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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风俗志》将杀青，·‘嘱余为序，乃欣然承诺，以我国地方

风俗志又多一书也。风俗为传统文化现象，何谓文化，是人类社会创

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富的总称，风俗正好体现一地的传统文化特色者

也。’故志书必有风俗二志焉0《晏子春秋》云； 。百里不同风，千

里不同俗”一9。-正指此也。夫风俗非一朝一夕可成，是一种文化淀

积，约定俗成，’余当谓风俗乃社会不成文法也，1。贤者不免，即以此

故。法律不能治之，伦理道德可治之，故权威无尚。故《太史公自

‘序》云：1。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于己然之后”，者也。礼，风俗之

正者也。《周礼》云： “礼，履也，因人所践履，，定其法式，大而

冠婚丧祭，小而视听言动，皆有其节文也一。故提出。礼俗以驭其

民”。应劭《风俗通义》更说得清楚，序言即说： 。为政之要，辩

风正俗最其上也”。《礼记·曲礼上》称： 。入境而问禁，入国而

问俗”o可见风俗各地不同，才有此举，．经济活动亦受风俗支配，’

《庄子·逍遥篇》称： 。宋人资章甫适诸越，越人短发文身，无所

用之o?《史记·货殖列传》即以风俗为标准划分我国经济区划，

如称京师西安为。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

事末也一，7这和佛山市有相似之处，说南方则-地热饶食，‘无饥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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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惠，以故皆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o” (同上)即由地理环境特

点，说到人民风俗概要了。从这些例子，可知风俗形成，一为地理

环境影响，二为社会环境的影响。风俗起于地理，而成于人文，如

佛山除夕花市，百花争妍，故能成市，为北国所无，这就是因为佛

山在北回归线以南(23。北纬)，已入热带，地无冬季，秋去春来，

故秋菊与春桃并放，余少时游于升平路花市，子夜之后，即可拾回

不少。此俗即因地理环境特有而产生。但成市却在清代、明代未载，

故此俗亦成于人文因素，即佛山在咸丰至光绪年代(1 85 1～1 875

年)商业发达的结果，因花市中水仙来自漳州，牡丹来自山东、河

南，催花技术要高故也o《汉书·地理志》云： 。凡民函王常之

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

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风俗含义包括了由自

然地理影响下成立之“风一和人文因素影响下成立之“俗糟，合为

一体。因之，风俗志之内容应包括三大部分：一为与自然地理关系

密切的衣、食、住、行、用方面的风俗，二为社会组织结构方面的

风俗，三为思想、信仰和哲学方面的风俗，这和马列主义的观点是

相一致的，故用为指导思想焉o

《佛山市风俗志》今分为六章，加以论述，词简意深，行文流

畅，虽非一字不易之作，但文体精练，插图精美，可见诸子用心之

勤，。可喜之作也。开卷有益，尽合余之心态，如更新旧思想，学到

新东西，诸子之学得以教我，余深感谢焉，是为序。

曾昭璇

1992年夏广州

注：曾昭璇是全国政协委员(6届)、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中山大学人类系教授

(客座)，中国民俗学会理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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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编写、加工、印制，《佛山市风俗志》终于与

广大读者见面了。我们真的希望能把佛山这块土地所特有的美，通过

志书使人们在这块天地里纵横驰聘，尽兴地领略佛山的风情。让那

一把土、一瓢水。一丝风、一段故事、一曲民谣、一座寺庙和一串

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唤起我们对这块热土的眷恋。

．佛山，位于广东省中南部，处于珠江三角洲腹部，气候温和，

土地肥美，物产丰盛，工商业繁荣，交通发达，被人称为古之名

镇，今之名城，是一座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的古镇。早在秦汉年

问，已是颇具规模的农渔村落。两晋期间，现域区属南海县地，称

季华乡·相传东晋隆安二年(398年)，有厕宾国(现克什米尔)僧人

达毗耶合在塔坡岗搭寮传教，后该僧返国。唐朝贞观二年(628年)，乡

人在那里掘得铜佛像三尊，认为这是佛家之地，遂名佛山，就地建了

一寺，名叫塔坡寺，安放三尊佛像在寺内供奉，并在寺前立有。佛

山一两字的石榜。从此，季华乡改为佛山。佛山逐渐成为珠江三角

洲的宗教中心，故又称。禅城”o

佛山人用勤劳和智慧创造光辉的历史，佛山风俗是人们千百年

来相沿积聚而成，极为瑰丽多姿。由于历史的迁徒、朝代更迭．战



争和移民等因素，形成了佛山人对过去岁时、节令，信仰．娱乐和人

生礼仪习俗具有鲜明特色的传统。这些一经形成便渗透到人们生活

中并染习传承、世代因袭的事象，现在我们将它编纂成书的目的就是

要对现存的风俗进行摒除陋俗，移风易俗，发扬良风，改造社会。

我们的主观愿望是，力求将志书编纂得完美些，以此较系

统地介绍佛山的风土人情，展现一幅绚丽多采的民俗画卷。对于

遗存在人世间诸如信仰崇拜、祭祀占卜、神诞等方面的陋俗，

今天看来，很多具有明显的封建迷信、落后意识，但都有着其发

生、发展与消亡的历史过程，大多仍予收录，但均在求实，不在求全，

更不加评说，旨在提供研究参考。但以发扬新风尚，摒除旧陋俗，移

风易俗，并以日益发展着的社会主义新风貌作为选题取舍的依据。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走访年近花甲、有的年已古稀的老佛山，

请一些老行专来开座谈会，进行查核、考证、甄别。周业麟、黎淑

等同志做了较多的校正工作，区瑞芝老人提供了可贵的史料，林明

体同志对志书作了补充和梳理。在此表示真诚谢意。

《佛山市风俗志》的问世，希望它不仅可供阅读欣赏，还可作

为有关专家学者难得的参考研究资料。由于我们的水平和掌握的资

料有限，-书中的疏漏、谬误之处，敬祈同行们和专家们不吝赐教。

编 者

l 992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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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山市风俗志》记述范围是原佛山市，即现今市区(城

区和石湾区)t y·不舍属下各市，一县‘∥⋯一‘⋯ 一·一4．

一二，本志记述的时间上限不等，大多上溯至清代，下限基本至

1 992年。 。

t，⋯⋯⋯⋯⋯●。l·， ‘t ‘‘‘●{● ⋯4‘。。

三、本志中所称的爿建国前(后)一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后)口

四、本志资料主要来自我市档案馆藏，同时向社会各界人士征

集，均已核过，故不一一注明出处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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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衣，食、7住、行、乐

清末，佛山的名门望族、书香世家的衣服多以绫罗绸缎为料。男

人身穿长衫、马褂，头留长辫，戴瓜形帽，脚着朝靴或布鞋。买办阶

层、华侨子弟或开明人士以及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的男人，多穿洋

布料西装、革履，大分头是当时时髦男士的标志，有的还戴金丝眼

镜，袋金链怀表，个别的甚至仿照外国绅士出入手拿一士的劳(即

手杖)，头戴绅士帽或白色通帽。女人一般穿珠绣旗袍，老成守旧

的穿大襟衫裤，年青新潮的穿西式礼服：家居便服，男人多穿对胸

唐装衫裤。富人多用铜质花纹纽，平民多用布结纽。女人穿大襟衫

裤。富家妇女还在衣领上开襟边及袖口等处饰以刺绣或珠绣。首饰

有金簪、银簪或玉簪及珠坠和金银耳环。一般平民多购戴佛山镇朱

义盛制造的以铜、银为料，外面镀金的首饰。手饰以玉镯为多。富

家安人(老奶奶)，太太，小姐穿弓鞋，鞋上绣花，有的还缀上珍

珠之类的贵重饰物。大家闺秀多缠足， 一三寸金莲四寸腰”被看作

一 影



是当时妇女的标准美。南海康有为曾倡导并组织。禁止缠足会。，

还妇女以天足，起到了一定的社会效应。

辛亥革命后，男人穿西装日多，政府要员、新潮学子以至

体面商人，：均多穿西装。．西．装面籽有高、咿、+低稽之分。学

者、一般商人爱穿素色长衫，头戴毡帽。夏天，富人穿黑胶绸料的

短衫裤。平民常赤膊、光脚，穿一条唐装短裤(牛头裤)，晚上穿木

屐。木屐有白．木素面屐与蒜花屐两-

种(图I)，且男女有别。公务人员多

穿中山装；小学生穿校服，后来成

立童子军(民国时期少年学生的组

织)，童子军装成了中小学生普遍穿

着的服装；。大家闺秀多穿旗袍，末

圈
I

漆
花
屐

婚女子留长辫，已婚妇女盘髻环，首饰基本同清末那样。平民多留陆

军装，新潮女子多剪短发，年青妇女渐兴电发。富家妇女胭脂水粉淡

化妆，一般妇女爱用带胶的。刨花”梳头发，以使头发更加乌黑发

亮。民国以后，妇女缠足的日渐减少。

建国初，男人除穿民国时期人们喜穿的中山装外， 多穿列宁

装、军千袭，头戴同志帽(仿军帽)，脚穿船蔚鞋。唐装衫裤多被

夏威夷恤和西服所取代。姑娘们穿花布衫，也有穿中山装、军干

装、列宁装或外套的。有的年青女人还喜欢穿无袖上衣和短裤。

1959年起我国遇到了三年经济困难，布料定量供应，以穿着缝补衣

服为美德，服饰没有什么变化。 “文化大革命”期间，青年人喜欢

穿军装}穿花衣服戴首饰被说成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牛

仔裤、喇叭裤被说成是奇装异服。人们普遍穿着蓝色或灰色的军干

一



。装，，以及由军干装稍加改变样式的文装及青年装，．其中以艳蓝(即

北京蓝)最为时若；六七十年代佛山人仍爱穿以香云纱为料的衣

服，’以后香云纱被涤棉或涤纶布料(俗称的确凉)所取代。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蔚政策后，人们的穿戴起了很大的变化，

先是穿尼龙衣服，后是穿以丝绸缎锦、化纤、棉涤，麻涤、丝涤等

为料的服装。在款式上；西装、套装、牛仔衫裤、猎装、运动装、

’机恤等层出不穷。人们随意地选购、缝制自己中意的各种不同

质料、款式和颜色的服装。有的还分日装和晚装。电发流行i：发型也

越来越讲究美观和多样化口妇女根据自己的脸型请发型师设计相

称好看的长发、、，短发、，扎辫或盘髻。有的还根据不同场合、不同

季节变换发型。如果参加喜宴，更讲究穿着打扮的配套，，发型、．服

．装√鞋袜、手表、真金首饰、手提袋、钱包，要求综合配套，和谐

‘高雅。学生多留短发或马尾辫：鞋的种类繁多，．春夏秋冬款式各不

相同。首饰更是多式多样，。除金，银，玉器、珍珠等之外j还有大量

的以各种材料做的首饰，应有尽有。穿金戴银、讲求服饰美已成为

风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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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0．佛山人饮食≯．不但讲究色。香，味，而且注重温、+恭滋补等

‘对身体健康的价值。平时一日三餐的菜食主要有鱼肉、 蛋品、．油

脂，蔬菜、瓜果、调味等6类原料，配制成上百种不同风味的菜

肴。

建国前，佛山富贵人家，常吃山珍：果子狸、穿山甲、山瑞、



鹧鸪、鲍鱼、海参、鱼翅、燕窝，江瑶柱、明虾、肉蟹，鲈鱼、大鳝、海

禽马鲛、鲳等等海味，还有颇具地方特色的三蛇羹，龙虎会(蛇、猫

肉)、禾花雀等；最为丰盛的是“九大簋斗(簋音鬼，盛食物的器

具，圆口、两耳)，后来菜肴更丰盛，不限于九大簋了。

中等人家常吃的菜谱主要有时菜炒猪、牛肉，鱼、蛋等，摆筵席

时大多有烧猪肉、白切鸡、烧鸭(俗称三碗硬)、炒鲍鱼、虾米粉

丝、炒杂、炒肉丁等。

贫苦人家日常佐膳的多是咸鱼、咸菜、豉油仁稔、面豉酱或

蒸鱼骨。有到酒楼荼室门口买两三个铜钱的菜脚(宴会吃剩的残

羹剩菜倒在一起的大杂烩)。有的靠吃净饭、蕃薯饭、稀粥和野

菜充饥。

佛山人很早便有饮早茶>---j惯，以手工业工人(俗称手作仔)居

多。上工前；’到茶居(茶酒楼)来个。一盅两件一(即泡一盅荼吃

两件点心)，与荼友谈天；商人也爱上茶居饮早茶，并借以探行

情、交朋友、谈生意(图2)。街边早点以油条、成煎饼、伦教糕、猪肠

粉、白果腐竹粥为主。甜品有芝麻糊、绿豆沙、杏仁糊，汤圆，蕃薯

糖之类。凉茶是佛山人的保健饮料，王老吉，百草凉茶等是人们最爱

饮的凉茶。酸瓜菜是佛山很具特色的街边小食，人们花上一两个铜

钱，便可吃上又酸又辣又脆的酸芥菜、酸萝卜、酸辣椒之类。佛山著名

食品有膏合记盲公饼一、 一三品楼柱侯鸡一， 群得心斋驻扎猪蹄一

等。。



建国后，党和政

府提倡勤俭节约，人

们已养成了艰苦朴

素、勤俭持家的风

尚。劳动人民一般以

猪肉、鱼肉、瓜菜为主

食谱。1959年，国家 图2茶楼早茶市

经济困难，鲜鱼、猪肉、三乌、蛋品凭票定量供应，平时佐餐多以青

菜为主。此时集体食堂吃双蒸饭，酒楼甚至制作蕃薯宴。最困难时

有人吃小球藻等做的饼。1962年后，国民经济日渐好转。

1965年自由市场(农贸市场)出售食物多了，价钱近于牌价，人

们餐桌上又常出现鸡、鸭、鹅、猪、牛、鱼、蛋等食品了。 。文

化大革命”期间，自由市场关闭，家庭副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

巴”割掉，农副产品少了，人们的食谱又单调起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多了，

食物日渐丰富。中、西式餐厅、酒楼、大排档遍布市内各条街道。

海鲜山珍，各色美点应有尽有。有些人设宴请客，一桌(十人共

食)要花一千几百元也不计较。饮茶不但有传统的早茶，而且增设

了下午茶和晚茶。到茶楼酒店去饮早茶的人除了退休老人外，还有

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等。青年人喜欢过夜生活，饮夜茶、跳舞，宵

夜已很普遍。不但有高档食品，更有炒田螺、石螺等佛山人喜爱的

风味小食。过去不能上筵席的菜蔬，如菜蕊、生菜、小芥菜、通

菜、成鱼矮瓜煲、荷兰豆苗和蕃薯叶等也成了美味的菜，今天也登上

大酒家大饭店，颇受人们欢迎。



第三节居住

佛山是座古城，有千多年的历史，除土著居民外，从外地迁来定

居的居民占多。他们都喜欢聚族而居，豪门望族的住地，多以姓氏作

区别而冠以街里名称，如东头冼氏、居仁里区家庄、市东路叶家庄、

金鱼塘陈家庄等，形成庄园式的建筑群，成为佛山民居一大特色。

建筑群由一座用以祭祀祖先的祠堂．一座厅堂，数座格式一致的

。三问两廊式”房屋组成。一些较大的族姓住处还建有园林庭院，

如明清时期的东林、鹤园，十二石斋，群星草堂等四大园林。今松

风路的“梁园”原是望族梁姓群墨草堂旧址。(图3)

普通人家住的是简单的平面

作矩形

墙，不

上方开

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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