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岁≮
朝
文
化
丛
朽

丛
书
主
编

陈
安
吉

’=S

∞

鬻&减誉

／

—————一
003692

曼

随俗
张
承
由
刁R

著



@六朝文化丛书

④丛书主编陈安吉

@张承宗著

④南京出版社

A弓；斗叶

—L

／、

朝
民
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朝民俗／张承宗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2

(Tk朝文化丛书／陈安吉主编)
ISBN 7—80614—709—8

I．六⋯Ⅱ．张⋯Ⅲ．风俗习惯一研究一中国一
六朝时代Ⅳ．K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49502号

六朝文化丛书

六朝民俗
张承宗著

*

南京出版社出版
(南京市北京东路41号 邮编210008)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丹阳教育印刷厂印刷
*

开本890×1240毫米1／32 印张13．5字数330千
2002年9月第1版200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

ISBN 7—806】4—709—8

K·65 定价：24．oo元



；
墨

薹
董
_：：

<六朝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任委员张耀华

副主任委员 陈安吉许辉吴丐旺周顺生

编委会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许辉邱敏李天石吴功正

陈安吉陈梦娟 肖泽民张耀华

周顺生袁相碗梁白泉蒋赞初

主

薛金鏊

编 陈安吉

：，{，．1

。．tJ--}0酷二r，



丛书总序

张耀华
1 ．

二

‘

二
．

- ’

自公元229年吴王孙权称帝开始，至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

中国止，这段时期里，先后有孙吴、东晋、(刘)宋、(萧)齐、(萧)梁、

陈六个王朝在南京(孙吴时称建业，东晋南朝时称建康)建都。历

史上，习惯将这六个王朝统称为六朝。

． 六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动荡、分裂的乱世。六朝之前，中国

处于两汉(西汉、东汉)王朝时期。在两汉四百多年的历史中，绝

大部分时期中国是一个统一、强盛的国家。从东汉末年开始，由

于内部、外部各种社会矛盾的积聚，国家陷入了长达三百多年的

动荡、分裂局面。最初是农民起义、豪强割据，不久形成曹魏、蜀

汉、孙吴三国鼎立之势。接着是西晋王朝的短暂统一(公元

280一316年，共37年)。西晋以后的长时期里，中国仍然是动

荡、分裂的状态：中原士族逃奔江南，在中国南方建立了东晋王

朝，以后相继演变为南朝宋、齐、梁、陈四个王朝；东晋时期，中国

黄河流域广大地区由几个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十几个政权；南朝

时期，北朝也先后有几个王朝更迭。 ．

、

六朝虽然是偏安王朝，然而它却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过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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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贡献。这种贡献首先表现在经济方面。六朝的存在对中国

南方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东汉末年中原及江淮间

大量流民逃入荆扬二州，西晋末年黄河流域汉族人又大量南迁，

不仅为南方带来了众多的劳动力，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当时北方比

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十分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东晋南朝立国的

近三百年问，除梁末大乱外，其余战乱都是局部的、短期的，破坏

性不太严重，社会大体上处在安定状态中，使南方经济的发展获

得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在东晋南朝时期，长江流域乃至闽江流

域、珠江流域开发出来了，一向落后的南方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和

提高，长江流域发展成为与黄河流域并立的又一个主要经济基

地。隋唐时期的经济繁荣就是在南北这两个主要经济基地的基

础上产生的。
’

六朝对中国历史的贡献，突出表现在文化方面。西晋末年以

后，当时落后的北方少数民族大量内迁，在黄河流域相继建立政

权，连年征战不息，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华夏文明的生存和发

展构成严重威胁。东晋南朝的存在，大批中原人士的南迁，使华

夏文明的中心转移到了南方，度过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得以传承

和发展。黄河流域的文化移植到长江流域，不仅保存了华夏文化

的优秀遗产，而且有极大的发展。造成这种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长江流域经济的开发，使得享受特权的士族和贵族，得到了充

裕的物质供养，过着富裕安闲的生活，有余力来从事文化事业；东

汉末年以后，封建专制统治有所削弱，给六朝时期思想文化界的

空前活跃创造了条件I南方秀美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南方原有地

域文化，也为传统的华夏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著名历史

学家范文澜先生说过：“东晋南朝在文化上的成就是划时代的。”

事实的确如此。魏晋时期，玄学清谈盛行，两汉以来日益僵化的

经学被赋予新的解释，大大刺激了哲学的发展。佛教广泛流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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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思想界和整个学术文化以深刻的影响，玄学、儒学、道教在佛教

的影响下都呈现出新的局面。史学在六朝时期形成为中国学术

文化体系中独立的学科。论及文学，六朝的成就更是硕果累累。

书法、绘画、雕塑、建筑艺术等也是精品迭出，群星灿烂。六朝科

学技术的成就，是中国科技史上光辉的一页。范文澜先生对六朝

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贡献作过中肯的评价，他指出：“中国

古文化极盛时期，首推汉唐两朝，南朝却是继汉开唐的转化时期。

唐朝文化上的成就，大体是南朝文化的更高发展。”一．。

为了继承六朝文化这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以便为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很有必要对六朝文化作深入地研

究，并在此基础上作好普及工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以往学术

界对六朝文化的研究确实作了不少工作，出了许许多多的成果：

但是，研究工作发展得还不平衡。一是总体上研究魏晋南北朝的

论著多，专门研究六朝的偏少；二是对六朝时期文学方面研究得

较多，而全面深入地研究六朝文化各个方面的论著偏少；三是纯

学术的研究专著相对较多，面向非专业人员的、雅俗共赏的论著

较少，全面系统、深入浅出地评介六朝文化的书十分罕见。这种

情况表明，六朝文化的研究工作还有许多事情可做。六朝都城在

南京，六朝的王畿区在江苏。江苏学人、南京学人全面深入地开

展六朝文化研究，是义不容辞的、责无旁贷的。有鉴于此，江苏省

炎黄文化研究会和南京六朝文化研究会确定联合组织编辑一套

{：六朝文化丛书》，以便为六朝文化的研究、六朝文化知识的普及

尽一份绵薄之力。 +√
．，

。
‘

《六朝文化丛书》，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邓小平理

论、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力求全方位、多视

角地展示六朝文化的深层内涵和丰富魅力。丛书的主要阅读对

象为广大知识分子、各级党政干部。丛书编辑委员会要求丛书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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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著者，在撰著时注意力求交

磐的兰乏 雕更缨吾亩ff^和，

4

系：一是继承与创

的优秀成果，又要

力求有新的体系、新的视角、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方法，总

之，要体现学术上的创新精神。二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这套丛

书肩负着普及六朝文化知识和提高六朝文化研究学术水平的双

重任务。要努力做到在普及六朝文化知识的基础上讲学术价值，

把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知识传播给人民群众。丛书的每一种都应

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三是精华与糟粕的关系。六朝文

化同其他传统文化一样，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应该重点帮助读

者了解其精华，同时也要适当指明糟粕之所在，努力体现“代表中

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要求。四是南方和北方的关系。六朝

是当时中国的南方政权。六朝文化主要是讲那一段时期的南方

文化。但是，南方、北方都是我国不可截然分割的组成部分。当

时南北文化交往呈现一种十分复杂的局面。在撰著书稿时应当

注意处理好这种复杂的关系。五是全局与局部的关系。要处理

好都城与其他地区的关系，放眼当时六朝政权管辖的整个江南地

区，不能只是着眼六朝都城及其附近地区的文化。要把六朝文化

当作整个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的一段，与汉唐文化前后关照，以

清楚六朝文化的来龙去脉。丛书的每一册要选准自己论述的角

度和重点，尽可能避免与其他各册的不必要重复。

丛书拟先出10种，其选题是：《六朝文化概论》、《六朝文

学》、《六朝艺术》、《六朝史学》、《六朝宗教》、《六朝经学与玄学》、

《六朝科技》、《六朝民俗》、《六朝文物》、《六朝都城》。经过了一年

的努力，现在丛书有几种已经交付印刷，另外几种正在抓紧撰著，

不久将可面世。从已经付印的几本书稿来看，基本达到了编委会

提出的要求。丛书各册的作者都是学有专长、学识渊博的专家、

学者，其中有著述成果累累、在国内外享有相当名望的资深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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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虽然他们有的工作极其

繁忙，有的年事已高，但都是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来对待书稿，克服种种困难，爬罗剔抉，精思细虑，斟酌推敲，数易

其稿。即使是一处引文、一张图片，也毫不马虎。为使读者能顺

利地阅读丛书，许多作者在通俗表达方面下了许多工夫。在此，

我代表编委会向各位作者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谢意。丛书的主编

也为丛书的问世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尽了自己的职责。编委会的

全体成员以及南京出版社的同志，都为丛书的出版作出了努力。

我向上述同志以及一切为丛书编撰、出版作过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致以谢忱!

我们组织编撰这样的丛书是第一次，经验不足。书稿的学术

观点，一般尊重作者的意见。各书的表达风格也不强求统一．我

们的编辑工作肯定会有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欢迎读者方家提出

宝贵意见。

2002年8月15日于南京

(作者系江苏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

， 《六朝文化丛书》编委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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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狭义的“六朝"与广义的“六朝" ．

●

1989年春夏之交，我与同事们合作编写的<六朝史>一书完成

并交付给江苏古籍出版社后，恰好吴泽师来苏州度假讲学，我将复

印的副本送老师审读并请他撰写序言。吴老在苏州逗留期间来不

及读完全部内容，又将复印件全部带到上海认真研读，然后亲自动

手，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在序言的第一段，他开宗明义指出：

六朝史，即东昊、东晋、宋、齐、梁、陈的历史，是魏晋南北

朝史的一部分．从中国通史的角度来说，魏晋南北朝史是一

部断代史I而对于魏晋南北朝史言，六朝吏则是一部专注于南

方地区的区域性断代史。因此，这部历史有它自身的特点。

·当然，我们不能孤立地来看六朝史，应该把它放在整个魏晋南

北朝史的框架中去研究。事实上，南方地区不仅有其自身的

政治、经济，文化特点，而且由于大量移植，吸收了中原文化，

长时间是在南北文化融合中向前发展的。① ．

①张承宗、田泽疾，何蒙曷主墙：‘六朝支>，扭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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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序言的第五殷

作，说：

掩卷而思，我

体例上是一种开奄

史，事实上还包括

东晋、南朝为正统

相当于我们今天廖

世纪的历史独立扁

专门著作，至今所

对三至六世纪南另

拓性的工作。①

十余年来，我反复

究，必须把狭义的“六朝

不断深化，推陈出新。

从魏晋南北朝史i

的《建康实录》，是第一

宋史家张敦颐的《六朝

中心的私家史地专著

古迹的兴废演变言之

围山川、城阙、楼台、号

详细记述，从而弥补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E

2 ①张承宗、田泽滨、何荣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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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带的史学工作者对六朝的研究逐步加强，涌现出一批专

注于南方地区的六朝研究专著。按出版先后排列，主要有：王

志邦著<六朝江东史论>，张承宗、田泽滨、何荣昌主编<六朝

史>，吴功正著<六朝园林>，卞敏著<六朝人生哲学>，孙述圻著

<六朝思想史>，许辉、蒋福亚主编《六朝经济史>，简修炜、庄辉

明、章义和著<六朝史稿>，吴功正著<六朝美学史>，罗宗真著

<六朝考古>，梁白泉、卢海鸣主编《南京的六朝石刻>，李蔚然著

<南京六朝墓葬的发现与研究>，胡阿祥著<六朝疆域与政区研

究>，许辉、邱敏、胡阿祥主编《六朝文化>。目前，江苏省炎黄文

化研究会和南京六朝文化研究会、南京出版社联合组织编写出

版一套《六朝文化丛书>，将对六朝文化作全方位、多视角的展

示，并兼顾学术研究与知识普及。这项文化建设系统工程的完

成，对江苏建设文化大省将是一个有力的推动。笔者有幸应邀

参加这套丛书中<六朝民俗>的编写，深感欣慰。

广义的。六朝”研究，应该说是由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开创的。

<通鉴>是一部大型的编年体通史，编纂者在“汉纪”与“隋纪”之间，

设“魏纪”、。晋纪”、。宋纪”、。齐纪”、“梁纪99,tl k‘陈纪”。用六个朝代的

纪年来包举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对正史及正史以外的各种纷繁杂

乱的史料第一次作了系统的清理，从而形成了广义的“六朝”概念，

使这一时期的历史首尾相呼，南北对应，浑然一体。这对促进中华

民族的融合与统一，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在整部《通鉴：》中，广义

的六朝史的比例，占全书的37％左右，从而改变了魏晋南北朝的历

史受冷落而被忽视的地位，并引起后来史家的广泛重视，普遍认为

这一时期的历史是上继秦汉、下启隋唐，反映天下大势发展变化的

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史学大9币陈寅恪先生的率先示范下，以这一时期不同的种族、家

族、地域、文化为背景的社会集团为主要考察对象，从中发现历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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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与推移，并以之解释各种纷繁的历史现象与典章制度的渊

源变化①，在史学界蔚然成风，从而促使人们以更广阔的视野来审

视六朝的历史。因此，从广义的角度来研究六朝史，仍然是目前我

国史学界的一种普遍风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熊德基著<六朝史考实>、朱大渭著《六朝史论>、刘驰著<六朝士族

探析>，都是采用广义的六朝概念。

笔者自20世纪90年代初《六朝史》问世后，逐步由狭义的“六

朝”研究转向广义的“六朝”研究。在学术界朋友的鼓励下，在学生

与同事的合作下，我先后参加了<长江文化史>、<黄河文化史>、<南

朝五史辞典>、<中国风俗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的编写工作，并力

求做到宏观与微观、文献与考古、通史与断代、提高与普及相结合。

这次参加<六朝民俗>的编写，又从广义的“六朝”回到狭义的“六

朝”，看起来似乎是循环往复，实际上却是一个不断探索、迂回前进

的过程。今后，这种南北交叉、局部与全局互有侧重的研究方式可

能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二、民俗、礼俗与风俗

民俗、礼俗与风俗是三个含义相近而又不尽相同的概念②。大

致说来，民俗是指民众的风俗习惯。<说文>云：“俗，习也。从人，

谷声。”段玉裁注：“以双声为训。习者，数飞也。引申之，凡相效谓

之习。”《周礼·地官·大司徒》日：“以俗教民，则民不愉。”郑康成

注：“俗，谓土地所生习也；愉，谓朝不谋夕。”贾公彦疏：“俗，谓人之

①参阅田余庆先生在中图魏-t南北朝吏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魏晋南北朝史

研究的后顾与前瞻》，栽《泰汉魏昔史探微'，中年书局1993年版，第389～394页。

②参阅宋兆辟《中国风俗通史·原始社套豢》导言，上海文艺出蕨社2001年版，
4 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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