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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习尚称“风"，因社会环境

不同而形成的习尚谓“俗”，社会上历代相沿，积久而成的

风尚习俗谓之a风俗’’。它不同于国家的律令政策，但是帮

为多数人所承认与接受，约束个人的行为，支配实际的生活，

关系重大，‘影响深远。 j
’’

’，

，

’’浦江在历史上，初属会稽，后归婺州，习俗相沿，大致

上与四邻各县略同。然而由于自然条件有异，社会环境各

别，因而也具有其本地方的特殊性。古人称口百里不同风，

千里不同俗一，了解和研究地方习俗，乃是社会科学的重要

内容之一。 一：。1’
、

、|

，

；

多数风俗习惯都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

争中积久形成的，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多姿，具有广泛

的人民性。但是，，由于我国经历了两千余年封建社会漫长的

历史时期，作为上层建筑的风俗习尚，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

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我们应该加M改造，赋予新义，使其能

适应时代的需求和社会的发展，而其中还有不少更是恶风陋

习，尤必须予以彻底根除，决不能允许其再滋长蔓延，继续为

害。所以，如何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撸

一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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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批判地继承古老的风尚，撷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

用，推陈出新，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是我们的光

荣任务。

当前，祖国形势空前大好·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欣

欣向荣，昔言“盛世修志秒，我们已经具备了极其良好的编

志修史的客观条件。为此，特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在县委和

县府的正确领导和殷切关怀下，组织编纂了这部《浦江风俗

志》，以供各级党政机关干部群众的参考，也为上一级组织

编纂《风俗志》提供一些基础资料。

‘本书共分七章三十节，凡十余万言。记述了我县在生

产，生活、礼仪，岁时，信仰等各个方面的风俗习尚。时间

断限自清季以迄建国。内容侧重记叙事实，少考证，只写民

间流行之习尚，不涉专门知识之探讨，详与他乡之异，略与

各县之同，力求具有广泛性、代表性和典型性，尽可能地反

映一个世纪来浦江风俗的基本面貌。 ，

编纂风俗志在我县尚属首次。其涉及面甚广，内容浩瀚

庞杂，而我们又缺乏足够的文字资料以为依据，主要依仗父

老的回忆口述，同时，各乡习俗虽均大同，却存小异，各行

各业之间尤多差别，编者限于水平和经验，加以在短促的时

伺内，调查采访，综合分析，在所难周，是以取舍依违，详

路主次，谬误失当之处定属难免。本书自今年五月中旬印出

初稿以后，承蒙各界人士及各区乡文化站同志的

提出许多宝贵意见，提供了大量补充资料，使我

极大的鼓舞，并得能在初稿的基础上，作出修正

此，我们特向各殷切关心本书编纂工作的同志敬

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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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 概

浦江县位于浙江省中部偏西，是一个半山区。地势西北

稿，东南低，最高峰张王岭高达海拨1050米，最低点则仅24
米。在地形上属浙东丘陵。全境以低山丘陵为主，丘陵山地

占总面积的79．1％，盆地河谷约占19．6％，低丘红壤约占

1．3％。主要山脉有北，中，南三支；北支棉亘于建德、桐

庐界上，层峦叠嶂，地势高竣，中支自西向东，横贯中部，

将全境划分成南北两半，南支则蜿蜒于兰溪’_义乌边境线

上，高峰连续，形同屏障。在北中两山脉之间，俗称北乡，

岗峦起伏，岭壑纵横，除北流桐庐注入钱江的壶源江沿岸有

不规则的、狭长的河谷外，其余地区均为丘陵和山地。中，

南两山脉之间为“浦江盆地’’，系平原地带，阡陌交错，

平畴千顷。浦阳江自西向东，贯流全境，经诸暨、萧山汇注钱

塘，江之沿岸，人烟稠密；土地肥沃，经济文化均属发达。

过去，由于四境山岭闭塞，蜀道艰难，浦、壶两水，又滩多

流急，不通舟楫’抑且地无工矿珍奇之利，为商贾所不至，

故居民悉力农务本，很少与外界接触往来，从而养成了勤劳

节俭，艰苦朴素、淳厚质实的优良风尚。陈亮曾云， “浦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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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菲宾客商贾所奔辏，民生其问，往往朴茂质实”，柳贯
。亦云； 矗介然下邑，无名山大泽以发舒共奇，无珍货绝产以

阜通其利，民业稼外，以俭谧自全其生"，宋濂又云，一口浦

江于婺为山邑，人生其中，往往朴茂淳质，力农务本，耻于

华言伪行力，先哲的论述，精辟地反映了浦江人民的这一

特点。但是似亦因此而有泥古守旧之嫌，未免为淳风之
累。 ，

崇岗复岭则山川秀郁，地僻物稀则兵戎少扰，清幽宁静

的环境则孕育人才，是以名贤辈出，尤多文学之士。特别是
在宋、元、明三朝兴替鼎革之际，海内名家如谢翱、吴思齐、

方凤、吴渭、柳贯、陈亮、黄缙、吴莱，宋濂、方孝孺等，

或归隐明志，或流寓会友，或慕风土而卜迁，或兴弦歌而主

教，一时水赴云会，荟萃一堂，文风鼎盛，世称“小邹鲁打。

逮至近代，更有张书旃，吴茆之等艺苑名家，后先相继，蜚

声于海内外，其流风余韵，影响深远。因此，邑人子弟咸皆勤

奋好学，刻若自励，昔之宗室望族，亦均设置贤产，奖掖后

进，尊师重学，蔚然成风，因而有“书画之乡"的誉称。这
是浦江风物的又一特色。

’

． 一浦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自东汉末始建丰安县至今已

有一千七百余年。其初属会稽，后归婺州，习俗相沿，殆与

四邻各县略同而小异。当地居民，土著者不多，大部均系于

两晋、隋唐、五代以及宋、。元、明诸朝干戈纷扰、社会动荡

不安的历史时期，先后从中原各地辗转来迁，定居于此，一及

，后子孙蕃衍，乃成村落。 《光绪浦江县志稿》云； “以耕凿

刍尧为生，以安土重迁为业，乐家居，惮远出，故著姓独

蕃打。是以多数地区均合族聚居，崇宗法祖，尊老爱小，重

◆ll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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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义，尚旧礼，敬鬼神，而又以来自五湖四海，各地习俗，

相继内输，经长期的演变发展，终于融合为既具有广泛的共
同性，又含有个别的特殊性的、古老而丰富多彩的习尚。

‘lzlt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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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习俗

多。由于地瘠民穷，因而克勤

克俭，精耕细作，因地制宜，多种经营，蔚然成风。近百年

来，随着社会发展而消长的生产习俗，”更不断地演变发展，

进步很大。兹据现有资料，概述如下。 一
’

第一节 农业习俗

(一)田作-主要传统的粮食作物有稻，麦，玉米。、

豆，粟，番薯等，经济作物有棉花、茶叶，油菜，花生、芝

‘麻、烟叶，桑、甘蔗，靛青等，蔬菜方面有萝I-，胡萝卜、

菠菜，松菜，芥菜，苦麻、苋，葱、韭，蒜，芋、瓜，茄， ，

．芹，甜菜等。
“

．
，

．

‘． 各种作物的种植，因地而异，平原和山区有别。．旧时，

西北山区主种玉米、番薯，东南盆地主种水稻。水稻一年种-

一熟，多系中稻，品种有“三百粒"、“四百粒"、“东阳

青一等，少种早稻，不种晚稻。建国以后，由于政府的大力

创导推广，更新了种植品种，兴修了农田水利，因此已普遍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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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种二熟。农民十分珍惜地力。过去，水稻田一般多种花草

(俗称花草田为“歇田")，少种大小麦，认为“种麦等于

借生谷"，得不偿失。如要种麦，则亦必于事前准备好所需

的肥料，同时还采取一年种麦，一年种草子的轮作制。人frr

还充分利用地力，在水稻中常播扎豆(黑色小豆，即马料

豆)，扎豆中又播草子，或于水稻收割后种萝卜菜。在菜行

间又播草子。早地在冬季一般种麦，麦行中多套种自豆或棉

花，白豆里又套种番薯，真是寸土必争，地无闲置。为此，

农民必须对全年的种植有一通盘的打算，尤其是品种的搭

配，一般都要将下一年的种植品种计划在本年之内。俗云。

“宁可无收，不可失种一，以免贻误农时，浪费地力。

农事按照二十四个节气，顺次进行。在很大程度上受制

于气候的变化。因此，预测天晴雨落，对农业生产有很大关

系。在长期生产斗争的实践中，劳动人民积累了许多预测天

气变化的经验。例如晴天发觉烟袋还潮，主雨。石础或石灰

地面还潮，主雨。久雨天中午见到太阳，叫“日头中，两头

空，，，下午仍靠不住晴。久雨天，下午见太阳下山，或晚霞

灿烂叫“还山红”p主晴。早晨云霞过红叫“大水红矽，主

雨。其他如“立夏晴，蓑衣笠帽戤田塍，立夏落，蓑衣笠帽

戤壁角"， “立冬晴，一冬晴矽，7“有好中秋，无好无宵"

等等农谚歌谣，不胜枚举。在旧时，这些农谚对安排农事，

． 实具有一定的作用。 ‘

农业不同百工，无师徒关系。人们从小跟随父兄看牛割

草成长，各种农活都口传心授，经过长期锻炼，才先后学

会。昔之贫困农民，迫于生计，整年给人做雇工的，谓之“长

年厅；短期的称为“忙月”。。忙月”又称。拍工”，在农忙时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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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至于一些临时性的雇工，则不属

代耕的，谓之“牛东家"。一般的人

内，其主人均直接参加田间劳动，与

家人一起干活，，同桌吃饭a．只有少数大地主，自己不劳

动，专雇“田作头’’，率领“长年弦代主农事，过着剥削生

活。i 、i‘。． ．'。，1 。
c／

．‘

8

P_，，

翻地以牛耕为主，，用人力锄翻的也有。因土地较贫瘠，。

故重视精耕细作。以春季做秧田为例，在去年种草子预为今年

留下做秧田的田块上，从割花草，拔后瑚草、摊泥土孛，掘田‘

角、下田皮塍，施栏肥、第一次翻耕，灌水，摊田，耙泥块、荡

．扭塍，捞田塍、戤田塍、糊田塍，第二次翻耕又摊田、秒团i

钩埂、做畦，施人尿肥、平畦，然后到下子、‘盖焦泥灰为

止，先后一共要二十多道工序，假如是过水田i还得在田中

做避水塍。至于旱作，则中耕尤勤，务使泥松土细，寸

草不留。如若荒芜，则将被目为矗黄胖一，称之为“寡妇

硼’，。 ， · 、～ ：-

，．

。

在工序中使用的农具，有钩刀、镰刀，扁担，柴夹篮，

铁锹，犁，，耙，耖、锄头，阔板、四股锄、草耙、钉耙、圈

耙等，缺一不可。其中“长角锄黟，又称“两股锄掺，、为浦

江农民所普遍喜用。因为它的适用性广，开荒翻田，中耕除

草，播种覆土，摊田敲土，样样工序用得着I尤其在黄粘性

土上劳作，一可减少粘度，二可减少阻力，翻土深而费力省，．

每人至少要备两把。还有蓑衣也是农民的良友，起早摸黑劳

动，‘难免要栉风沭雨，完全得靠蓑衣来保护。它在天雨时着

之可避雨，大风时穿之可御寒，晴天工问休息时，可当凳子

坐，夜里出外劳动时又可当被盖，作褥垫r一物数用，经济

■‘I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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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惠。对农具的修理，1一般都在农闲时搞好，春耕前

点，缺少的要去买来，破旧的要请工匠修补好，以免

井，贻误农活。，j √，一

旧时民智未开，从秧田开始f谷子前，就将希望寄托于

神，故祭拜田公田婆，先后竞达四次。下谷子前，手拿一帖

黄纸三股香，站在秧田下水田缺口田塍上，面向田板作揖

说t “田公田婆呀!保佑秧田快长快大，’风调雨顺保全苗，

再来谢谢你呀!打祝毕，就将黄纸和香插在田塍旁边而不燃

点，谓之口许愿"。

“开秧门"前，碟中放上一片肉，有的用一块三角肉放

在田塍上，人仍在田缺口，燃着香，作揖祷告说t 搿田公田

婆呀!保佑田禾快长快大，得到丰收再来谢你呀!抄然后烧

黄纸，谓之“尝甜头弦。 · ，

夏至那天，大多数农户制扁米粉糕、馄饨、又加酒肉饭食

等祭品到田头，有的还披蓑戴笠去拜，烧的是一把大麦杆，

发出刮刮声，祷告风调雨顺，无病无灾，保佑丰收。穿蓑衣

寓意“求雨"，刮刮声寓意“驱虫"，具有两重意愿。

开镰前，先到稻田搞二穗黄熟谷，插在二碗口合饭"

上，祭品比前次更多，谓之搿还愿修，以报答田公田婆。装

谷担不可压实，要“塑帽头"装满，入仓稻谷斤两，要讲

实数，否则田公田婆不高兴，要生气，对来年收成带来不

利。
’

。

在夏至和开镰二次田祭之后，还要带祭庙神和灶君菩

萨。农民对灶君的尊敬，无与伦比，逢祭必与，把它作为主

宰全家祸福的象征来看待。 二 ’。 _’

在清明前后播种白豆时，还要用三帖烧纸三炷香对天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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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因为谚语说t．口一粒不出，=粒鸟得(同啄字意)，兰

粒老鼠拖走烂田缺"，说明全苗之难，故而求之予天；播种

： 后，将多余种子带回家，炒熟分给小孩吃，谓之口开桠豆一，

、 预祝丰收。．
’

t 。 ，

’ ‘
‘

l l ，‘秧苗已长大， “歇田一经过二次翻耕，耙耖平整后即开。

I l ， 始插秧，谓之“开秧门打。这天，主妇要备好点心，酒，

。‘‘ 肉、饭等，让一家人大吃一顿，每人还分吃一只鸡蛋．谓之

f! “彩兴修。到秧田拜过任I公田婆后，即下田拔一丛秧，把它

I、． ，·捌捱j蜘泥中。据说这是“解头黟，可以避免手疯病(有的’
人在拔秧时，手要麻木发肿，俗称为“秧疯黟)。几个人在
一起并肩插秧的时候，进度有快有慢，如果先下田插种的人

被后面种得快的，k赶上并超越过去，关进里面，谓之露穿长．

布衫力。一般人都不乐意穿长布衫，受人嘲笑，因此迫使加
强学习，一力求既快又好。在本家的大小麦田稻插种到最后一

丛秧时，谓之。关秧门一·搿关秧门"即表示水稻的插种工．

作已全部完成。
” ⋯

施肥耘田，先后三耙(习俗耘一次田称为一耙)。浦江．

农民头次施肥，习惯用“塞料一塞在稻的根部，以促秧苗早．

发，俗称“塞田乃，一般在插秧后三日内进行，称为矗三日

茶，，。塞料的制法有两种。一以焦泥灰掺人人尿拌匀后，甩

脚踏透成块，称为“踏塞料矽，一般用在带沙田内，每丛塞：

一小块于秧苗根部，但必须塞在插秧时所留下的手指孔内，

以利秧根能早日吸收养分。老农说t “塞田要塞口，’不要塞j

背"。男一种以干细塘泥，加上用人尿浸湿的猪毛或头发，

拌好捣匀，如太干则加上人粪尿再拌。这种口塞料一施在粘．

性土田的稻根下=寸许处，用手指拿-d,撮料斜塞进去‘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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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It气。



头耙，旧时用钉耙，耘后用石膏粉撒之，因石膏有敛肥作用。

但用塞料的田则暂时不耘。 ．

，

二耙(约耘头耙后一星期)时多施“卤晶力。耘田工具 ：

1日时用“田刮彦。耘时要十分细致。特别要注意稻根附近，
。

一定要耘到，决不可因怕耘伤稻苗而留下一小块不耘，形成 ●i
“蜡烛台∥模样。老农说t 私耘稻耘根”，意思是根部耘好 ：l
了，则空隙部分自然也耘好，其目的是力求将田中的小草彻 ≥t
底耘掉I同时插秧时的脚迹也得耘平。耘头耙、二耙田时还 t I

得注意每丛秧苗的情况，缺者补之，稀者增之，浮者亚之k▲．，．一，{
见稗则拔之，务使秧苗挺直无欠缺。 ’．

’ -

三次耘田，谓之“杀歇"，即最后一次耘田之意。其工

‘具旧时仍用“田刮’’。耘前要敷施石灰a-如头次是横耘，这 1

次应直耘。兰耙以拌撒石灰，澄清田水为主，忌深耘。因这

对稻根已多，深耘要伤根，使稻“退黄弦。施石灰时，禁止

在田中小便。“杀歇’’后，将下水田缺IZl扣封好，任何人不 1

得开动，谓之“封田’’。
‘

·过去耘田虽习用“钉耙"和“田刮"，但因操作较难， ，

不灵活，故后来均改用“圈耙"。它是一个薄铁圈，直径七 ·

哥(现因密植改为四寸)，阔二分，上口大，下口小，前端 i

钻一小孔，装钉在一条细长的竹竿根头(有的用木杆)。圈 {

耙后部，铆一小铁条，穿在竹竿上(竿上要钻洞>，使用时 ，．

高低可以根据需要，随时修整，用来耘田，费力省，工效

高j习俗耘田，不用手摸。 。

我县多属酸性土，种豆、麦．蔬菜等旱地作物，灰肥用

途极为广泛，所以家家户户都有烧焦灰的习惯。有的乡村，

甚至专筑平房i谓之。“焦灰屋一。凡是凉亭，柯堂、庙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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