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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泽理

顾名思义，风俗是指人类社会的风尚和习俗 。 按唐代学者孔

颖达的解释，由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做"风气而由社会

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做"俗"。

" 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 。 "在中国这块幅员辽阔的土地上，

因受气候、 地理、 经济 、 文化等诸多原因的影响，各地在衣、食、

住、行等方面，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 。 北方与

南方有差异，南方过端午习惯于赛龙舟、饮黄酒，北方则倾向于

观燕子、荡秋千:群体与群体也有差异 ， 农民有农民的习俗 ， 渔

民有渔民的习俗，商人有商人的习俗，泥木匠也有泥木匠的习俗，

可谓花样繁多、各不相同 。

尽管如此，风俗的形成仍然是有规律可循的 。 除了鲜明的地

域和民族差异，风俗是一种文化传承，反映了一定时空范围内人

们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和审美观。而且 ， 风俗是通过数十

年、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积淀而成，若不是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

发生重大变化，移风易俗并非易事。正应了那句古话"江山易

改， 禀性难移"。

过去的很多民间风俗，多为祭祀鬼神、避讳言语及行为之举。

由于古人对 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缺乏认识，缺乏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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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解，不少地方便将避凶躲难和逢凶化吉的愿望寄托在鬼神身

上。长此以往，形成风俗习惯，不断加以传承。天旱不雨，要祭

龙王;治疗疾病，要祭药王:祈祷富足，要祭财神。近现代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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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科技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己知日渐多于未知，

神鬼祭祀观念大为淡薄。但在民间， 有的迷信活动仍然在蔓延。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传统风俗也并非都是鬼神和迷信。如

节日喜欢用寓意吉祥的色彩、图案和语言，应该可以看作人们对

美好的追求和对祥和的向往。 一些农事和养生风俗包含着朴素的

科学道埋，至今仍可作生产和生活的借鉴，而对中华人文始祖的

追思和祭拜，则对弘扬民族精神有所禅益。 一些民间歌舞、戏曲、

文学和工艺美术等所包含的民俗信仰和图腾崇拜，不仅不能视为

迷信的鬼神祭祀，还可以用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社会的和谐度，

2 

有的甚至成为需要传承和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长沙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作为与特定历史文化相

共生、相伴随、相融汇而共同发展的风俗，同样源远流长、丰

富多彩。长沙风俗的产生、形成、 演变、发展， 与整个中华民族

的风俗一样，既有共同的历史进程和时代特征，也有独树一帜的

地方风貌。正是这种共性与个性的交融，构成了风俗文化的干姿

百态。

古长沙风俗的表现形式很多，最突出的体现为对各种图腾的

崇拜，对鬼神的信仰和对天、对神、对祖先的祭祀以及具有特色

的歌谣舞蹈。据历史考证，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沙地区的先

民即当时的土著杨越族就已经在此从事渔猎和农业生产活动，有

了与中原文化相媲美的杨越族土著文化和与之相适应的风俗习惯。



从长沙出土的一批古墓葬证实 ， 当时的长沙就有了相当完备、隆| 序

重的丧葬礼俗。公元前 6 世纪，楚国入主长沙，从此长江中下游

一代的楚风俗便深深植根于这片土地。楚风俗信鬼神、崇巫术、

喜祭祀、擅歌舞，有些与众不同。屈原的《九歌》 就是根据当时

民间的祭歌创作而成，其中有不少迎神、赞神、送神之词。在中

国文学史上具有历史丰碑价值的《楚辞)， 以楚南一带民间歌谣的

形式，完整、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楚风俗民情，有信鬼神、崇巫

术、喜祭祀的生活习俗，有好食水产异兽、嗜好酸辣苦冷的饮食

习俗，有戴高帽佩玉饰、爱好奇装异服的服装习俗，有酷爱园林、

层台累榻的居住习俗，有能歌善舞、楚乐喧阔的娱乐习俗，还有

不重媒的、自由婚恋的婚姻习俗，以及强悍刚毅、崇尚用武等性

格特点，等等。

当时，洞庭湖以南的长沙地区为楚国粮仓，农作物的收成好

坏与气候条件、耕作技术有关，特别是与表示气候变化和农事季

节的二十四节气有关，因此农民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些可适时

适地指导种植的农俗。另外，楚地农副产品丰富、商品经济发达，

商贸业受到重视，手工业得到发展，对于长沙地区行业习俗的形

成起到了推动作用。春秋战国时期，长沙的风俗文化就是在土著

杨越族习俗的基础上吸收和融汇楚风俗文化，并在当时的政治、

经济、思想的影响下进一步形成的。

到了秦、汉时期，封建制度完善，汉武帝实行"罢黝百家，

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主义，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产生于中原

地区的儒家思想作为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从此，儒家的

4三纲五常"、 "三从四德"、 "男尊女卑"等一整套封建的礼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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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道德观念逐步流传，给长沙的风俗蒙上了一层浓厚的封建主

义色彩。 这在长沙的旧风俗特别是旧的礼仪习俗和婚姻习俗中表

现得尤为突出，如浏阳文庙至民国时还保留了祭孔仪式中的古乐

随后，佛教传入中国， 至西晋传入长沙 。 久己流传的道教经

南北朝时期陶公庙的建立，对长沙的社会影响进一步加深， 至唐 、

宋达到鼎盛时期 。 儒 、 释 、 道三教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作为上

"八借乐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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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建筑，对长沙民间传统风俗产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佛教的因

果报应、六道轮回、修行成佛，道教的科仪斋酷、符策禁咒、攘

灾祈福、役神驱鬼、潜心修炼、得道成仙，以及相应的教规、礼

仪、传统节日等宗教思想和行为，很容易与古老的传统民间风俗

相吻合而为人们所接受 。 这种吻合经过千百年来的传承和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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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长沙的风俗又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神秘的宗教迷信色彩。立

春时敬"芒神" 二月 二 日祭"土地神" 二月十九日拜观音 ， 七

以及丧葬习俗中的诸多月半过"鬼节"腊月二十四送"灶神"

仪式等等，皆是如此。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 。 长沙风俗文化的产生、形成、演变

和发展虽然错综复杂，其中掺杂了不少愚昧和落后的元素，也有

优秀和先进的成份，尤其是祈求幸福、赞颂忠良 、 诅咒邪恶的价

值取向以及敦厚、朴实、 淳良 、 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等行为规范，

对"美教化，移风俗"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正是这种积极

作用，使得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也为"心忧天下、敢

内涌

为人先"的长沙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文化源泉。

氏沙民俗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的一部分 ，



丰富厚实，形式五彩斑斓，应该在传承中得到发展 。 {长沙传统 | 序

风俗大观》 的编辑出版 ， 旨在让现代民沙人感受传统风俗的是与

非、美与丑、源与流，窥一斑而知全豹，从而取其精华，去其糟

柏，为发展先进文化、培育文明风尚提供参照和启边。

是为序。

2011 年 9 月 5 日

(作者系中共长沙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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