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义风借志





说 明

风俗，是中国文化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地方民问传

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我国民间风俗内容丰富多采，正如古话

所说： “百里而异习，千里而球俗。力武叉风俗也以其独具

特色的风貌、风姿和风采，成为浙江风俗的一部分。

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添文化积累，发扬中华民族

优良道德风尚和传统文化，促进移风易俗，同时也为深入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乡土教材，我们编印了《武义风俗志》。

《武叉风俗志》的编写是根据浙江人民出版杜编写《浙

江风俗简志》的精神和要求，以及地区领导部门三月下旬的

具体部署而进行的。其主要是对近百年来的风俗进行搜集和

整理，并按一九八O年的行政区划编写。由于我国的封建社

会经历了二千多年漫长的历史时期，各种民间风俗不可避免

地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有的甚至是恶习陋俗，但为了保持

历史的本来面貌，为民俗学的研究提供可靠的资料，我们仍

然将其编入了本志，因此请读者要注意良风美俗与恶习陋俗

的区分。

《武义风俗志》的编写是在中共武义县委宣传部的领导

下，由武义县文化馆具体负责组织及编印，并有武义县文物

管理委员会协助，发动各乡文化站及有关人员，在较广泛地

搜集了民俗资科的基础上，由徐杰舜同志执笔整理编成，由

胡法支、薛天申、涂志刚同志审定。参加搜集资料的主要有



钟发品、朱连法、唐桓臻、吴钟文、徐荣法，徐从河六位同

志。此外曾武忠、田仙君、陈挺生、施祖溪、廖志堂、徐玉

玲、陈祝武、贺巧琳、祝建胜、邵银仙、徐菊美、王嘉丁、

郑慧娥、李小灵、邵宝起等同志也搜集了部分资料。但是，

由于时间紧迫，我们搜集资料尚缺乏广度和深度，特别是限

于编者的水平，遗漏必多，谬误难免，恳求读者多提意见，

更欢迎提供民俗资料。意见和资料请寄交武义县文化馆，以

便将来有机会时进行补充修改。

编 者

一九八四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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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况

浙江省武义县位于浙江中部，地处金、衢盆地东南边缘

地带，东邻永康，南界丽水、缙云，西连遂昌，北接金华、

义乌。其地势南高北低，中部隆起，丘陵起伏，山地连绵。海

拔千米以上的山峰有雄鸡岩、龙头眼睛、龙潭背、乌龙尖、

六干岗等七十九座，最高峰为西联的牛头山，海拔一千五百

多米，均系仙霞岭延伸的一些分支，其中以樊岭最完整。南

有柳城平原，北有武义平原。全县面积一千五百六十六平：疗

公里，丘陵占6l％，山地占33％，平原占6％。县境内水源

丰富，较大的河流有武义江和午溪，以樊岭为分水岭，分

属钱塘江水系和瓯江水系。武义江流向西北，上接永康江，

流经桐琴、履坦等地，进入金华与东阳江合流，主要支流有

清溪、白溪、熟溪、白鹭溪等。午溪流经县东南，注入丽水县

的大溪，支流仅有东、西两溪。全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

季分明，气温适宜，雨量充沛，加上土壤肥沃，物产丰富，

真是自然条件优越的一块宝地。

远古时，早在新石器时代，武义就有人居住。草马湖、

千丈岩、祝村、新宅、荷丰等地出土的石斧、石锛、石镞等

都提供了物证。上古之时，禹划九州，武义为扬州地。公元前

二千多年时，夏少康封其子无余于会稽(今绍兴)，号于越，

武义便属越地。自此至战国中期，武义均属越。今壶山镇金

鞍山和章岸村凤凰山，还发现有商、周文化遗址。约公元前

三O六年，楚怀王灭越国，武义遂属楚。秦统一六国后，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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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稽郡，武义属乌伤县地至两汉。三国吴赤乌八年(公元

二四五年)，析乌伤的上浦为永康县，自此经南北朝到隋，武

义俱属永康。唐天授二年(公元六九一年)武则天时，析

永康西境置武义县，以其县东有百义山而得名，隶婺州，后

改名武成县。天佑元年(公元九。四年)，复名武义。自此

到宋末属婺州东阳郡，元朝属婺州路，明初属宁越府。明洪

武二十年(公元一三八七年)至民国初均属金华府。民国三

年(公元一·九一四年)废府设道，属金华道。民国十六年

(公元一九二七年)废道制，直属浙江省至解放。而原宣平县

部分，秦朝属闽中郡，西汉时属东瓯国，西汉昭帝始元二年

(公元前八五年)属会稽郡回浦县，东汉章帝章和元年(公

元八七年)属会稽郡章安县，顺帝永和三年(公元一三八年)属

会稽郡永宁县，献帝兴平二年(公元一九五年)属松阳县，

三国吴少帝太平二年(公元二五七年)属临海郡松阳县，东

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三二三年)属永嘉郡松阳县，隋文帝开

皇九年(公元五八九年)属处州括苍县，唐、宋、元及碉初，

均属处州郡丽水县。明代宗景泰三年(公元一四五二年)分

丽水县宣慈、应和两乡及懿德之北乡，以剿宣平寇为名，始

置宣平县，属处州府至清。民国三年属瓯海道，民国十六年

直属浙江省。解放初属丽水专区，一九五二年改属衢州专

区。～九五五年衢州专区撤销，改属金华专区。一九五八年

五月，武义和宣平合并为武义县，属金华地区。同年十月，武

义与永康合并为永康县。一九六一年十月与永康分县，宣平

仍划属武义县。全县人口约三十万，其中有畲族六千多人，

主要分布在柳城、德云等公社。

武义县设六个区，一个镇，三十三个人民公社，五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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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个生产大队，是农、林，牧综合经营的产区。农业方面，

粮食以水稻为主，次为薯、麦，再为豆类。林业方面，林产

品种有杉木，松木、杂木、毛竹、柴炭、油茶、油桐和乌桕

等。经济特产有茶、茧、棉、油菜籽、苎麻、黄花菜、米

仁、蜜梨、箬叶、宣莲、猕猴桃等。畜牧业方面，以养猪为

主，次为牛、羊、兔、灰鹅等。渔业也有传统，青鱼、白

鱼、黑鱼、鲫鱼均有。以上可见武义既有山地货又有平原土

产，物产确实丰富，品种比较齐全。

武义传统的手工业产品主要是棕棚，其工艺精细，坚固

耐用，为全国之首，早在明、清时巳闻名四方。民国以后，闻

名世界的武义砩矿开始开采，现在除全国最大的采莹企业

～一东风莹石公司外，全县80％的人民公社举办了采莹企

业，产品远销海外。解放后武义工业开始兴办，特别是近二

十年来，巴建立了机械、电力、建材、化学、水泥，化肥、

森林、造纸、食品、纺织等工业部门，其中纺织厂是浙江省目

前较大的以涤棉为原料生产化纤布的纺织企业。境内水力资

源丰富，但过去照明主要用油、松明等。解放后通了电，并

大力发展水电事业，现有县、社、队小型水电站一百多座，著

名的有麻阳水电站，大田水电站等。一九八三年又被确定为

全国农村‘基本实现电气化的一百个试点县之一。全县交通除

陆路外，还有水路，木船可通金华。解放前仅有一条公路通

金华，现在已有干线和支线二十余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公

社通了客车。

解放前文化教育比较落后，全县除有若干村小，五、六所

高小外，仅有二所初中，二所简易师范。文化活动仅有民间庙

会等。解放后有了很大发展。现在小学教育基本普及，公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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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中学四十四所，县区有高中五所，一所农技校，还有教

师进修学校、卫生进修学校。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多采，

县有文化馆、图书馆、电影院，影剧院、工人文化宫，专业

文艺团体有婺剧团，区有文化站，公社有文化站、电影队，

大队大多有俱乐部。

武义虽然较小，至唐时才建县，但名胜古迹、历史文物不

少。除前已提及的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外，近年还在邵宅

公社发现东汉中晚期的古窑遗址，生产弦纹壶、大小罐、五

管瓶等胎薄、硬度好、质量较高的陶器。五代、宋、元时期

的瓷窑遍布壶山、溪里、自溪、履坦、寺前、邵宅、要巨、

大田、泉溪、芦北、桐琴等公社，尤以壶山、溪里为最多。

唐朝时与王维齐名的大诗人孟浩然，在游历东南时曾到过武

义，写下了描写武义山水的诗一一《宿武阳川》①。诗日：

川暗夕阳尽，孤舟泊岸初。

岭猿相叫啸，潭影自空虚。

就枕灭明烛，叩舷闻夜渔。

鸡鸣问何处?风物是秦余。

南宋时与张}i}同称为“东南三贤”的大哲学家、教育家

朱熹和哲学家、文学家吕祖谦，都在武义下陈明招山惠安寺开

讲堂讲学，一时四方学者云集。思想家、文学家陈亮，哲学家、

永嘉学派的代表叶适等都来过。吕祖谦死后即葬在武义②。

现存延福寺的宣阳观铜钟铸于唐大历十二年(公元七七

七年)，是浙江唯一完整的唐钟。云华公社荷丰大队的台山

①武阳川：即熟溪。

③《武义县志》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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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始建于宋初乾德年阆(公元九六三一一九六七年)，清乾

隆五十九年(公元一七九四年)重建，现尚存部分建筑。武

义古迹明代建筑较多，著名的有岭下汤的石梁架屋，从屋柱到

梁架都用岩石雕成。壶山镇金鞍山的发宝象龙塔建于明万历

三十年(公元一六。二年)，六角形的砖结构，塔高七层，造

型简洁，富有明代建筑的风格。万石院的万石院塔也建于明

代。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一熬溪桥，建子宋开禧三年(公

元一二O七年)，明万历四年(公元一五七六年)重建成桥

屋联成一体的独特造型，为中国桥梁史增添了光彩。省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一一延福寺，始建于后晋天福二年(公元九三

七年)，现存的正殿为元朝延佑四年(公元一三一七年)所

建，是木结构重檐歇山顶斗拱建筑，严密结实，轻巧秀丽，

完整地保留了元代建筑的艺术风格以及宋代棱形柱的构造特

征，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注意。武义出土的文物最珍贵的有南

朝元嘉年问(公元四二四一～四五三年)的盘口双龙壶，制

作精巧，风格奇异，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为国家一级文物。

近代革命文物重要的有两处：一是岭下汤太平天国时期的标
语： “长毛杀妖多多杀。"据说是清咸丰、同治年问(公元一八六⋯一八六二年)太平军攻下岭下汤时，用七个
地主的血写成的，二是溪里上甘塔的红军标语，有七十二

条，内容有“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等，是一九三五年
红军挺进师经过时所写。

武义虽土壤肥沃，水源丰富，气温适宜，物产繁多，但

位居僻处，山多人稀，自古以来社会的发展比中原地区稍落

后。夏，商时期，中原已进入奴隶制时代，武义还处在原始

氏族社会阶段，在桐琴、壶山、柳城的低丘盆地平原上出现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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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原始村落，原始时代的武义人使用磨制的石器，烧制

成一种质地坚硬的陶器，过着渔猎和原始农业的生活。唐时

孟浩然游武义时，所见“风物是泰余”，可见当时的武义人

还保留着秦朝的遗风古俗。故武义风俗古朴，重农桑，尚节

俭，民敦厚诚实，不好工艺，不善商贾，乡土感情浓烈。南

宋爱国学者吕祖谦对武义风俗评价说： “负山之民，气俗敦

悫，乐田亩，而畏官府，邀嬉侈丽之习，独不入其乡。刀①对

此，《万历旧志》也说： “男务生业，女勤纺织，家家尚俭

朴而安质素，无狗马踏鞠之戏，亦鲜绮绣斗胜之观。无论村

落僻坞，即城市之民，莫不笠纠饷黍稼穑是事。"又说：其

“俗不服贾，所业唯耕，地宜种秫。⋯⋯武俗淳朴、俭啬、

狃常习故，绝不喜新斗异。⋯⋯民务农田，不为商贾、技

艺，轻去其乡。男不为厮役，女不作婢妾。，，②所以近、现代

以来武义人外出做工、从商的极少，绝大多数人世代务农。

正如武义民谚所说： “泥饭碗敲不破，种田地万万年”，“东

赚钱，西赚钱，勿如灌水好犁田”。世代务农的经济生活，

造就了武义人敦厚纯朴的习性，对此金华地区民间就评价

说： “武义芋头，宣平呆头。矽意即武义人敦厚、随和，象芋

头一样朴实，宣平人更加老实、憨厚。武义民习的这种特点

与其自然条件有很大关系。武义土地肥沃，田多人少，当地俗

语就说。 “挖一锄头可吃三天"， “一年收成可吃三年”。

故((武义县志》卷三引许自云的话说：武义“地狭而土肥，其

民殷庶。”这可以认为是武义人重农桑、尚节俭、敦厚诚实

①《武叉县志》卷三。悫；诚茑、忠厚之意。

②以上所引均见《武义县志》卷三。狃l习以为常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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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基础。又正如俗话所说t “东阳靠把斧，永康胡公

祖，武义靠块土。”这样富庶美好的地方生活，丰衣足食，

当然“不为商贾、技艺，轻去其乡刀。至今仍流传着“武

义人靠块土，三天不见壶山①就要哭"的俗语，表现了武

义人浓似酒的乡恋之情。总之，武义风俗的基本特点是：濑

农、敦厚、节俭、恋乡。

①壶山：古名湖山，在今壶山镇西，是县城的主山，因有

潭水状如壶，故名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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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产习俗

一、农业习俗
1、田作习俗

(1)祭田公田婆：清明过后，旧俗农家看历书择吉日，

在田头摆供品，点香烛，烧“利市”(即草纸)祭田公田婆，

求田公田婆保丰收。平时在田畈耕作吃饭时，也要先洒少许

饭莱和酒在地上，以示先敬田公田婆。而且据迷信传说，种田

人夜里睡田头，可得到田公田婆的保护。若睡在田塍上，田

公田婆就管不到，但一只脚伸到田里，田公田婆就可以保护

你了。于是农民带小孩到田头，若孩子睡着了，都放在田里

面而不放在田塍上睡。武义还有一句“长田无谷”的古话，

其意是又长又大的田块难以取得高产。为此这类田收获前，

都要先行祭礼，敬田公田婆，然后收割。

(2)五谷神：旧俗迷信认为五谷出田后，人夜里到田

畈就会平安无事，不怕鬼，因为有五谷神保护种田人。

(3)太阳下山时播种：春播时，要选晴天太阳下山的

时候播谷种。俗谚说： “太阳下山不再走，谷粒下田不会

漂。”同时，去播种的男人一定要把肚子吃饱。按迷信说法，

播种的人吃饱了，这年的谷粒一定会饱满。

(4)开秧门吃种田“锞刀①：旧俗开秧门时要吃种田

①课t用糯米粉做成，内以红糖或笋丝、肉、成菜等作

馅，形同蛋，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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倮。早上起来，男人吃了稀饭下田拔秧，家妇做好种田锞送

到田头给种田人吃。形成这习俗的原因，一说是农忙时一天

要吃四、五餐，为了方便省时，吃种田锞耐饥。另一说是一

种仪式，在人吃之前，要给耕牛尝几个，牛吃后知道吃力的

日子到了，会流下泪来。现在有些地方开秧门要吃种田饭，

即在种早稻前，以自然村或生产队为单位杀猪、做豆腐，大

家会餐一次，以后投入紧张的农忙劳动。有的地方还认为吃

种田饭的人越多越好。据称：多一个人吃饭，可以多收一担

谷。有的地方种田时要吃两个鸡蛋，以示吃了两只鸡的补品。

(5)牛耕田休息时要歇田角：牛耕田、耙田、耖田

时，因人们吃饭、休息，需要中途停歇，牛犁耙要在田角的

位置停下来，不能停在中间。否则要被人讲是“不三不四"，

“不上不下”。此为耕作禁忌，至今仍流行。

(6)余秧不烧灰： “劈秧烧灰焚天地，铁打扁担挑你

垂。"旧俗迷信，秧种剩余后不能用来烧草泥灰，否则会遭

雷打和大旱之祸，挑水浇地铁扁担也要挑弯。余秧只能翻耕

入土作肥料。

(7)插秧、耘田前后留三行：同时有几个人在一丘田

里并排插秧或耘田时，无论你的手脚多快，与前面的至少要

相距三行。

(8)耘田施肥忌雨：

要塞在秧根下，ⅡLi“塞肥矽

和菜饼，第四次用人粪尿。

是第二次、第四次忌雨。

武俗一般耘田四次。第一次施肥

：第二次用石灰，第三次用泥灰

为了保持肥效，耘田施肥，特别

(9)田头不估谷：俗称： “田头不估谷，栏头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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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到人家的田边，不能信口估计该田的产量，否则主人

是不高兴的。

(10)祭五谷神开镰：旧俗开镰收割对，从稻田里摘五

个稻头，放在饭锅里蒸，然后装好一碗饭，将这五个稻头插

在饭上面，再配上一碗菜、～碗茶到田头祭五谷神。此后方

可开镰割稻。

(11)上田管下坎的规约。田畈的每一条田塍的归属都

是“上田管下坎力，即上田的人辟下边的田塍或种植。

(12)插女人鞋、袜除稻瘟：旧俗稻谷抽穗时，在田里

插上竹棒，挂上小脚女人的破鞋、烂袜、臭脚片等秽物，认

为可使稻谷免发瘟病。此俗现已绝迹。

(13)女人跨农具视为晦气：扁担、锄头、车鞭三样农

具放在地上，女人若从上面跨过，迷信认为是晦气的，其农

具容易折断。

(14)种子的禁忌。花生等可生吃的种子，在剥壳时，

不能吃，据说若吃了，种下去的会被老鼠偷吃掉。五谷种子

估计用不完时，忌说： “弄点吃吃。”

(15)稻桶的禁忌。稻桶角忌坐、忌敲。忌坐是因为谷

是人要吃的，忌敲是怕把谷敲光。从稻桶里取出稻谷时，米

箕不可刮到桶底，否则发出响声似雷鸣，人家要讲你家“雷

公敲磐的不吉利话。装谷时，旁人忌讲“一担还不够黟

的话。

(16)“三不黟的规矩。 “果树底下不整冠，瓜地旁边

不理鞋，菱角塘旁不洗手”。这“三不，，规矩的习俗是为了

免得被人疑为做贼。

(17)谷仓不用扫帚刷t旧俗迷信，谷仓里的谷物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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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不可用扫帚刷，忌“扫光、扫光"之嫌。

(18)太公田。这是每个村按祠堂划出的公共田地，由

同太公的每户轮流种植。轮虱种太公毋的农户，在清明前十

天内，要备办饭菜和酒祀祭，然后请全族人会餐。有些农户

因不住在原籍，轮种太公田时管理不便，可委托同太公的人

种植并备办太公饭。种田收入办太公饭后一般均有剩余，轮

种户还可以从委托户中分到一些余利。

(19)麦王生目：旧俗三月十六是麦王生日，认为这天若

晴，舂花即可丰收。此俗之起因，据传说是早年有一个皇帝

在三月十六日出巡，途中看到小麦，不识。阃随从，告之这

是农民渡春荒的小麦。皇帝听后就说。 “那就让它快些黄

吧l”果然，天空接连放晴，麦黄得很快，收成很好。后来

人们就把三月十六定为麦王生日。

(20)正月头目挑尿要吃蛋。旧俗正月第一次挑人粪

尿，要吃二个鸡蛋，以避晦气，图吉利。此外，尿桶上号名

字被认为是晦气，所以武义农村的尿桶仅作各种不同形状的

符号为记。

2、山林习俗

(1)太公山；这是按祠堂分划的公共山，其所产之林

木物产，用于本族的公共事业。太公山禁令严明，不准任何

人随便砍伐。所属同太公的各户，每年清明前合办太公饭，

除祭祖外，还要商量有关砍伐诸事。若有人上太公山偷伐林

木，下一年的太公饭就罚给偷山人备办。

(2)学堂山t学堂山至今仍有。山区的村子，留出一

块较近便的好山定为学堂山，归本村学校所有。山上的木材

归学校，木料用于修建校舍，修制课桌、椅等。专门负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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