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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说 明

常德地区位子沅．澧二水中下游，辖常德．桃源、临澧，澧县、

石门、慈利．安乡．汉寿7县及常德，津市2市．居民有汉．土家，

蔷，回、维．瑶等l 0多个民族．经过长期生息繁衍与生产活动，

各民族形成自己的风俗习惯．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交通日趋发

达j民族间交往与杂居不断加速．风俗习惯随之互相渗透．因此

常德民间风俗既有参同契合的j而，又有各自独有的一面．有的

贯通古今．有的中途发生变异或消亡，有的则异军突起。方兴未

艾．． ，。 +·t
⋯t r

’常德地区在西周以前被列为。荒服·之地．居住着百濮．三

苗。百越等民族．当时．他们大致处于部落阶段．生活仰给予山

伐．渔猜．种植．共同劳动。共同分配．团结御敌．信巫，无统

一君长． 日。 。’，

+

周成王封熊绎于楚，居丹阳(今枝江县>．与本境毗邻，境

内居民，开始接受楚文化的濡染．周桓王十六年(前704年)．

楚武王·开濮地而有之-(‘史记·楚世家’>此间并入楚国版
冒，其风俗逐渐演变．成为楚风楚俗的组成部分．其特点是．民

情粗犷．教朴爽朗，。信鬼而好祀，祀必使巫觋。(《楚辞·九歇'

注>．这在屈原《九歌>中可以窥其端倪．· ‘

秦昭壬时．司马错。自起相继经略楚地，并在此张官设吏，

是为直接通中国之始．西汉．汉官汉民陆续入居．带来华夏文

化．但居民仍保持古朴之风．‘前汉书·地理志>载。 ·楚江南

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为业；果窳赢蛤食物常

足，教学窳始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馁．亦无乎金之



家；信鬼好巫。重淫祀”．秦汉，三国、．两晋至南北朝时，或因

战争。或移民迁入，风气迭开．但仍有。虞夏遗风，或。楚遗

俗”． 。屈原遗风。．南朝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所载，就是

本境民间风俗的一介写照未 毒。： ?r、：
、。

唐朝至清朝前期的1000多年里，。由于封建经济繁荣和高度发

展，汉官汉民源源不断定居常德．在强大的汉族政治．经济．文

化的影响下I原有居民或从平原、湖泽退居山区，戡就地汉化，

因而风俗大变．。在汉人集居的地方，。“±-'4诗书，敦礼让伊，}：。居

民务本，勤于耕织，习网罟之幂Ij”。。。艺不求工，商不致远”，．

并?畏上乐输”i “急公靡怠?(本区旧志)。与此同时，÷。风

气目开i聚五方气习，尚侈靡者僭礼逾分之不顾，习矫虔者竞

利健讼而弗已”，(《常德府志》)．《直隶澧州志》也有如是的

记载． ：醉浓饫鲜，宜其事易而言庞；骄侈相胜，，讼狱繁而诈伪
生也。。山区兄弟民族集居地，仍流行本民族的风俗习惯，迢清

雍正八年(1 )，实施“改土归流。，民间风俗在备民族之问,730

进一步渗透，但主要是少数民新逐渐汉化．， ¨；：。1．．，．：．。 一，

!，鸦片战争至解放前夕；．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内地。，常德自

然受到。欧风美雨”的波及，旧的风俗习惯亦因之有所变化．，

?五四运动。提倡科学．民主．反对封建礼教．迷信。。民间颓风

陋习受到一定渖I击，妇女开始放足、剪发，饮食服饰等有所政

变。令别地方还出现自由峦爱。文明结婚等现象¨，但固有风气毋

顽固存在。．．{ 。．、^一，：，；‘i、}! ，：I：。：呵?。q∥弘：．；； 吲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经济。文化空前剧变。集体主义p公

有观念、科学思想．协作精神等在人们心目中逐渐形成，、带有封

建礼教，宗教迷信等色彩的民俗自然而然遭到淘汰，。。社会主义新

风尚代之而起．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政策放宽，经济发展，．

物质丰富．人民生活普遍提高．民俗亦在辅着适应新的形势与生

括需要的方向演变发展．- ．
． ．·．，，}《，．．、：㈠ ，。

． 民俗是人类为了征服自然．发展自己．经过反复实殴而约定



俗腐触一种丰土．会事象．综观常德民俗的形成、发展和变易，它既

受瑶瑟思想认识与心蒜状态翦支配，又受当时当遽物质条箨与生

活方式的影响；既来自备民族阆相荭融合，又受到国家政治、经

济，文化的制约．民俗一旦形成，反过来就会起着行为规范的作

用．良最美俗有秘于社会安定爨绪，颓风慧霹阻碍社会进步。琚

代执政者根据巩固其统治的需要对民俗加以选择，作为教化的重

要内容．封建帝王常有采风观俗之举，封建士大夫把“致君尧舜

上，再使风俗淳。作为政治拖受。因戴， 4变民最，易民俗’被

列为他们的政治日程．并极力宣称。上行下效之谓风，众心安滗

之谓俗’．人民政府烈视其是否对人民身心健康有利，是否有剩

予挂会前进，予瑷革陋杨良．’学雷锋．树掰风’。建设。两个

文明。是其重要内容之一． ．

碡：卷报据常德地区民俗状况分成生产．生活，社团，节日、

人生诸耗．信仰，游艺7个方箍麴类加以条述。班期餍舀清楚，

言筒意骇．在时限上以近代．现代为主，只有个别条款作了适毖

遗述，超出时限，以耱鳃瞧该条民俗发生．发展，传零穰变异撬

菇．本志中。凡在常德地区普邃性的民俗。概不标锈地点或鼹

族；在行文中，有的只作综述．有的描绘场景，不求一律．对于

籁风聪习一律热以辑录，医可以反映当时历史现状，不加裁汰，

只俸适当批羚．但不十分全面，巾肯．仍籁读者浚当代意识．辩

学眼光加以鍪品lJ．
。

撄录民俗是一个古老蔼蔌鬓翦谍蘧．对数，中国兜乘凄不绝

书．这是好的一面，但愤其太窄太简；广泛丽系统的收集整理赡

是当今的事．本志作如此尝试是第一次，是否切当．还请当今方

家期后续者予以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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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生产民俗

第一节 农林习俗

一农 业
。

{ 。

征箍第德农民褫聂舞上訇10必≤初一毫裙十)之醒靖为一

年人裔、庄稼好坏的征兆，有一鸡，二犬，童猪，四羊、五牛、

六马．七人，八谷，九麻，十豆Z说．是日天阴，则兆其有必

瘫；楚嚣天靖，粥箍其兴旺，据就箨出生产安排。；

棉区则视除夕夜天展之明暗来推断棉花收成好坏．认为。天

花(尾)繁则地花少”．有“有天花无地花”之说．

潮乡瓣褫枣秋月亮之明暗占惫之多少，麓渚辩多氮，莠鞠赠

少鱼． ．．

、

、

现在。由乎辩学逐渐普及，此错只存在嬲头上，不褥付诸实

行。， ·

， ，

，耕种时序 旧时农业作物以种一季稻为主．耕作时序惯例

为。惊蛰开犁，清明泡种，谷雨落泥(播种)，立夏撼秧，立秋

牙镰。秋种作物为七(冀>豌(耍)，八《舞)蚕(豆)。丸(月)

油C菜)，十(月)麦．今以双季稻为主，．攀节有所提前．人民

公社时期，集体生产，有。不下春分种，不搔五一秧”之说．。；
-’ 溺乡廷‘佟诲拢诗为瀵入陈乐毙所写，爱浃了当时溺乡藩楚

一般风俗习惯．：．j， ’，·．
． “．

‘ 。

脱祷不须扰，寿谷不须喜。为农兼业渔。终年住煅水。

此言溺乡羼琵习惯与承打交道，农盈不可嚣。必兼潍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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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姑入厨下，小姑屯门侧．老妇当场守。新收十斛麦．

此青妇女承担家务及农业劳动．

春阴饼：种瓜．春晴休采茶．留取纤纤手，终朝长绩麻．

此言妇女以绩麻为主．麻可制衣，更可织网罾之用．

岁岁插沏田．见禾未见谷．昨夜没堤鹏，今晨浸牛肚．

此言年年水涝失收．

水涨富家扰．水退贫儿乐．湖西千顷肥，．何如一网泊．

、 此言湖田虽肥，不及捞鱼生活有保障：而地主深感水涝

失收．便无租可此担扰． ，

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大力兴修水利，早涝保收，湖区已成为

名符其实的“鱼米之乡”。 ，，
·

·打春牛汉寿县农村于立春之日，用五色纸扎成牛，用绸缎

结花．戴于牛头上．清晨．由长者带领?壮年男子抬着，妇女随

后．小孩手执柳枝，作赶牛状，称为“打春牛。．至田野，由长

者执鞭抽春牛，并念颂词t 。一打风调雨顺，二打地肥土沃，三

打三阳开泰，四打四季平安，五打五谷丰登，六打六畜兴旺”．

打毕，抬春午沿地垄田塔缓行一周。将春牛置于地上，长者用锹

向正南方向掀土三次，以示该年农事活动开始，随之将所扎之牛

焚化．’+ ．，

。

、 一． ．

按北宋时，立春日扮春官，穿袍戴纱帽，牵着涂上五色之牛

随处报春，以鞭打牛背，称为“打春”．汉寿县等地之“打春

牛”．或许从此俗变异而来．民国以来，此俗逐渐淡化，今不复

存． t·

’

．一，

． 播种种谷落泥，选择在丁日．即丁丑．丁卯．丁巳、，丁

末．丁酉、丁亥中的任何一日均可；以示。人丁兴旺”．撒播

前，人在田垄上放鞭炮。吓退鸟雀；插三柱香，象征三簇箭．中

柱竖插。上射飞鸟，两旁斛插，以射虫鼠，随后在秧田中插杨

柳一枝，表示严禁鸡鸭F田并祈求秧苗如杨柳之容易生长．·石门

县农村在撒种后．秧Itt四周用石灰划一圆圈，扎一毛人置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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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谷芽粑耙祭毛人．今废． ，，

。杨公忌”日不宜播种，五月五日为。正杨公忌”日。诸事不宜，

更不宜播种．按其说相传起予宋术士杨救贫．从正月十三日起，每

隔28天为一个杨公忌．即正月十三，二月十一，’三月初九．四

月初七，五月初五，六月初三，七月初一，八月二十八。九月二

十六。十月二十四，冬月二十二日，腊月二十日．此俗今已摒弃．

．播种芝麻要穿长裤，·认为可以齐虢结荚．播种荞麦宜择燥

土，俗云。。莽麦瞩干窝．。播种者不得与旁人高声说话，．以免

遭到鸟雀啄食．

开秧门下田扯秧要举行。开秧门．，’仪式．届时，大家集于

田垄，敲锣打鼓，烧香，放鞭炮，首先由长者先将一束芭茅插予

田中央，又在其周围插种九燕．．咚后大家纷纷下田，各个扯秧一

束，在腿上反复擦拭。相传以防。压骨病”．每人拔秧一百个，

先足数者捧着稀泥糊于他人脸上取乐．此俗盛行于清代，民国时

期逐渐淡化．今巳泯． ．_

。 插秧插秧手无论多少，往往同插一块田(以期同时成熟)。

每人一厢五蔸，由左向右一字排开．于是，一场紧张的竞赛开

始．当快手先于上手的人插完一厢，便取得胜利，即把上手的人

关住，称为。关猫儿”或“坐牢”，坐牢的入被入笑话．此俗今

尚存．
’

路边一厢秧往往选高手插，因近田塍犁耙难到．田泥不活，

比较难插，俗称4背毛堰塍”，主人要请插此厢者坐上席，并筛

蛋茶．桃源县农村插秧时，戚友特送红布一足，上书。风调雨

顺．五谷丰登’，字样，挂于田间。，以示庆贺．

插秧唱歌插秧时有的雇请歌手二人，在田垄间一人打鼓．

一人敲锣．对唱春歌．一般先嗝请神一类的歌，祈求保佑丰收．

接着唱‘保收歌》、《上安化》等民间曲调．其中穿插一些脱口

而出的歌词，以恭维主人．插秧手边听边插，不感疲劳．

明朝时．安乡县亦有击鼓插秧的习俗．洪武年间，安乡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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