都人率以是日登高l隘纹 ， 饮菊滔以延年，插莱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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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辟惠) • 

+-月 ·冬宝 . r"n手 〈 那人亦最此节. )'始节邻里族成直拟馈滥· 上家

祭茅 ， 烹节日则 I乍 'T fln献岁之仪) • 

+二月 ·除夜"， 逐疫(都人谓之"打~狐"，即首者乡 人{憔之 您

也• 'IfI帅iut云 ， <<商史》统wl最宗为人好乐， :(E杨 (扬〉州时， 脂月 则

使人邪日于运除 ， j~往人家乞酒食以为X1t . 今闽俗乃曰 ·打夜孤~ • ê以

作牙110于之语而i化驮 ) .馈岁、剿岁.守岁. (岁晚铺馈逝 ， ·除夜'

则捆与~集， 达旦不眠 ) 0 火爆 ( (1IIJ楚岁时记》云g 山镇恶鬼犯入领

病，恶爆竹之声. 李彤云: .，7t: 日' 爆竹子庭，辟 [11穰恶鬼。病人因以

火药为爆烧之 ) . 宿岁 ( (( :JIlJ楚岁时记》云: 岁草草写丧家共字?俱为宿岁之

筒， 以迦新年相猿3夜饮. 间俗亦然. 叉 . m饭为节假内之备，泊之 .隔

年饭. ).桃符、 钟尴( 书桃符理户两旁， 按钟旭门上， 以厌邪魅 ) • 

《福建续志 )) (九十二卷 · 情乾隆三十三年刻本)

岁时民俗

军用 '元 日'， .陈设酒醺以承灵贱， 少长序拜， 戚友相过贺，三日市

不3日j肆. ( 边FlE杭= 阁俗 ·元旦"不除粪土， 至初五日，擎至野I灰石而

远，云得宝，即古人唤如愿之意也. (<福州府志)) ，节内外旬日， 黎筐

恼往四邻墓祭. ((带回县志)) ， ←二日，长幼皆衣冠出游. ((建 宁 府

态)) ， 一日至五日 . i易蓦 、 祭灶、祭门 o ) 

.立辛辛" 先一 日， 1巳句芒神·迦土牛于东郊o ( ((1到小纪>>， 会城

迎春，必子忠璐王庙前乞土作土牛始成. 明曹学俭诗， 马从太守分掺

去，牛向前王乞土来. • ) 

'人日.. ((闽书>> .泉人以是日取莱呆七种作 羹 ，名f七宝

羹..

.上元' 夜张灯. ( <(福州府志>> . 自十一日起至B每 日止，十三、

十四、十五三夜尤盛. 影灯象人物. 花泉、禽鱼， 裁绚!J1J纸 及 琉璃为

之.庙刹鸳鳖山，又为木架彩棚，枚演故事，谓之·台阁· .徘优百

戏， 煎讲道路. 谢在杭g 闽方言以灯为丁， 每添设一灯则俗谓之添丁.

游人士女，李马喧阅. 至二十外， 薄稼， 市上儿童连愣相呼， 谓之.求

饶灯·.妇女从数桥上过， 谓之.传三桥.. <<泉州 府志>> .望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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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多有作费神会者，妆饰神像， 穷极跨贝 . (('1'育困县志 >> .十六夜.

有过桥、 摸钉之俗. ) 

二十九日 . 杂馅果燕'攘栩馈遗~ ( <<四时宝鉴)) I 高阳氏之子好'1、敝

食靡，是日死，世{乍廉粥破衣祝子巷， 曰·除贫'.此其遗俗.校，此

俗椎福州有之. ) 

二月 春祈. ( <<惠变主要忘>> .是月阳气始达， 乡人析年子里社， 集社

学以教子弟. <<漳州府志>> I 乡民敛金祀神， 群饮子庙， 分昨而且.

6 

《汀州府志>> .各坊社以金珠、 锦绣妆扮故事， 鼓乐迦神.以祈岁

捻. ) 

三月 .寒食· .踏青. ( ({壶中录)) . 闺中以 二月二日为 .路膏
、』

节.. ({三山志>> .采野菜为腿，亦唐人杏P梅、输羹之意. ~福州府

志>> .宋时有秋千之戏，地在春台馆之内外. <<泉州府志>> I 贵京开园

圃，放游人赏玩. 叉 ， 东湖北山多亭馆，士女如云， 行乐相望. ) 

.清明'， 家祀先祖，屋檐插柳枝. ( (<福州府志岁，俗云，以被

除不祥. <<建宁府志>> .俗谓辟邪. ) 墓祭. ( ((蒲团县，却~ I 以 鼠曲

和米粉为糠， 共牲理展渴丘基. <<惠安县志>> ， .清明·有事先家， 剪

"lll污秽 ， 培土挂精币 . ((漳州府志)) ，是日妇人盛BIl舰妆，出郭外逐队

行. <<汀州府志)) I 是日晨莓， 壶浆络绎.祭毕就祠飨饿余， 或就丰树

下满萃衔杯. ) 

.上巳.. <<福州府志)) I 悬荠于门，是日模(祺)饮. ((漳州府

志>>. 采百字合米为躁，荐祖考及赔遗。((JJ!宁府志)) : 作乌饭以食，

且馈遗. 俗以是日自连作此供母， 故效应. 乌饭，即·可能饭. ((满城县

志》 载四月八日作·仿制‘l志>) ， 用枫[J.怡米为帐。

四月 八日， "浴佛 ， 寺刹建'龙华会" : . ( <<山堂丢在考)) ， 南方专

用腊月八日 。 今岱寺则多在四月. <(福州府志>>: 方言佛被失。〉

五月 .端阳 " ， 自五月一日始， 门悬 IID立: 妇女、小儿系续命丝， 现

符， 密文虎， 作综. e午曰 " ， 书符作门帖， 浴百卫在汤， 以满含雄黄入

酒饮之， 并制在金黄为筒燃于屋壁、 ~在帐之上. 水际竞渡. ( 谢在抗: 11萄

人以五月四日作节， ，胃王审知以五日死，故逃之.考五代年谱. w知以

十二月死， 非五月也.闽部梳， .端午节'尤篮竞渡， 所过山溪，数京

之市皆忿舟以待. <(运平府志>> ， 俗云竞渡以逐疫. (<阁书)) . 是日泉

裔人食鹏鸽、 绍， 谓能明白 . ) 

七月 ·七夕" ， 妇女陈瓜果、 在E碗. 炉香各七，用针'七放于暗中取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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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虽是穿之，以卡得巧之多寡. ( <<漳州府志>> .以熟置相馈，谓之·绪

皇段"" ({l!宁府志>> .盒里提小籍子，平明成茧，以为得巧. ((;汀州府

志)) ，社学生彩画葫芦，情展往郊外， 或并燃所习课纸. ) 

.中元" ， 祭祀先， 焚精陌， 寺观作 .孟兰盆会" . ( <(福州府

志)) ，方言 w烧纸衣节.. <<两周风俗)>. • J:þ元' 夜， 家具.斋供罗于

门外或消衔，祝祀伤亡野鬼。 谢主E杭z 罔人最重.中元节"。家设先人
、

一 号俭 ，祭而放中营商.女家具父每衣冠、 袍纺之类， 笼之以纱，谓之.纱

箱"， 这父每家. 是夜， 具斋 ' (果〕、 馄饨、 榜钱 ， 延坐 (巫〉子市，

祝祀无主鬼神， 谓之 .施食" 飞 《漳州府志>) ，以竹竿燃灯天际，联级

知显 ， 谓之 "作中元. 0 <(福宁府志)) ， 是日，家市淘井o ) 

八月 八月 ， 祭社。( ((泉州府志))， 各处以二十四日 ，安溪 以初一

日 o ((惠安县志)) : 牲尚鸡 o <<漳州府志>) .八月祭土地，穷乡僻凛悉

演剧 ， 贺喜王军于 ， 仿古之秋报。 ) 祭裹o ( <<泉州府志)) :俗云蓦门开.

十月亦有祭墓者，名"送寒衣·.按，福州祭墓，多在丸月 o ) 

'中秋'， 妇女连臂出游，谓之"走百病" 0 ( (<福州府志>> t 士

女景乌石山进番， 夜燃灯于塔. ~幢宁府志、)) : 挂幡灯，乞嗣月宫. ) 

九月 九日登高，饮菜英、菊酒. ( 谢在抗， 九日作糕，自是古制.间

人乃以是日作稼，与·端午·同. <<.景云类草草)) .九日蒸糕，像闽城仍

用角寨o ((带回县洁、>) ， 是日 渴坟墓如.清明.. ) 

+-月 .冬至. • 1'1'1人不相贺， 泰米为四愤之，仍粘门饱问o (明张

岳惠 《安县志>) ，十一月·冬至"，阳气始荫，故食米囚.凡阳象圃，

阴象方。五月阴始生， 泰先五谷而熟， 则为角寨，以象阴。角，方也.

.冬至"阳始生，则为米四以象l咽。 画，因也。.g_至'不以为节，抑

阴也. 徨实《四民月令)). " 冬至" 荐黎糕。 今俗，作毒委糕 乃在岁晚

时. 叉 ， <<南粤考>) ，十月一日，闽中皆作糯格及京饨以祀先祖，釜告

冬之义. 按 ， 今无此俗 ， 惟 《建宁府志》 云， 以豆粥作楼祀先o ; ) 

十二月 腊月二十四日 ， .祀灶. • ( 谢在杭2 俗 i阵灶神是夜上天，以

一京所行♀穿黑寨子天也. <<惠安县志>) ..除夜"先六 日 ， 言百神有事上

帝， 回拉幡 、 舆马 、 仪从于中击 ， 兵牲{费焚而送之， 至正月四日乃迦而复

之， 如送之礼。〉

"除夕 " ，人攻Jé:咨帖， 燃爆竹子庭， 以豚糕相逃， 曰 "馈岁' .

设酒食3夜食 ， 曰 "别岁 . 又曰 "回岁" 。 达旦不廊 ， 日 ·守岁' . 子

弟向家长拜庆， 曰"革享年"。 饭旅数 目之炊 . 曰 .宿岁饭" .亦日·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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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隙.. ( <<突中凤土记))， λ*感于门曾燃事带，司'芝·相暖热·. 「

《三山志>>，州人以竹着火， 拢到墨子庭中，儿童当街浅略这且. <<.安

县志>>，取牡街壳杂橡木.竹节焚之. ) 

《藤山志)) (十卷·民国三十七年铅印本〉

礼仪民俗

垒" 女子生子，则女之父母子第三日必送以鸡面，谓之 f送三旦'. '
弥月，则送衣服、被E霞、银器，谓之·送满月·.四阅月，则送摇篮等

等，谓之.送四个月·.周岁，则送衣服、鞋帽等等，谓之.送碎·.

主主子韧次到母家，去时'‘上点以墨.回时鼻上点以朱，其时母寂送以很
惊、银器及羊一只，谓之.转手牵·-

.礼男子既冠，锡以表字，序其伯仲， 以红爱书之时于中柱之旁，造

后则子接室之日竟在行冠礼.

.礼婚礼， 在育期前半年，舅家征得女京同意，祭日送以目单，感以

钱币，谓之.送日单" . 在吉期前二三月 ， 有纳采之礼.其礼品最重者

为龙凤彩饼，动辄数百斤，其次则为开书、观书(两者必麟以礼物或钱

币) 0 开书，送新娘之伯叔，销其开婚爷也.观书， 送新娘之舅氏，请

其观婚书也.吉期先一日，男寂备楚请客，谓之.猪血旱'，亦曰'开

厨·.是日女家送妆瓷来〈丰俭不等) .谓之·迎仪·.傍晚，以鼓吹

送彩舆子女家，谓之.迎轿'.

吉期日，新鲸莹舆后，女家旅二人衣冠送之，谓之.迭亲. ，男家

亦派二人:夜冠迎之，谓之'接亲·.中途相遇，送者、迎着互相作缉，

意i胃以新娘交于男家，溜之"交亲·.彩舆进门，放之厅~.久而久之 一

尚未下舆，意谓坐之愈久，性愈耐也.有顷，好命人(老妇 -(f 夫有子

者，谓之.好命入.. )邀一小孩子手提铜镜至彩舆前，好命人开轿门，

小孩子请下桥，导新娘进房，好命人退出. 窑娘扶新娘至床沿与新部并

坐. i胃人〈之) .坐床·.旋囱豁娘扶新虫'至厅凉，与新郎拜天地， irJ 
之.拜堂..拜毕， 新郎新娘相向立， 窑娘以红等一付、 E星星且一的边与

新郎，同时把新郎手向新娘商部绕三圃，唱诗喝彩，谓之 .l~萃. • 13 
盖毕， 窑娘1.\11精鸡公， 唱诗喝 '彭，以恼'一块孩子新郎口内， I阳之 "饱鸡

角. (土话鸡公谓之~角.抱鸡j功者. 11~叨j年flfJ生男孩 ll!. ). 11-兹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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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翻题进房， ~军战猜亲朋成友者新娘， 谓之·看本色·. 新tlll向新娘t~槽

升冠， 在娘为新娘梳枚. 1罚之.托妆" ( 即催妆， 土话谓之托妆 ) .妆

毕， 喜娘扶新娘到厨房拜灶窍 ， 谓之."灶前. 0 'Ii内设-篷， 新郎新

娘并启坐而行合雹礼， 谓之.吃房莲. ( 莲者， 并头莲也 ) • 

掬姑1Ii亲属 . 戚眉之女客团坐于厅事， 新郎新娘拜祖先膊， 谓 之

'店见· . 拜毕， 新郎请父倍坐于裳上， 行以八拜礼，父母以钱币或首

- 饰予祈烛， 谓之"报头'. 其母直以四季花戴子新娘餐 上， illl':之 .添

花· . 来 . 戚底之女客以次见礼， 谓之 e见厅' .见时，女客必赠以赞

徽， 谓之.见面礼· . 惟闺女则不赠费.女客赠费之时， 新娘能而致

谢， 同时喜娘献茶， 女客掷钱于盘内 ， 谓之.荼敛钱'. 开 女 宾笼宴

时， 最后一席， 谓之 ·新人席' . 有闺女数人坐于客位， 而新娘则坐于

主位， 终席不食， 只由窑娘每碗取一块贮子盘内， 诩之 '衣食盘..开

男宾主主宴时， 第一席第一位， 谓之长一泉长一位， 为祖母外家人所坐，

谓之.妈头亲' . 第二席第一位为母家人所坐 ， 谓之 .奶头亲. . 着使

其人未到，亦须虚左以待， 否则摔毁酒席， 谓之'栩桌胶. . (斯文人

J!U无此卤葬. )开宴时， 窑娘以瓷数量席上，宾客以钱掷之，谓之 ·掷花

碌'. 席散后，以小周桌横于新人房门前，燃大烛一对如 请 乡里 看l 新

人， 半小时apf放.宾客则前擎着新人后少坐即退， 与新郎同置在者则大闹

特闸， 谓之·闹房' . 其时花样百出， 无奇不有. 倘新郎新娘不服从英

花样， 则视为站辱， 谓之.掏鑫臂' .

夜半， 复开数席， 宾客环绕拚酒， 愈醉愈会闹房， 谓 之·吃 博

桌· . 同时厨夫进一斗灯， 内警泥孩儿， 窑娘续而置萨之当 中 • 11'1 之

.送孩儿' . 博桌吃毕， 宾客又闹房， 恒至东方发自而后已. 客退， 新

郎新娘吃鸡西， 加以太平 〈 鸭蛋 ) ， 其取义谓长福长寿， 一生太平过日

也. 离娘为新郎脱慨， 同时交一小袋， 曰.顺袋" ， 谓之.状元红..

窑娘向新郎讨花彩， 事嫂退 ， 房门 l面矣o ,./ 

第二日 ， 新娘之弟兄二人或四人衣冠乘舆携帖歪， 清新点反马， 谓
之·请回门".初到门 ， 新郎衣冠出迎. æ厅堂献茶、 献点，必三次，

谓之·三座茶' 、 "三座点·， 点!Ø-用自枣、 龙ß~干煮之.遂由新郎导

之选房， 有顷即归. 新郎新娘至岳家拜祖先， 拜岳父母， 见亲戚，见者

必以费， 俗谓之 ·压手卷· . 开宴时， 陪应者皆同辈.有向新郎望能酒席

卷. {í谷谓之 ·撮食' ， 必新郎允许始能联镰而归. 第三日， 新娘入厨，

烹调请客， 谓之·试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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