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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较系统地收集整理了遂昌民间历代相沿、积久而成的风尚。而

且为研究者提供了较翔实的资料。应该说，<遂昌民俗志)有其自

身的价值。

乔野先生参与过<遂昌县志>的编纂工作。主编过<遂昌民政

志>，还编过<浙江永新厂志>、<遂昌灾异简志)、<石仓村志>，与

我可说是修志同行，但对民俗的研究我远不及他深。

粗读<遂昌民俗志)，觉得它体例完备，内容丰厚，文字清通，

详略得体。更可贵的是志中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务求

资料与观点的相统一，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力图详今明古，纪

实存真．良风美俗，劣俗陋习兼收并记．以俾后者稽鉴。

<汉书·地理志>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

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

欲。故谓之俗”。民俗，即民间历代相传积久成习的风尚、习俗。

—个地方的民俗就是一个地方特定的社会共同体普遍公认的，

积久成习的各种行为方式的总和。民俗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

它有生产导向、商品纽带、生活调适、人际协调、群众凝聚、宣传

教育、文体娱乐、文化传播等诸多社会功能。对地方为政者来

说．了解民俗。对制订政策，加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是

很有利的。

我相信(遂昌民俗志)的面世，对遂昌的两个文明建设必将

产生积极的影响。

叶兆雄2000年12月

于浙江丽水莲都

注：叶兆雄先生系浙江省地方志学会理事；丽水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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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昌民俗志卷首

凡 例

一、<遂昌民俗志>系统收集遂昌民间历代相沿、积

久而成的风尚，习俗资料，通过钩稽归纳，执简驭繁，综

合整理。辑汇成帙，是载录一方人民群众风俗习惯的专

志。

二、本志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运用资料，务求资

料与观点相统一。从中揭示习俗的发生、传承、发展、演

、 变的历史规律。“
·

， 三、本志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良风美俗、劣俗陋习

兼收并记。据事实书，力图详今明古、纪实存真o

．．、 四、本志参照<中国民俗和民俗学>有关民俗分类体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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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本地民俗特点，将散见民间的各种习俗以生产、

岁时、礼仪、乡里社会、传统德行、方言、文化娱乐、

信仰、禁总、陋习等方面分别统属，构成有机整体。

五、本志采用“两级分目体”，以类系事。目以类归。

全志首置概述，中列专志，后殿文丛。以文为主，辅以表

录。各卷之首，冠以小叙．略述其民俗的传承、流变。重

要民俗事象亦加案语。以彰明因果。

六、本志记述上限不求划一，下限截止于1999年。

志中所载的年代均为二十世纪；旧年号夹注公元纪年。

七、本志记时。公历皆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农历用汉

字书写。历史上的计量名称(含箩、石、担、斤)．历史地

名，历代币值。皆悉照原文，概不作注释、换算。

八、本志资料以采访为主。兼事收录本地地方文献

有关风俗载录及不同时期的有关“社会调查”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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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昌民俗志卷首

． 概 述

遂昌僻处浙江西南。武夷山系仙霞岭山脉自闽逶迤入境．

由西南向东北伸展，山势陡峻，切割较深。境内贵义岭、白马山、

风门山、牛头山诸座中山蟠结耸峙，水流四出。为钱塘江水系和

瓯江水系之分水岭。鸟瞰全境，峻岭亘绵，千峰凌霄，万壑争流。

气象雄伟。
‘

遂昌文化历史悠久。据三仁好川发掘的文物推断．在距今

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先人在这块土地上狩猎劳作、

生息繁衍。今遂昌境域，春秋时为越地；秦属会稽郡太末县地；

东汉建安二十三年(218)，孙吴分太末县南部地建遂昌县．是浙

江建置较早的县份之一。
。

千百年来，遂昌人民受山川灵气所钟毓，在生活、生产实践

中形成了“甘俭约而勤耕种，崇礼义而尚儒雅”和“淳朴、敦厚、易

治”的习惯风尚。遂昌人尚勤且俭、风淳民朴的习俗，历代志书

和文牍多有记述：

明·汤显祖云：“治在万山中，士民雅厚。既不习为吏．一意

劝安之．讼为希止。”

明·屠隆云：。邑在万山中．人境僻绝，士风淳美。”

明·万历<括苍汇纪>载：“俗惩汰侈，生事殊少，人文蔚起。礼

让成俗。” j

清·康熙<遂昌县志>载：“邑山稠田狭．民甘俭约而勤耕种。

崇礼义而尚儒雅。”又载：“野无旷土．市鲜游民，士敦廉节．民知

f
》



清·雍正(浙江通志>载：“遂昌山邑，读书之族，先后相望其

间．或以名节著，或以经学闻。在山泽有韬晦闻阎，有孝义。”

清·王f登云：“遂昌山邑也．深僻幽阻。不与外接，舟车不

通，四方宾客之所不届。然而岭嶂层叠，有险隘之固；峰岩秀耸，

有攀践之胜。其土物芳鲜腴润，其风俗节俭而淳谨。官于是者，

是风干惠爱之遗；生于是者，有渊粹隽杰之概。”

清·道光<遂昌县志)载：“遂俗崇礼、甘俭，不尚浮屠，从无女

僧。”又载：“遂介万山．人尚气节⋯⋯即饥寒切肤，不肯鬻其子

女。”和“民气刚以劲。”
‘

清·赵金简云：“俗丛礼让乐勤耕”、“衣冠能旧诗书气”

清·吴世涵云：“平昌在括苍．自古号易治。”

清·光绪<遂昌县志)载：“读书之家大半务农。”又载：“旧志

云。‘不尚浮屠’，至今渐弛矣。”

民国30年(1941)。遂昌县政府编的(礼俗篇>(稿)载：“遂昌

僻处山陬，交通阻塞，文化落后，风俗古朴，尚俭约而勤耕种，重

保守而少创造，是以一切礼制习俗墨守古代之遗风。”又载：“民

风淳朴。尚俭朴耐劳苦。仅九公源及龙泉、浦城毗连一带，民性

较为强悍。”

民国33年(1944)。<遂昌之司法)载：“遂昌地处山僻，古风

犹存．民多礼让，不轻启讼。” 、

遂昌的民风习俗，源远流长，于传承中变异亦繁。其基本特

征有：

一、勤俭耐劳

县人向以勤俭耐劳为荣。农民以耕种为生，深耕细作。珍惜

土地。农忙时，早出晚归．不误农时；农作之余，兼之百工艺业，

林作及其它副业，终年劳作不辍。工商者则各司其业，按部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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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事华饰。

最近古。”迨

有穿大襟窄

事铺张。民

县人穿着有

新”为尚。红

二、重耕尚文

县人素有“治本于农．务兹稼穑”的传统。旧时，农民安于陇

亩，视拥有的土地为“子孙田”。不会轻易变卖，并以“耕种”为久

远的事业，俗有“衙门钱一阵烟。生意钱在眼前。耕种田万万年”

之俚语。县人重耕种而不乏勤攻读，以“一耕二读”为时尚。学

品兼优者，或功成名就，或昭著史册。据史籍记载，遂昌自宋以

还，人文蔚起，代有精英。历久不衰。宋有龚原，“盖力学于耕桑

之下．自奋于韦布之中”，少师王安石，并尊其学。熙宁时曾助王

安石改革学校法。著有(易传>、<春秋解><论语·孟子解)。尹起

莘。学问赅博。隐居不仕。耕种之余，潜心研究古今治乱兴亡之

变，撰<资治通鉴纲目发明>凡五十九卷。元有尹廷高，曾掌教永

嘉，复任处州路儒学教授，秩满归隐，以诗酒自娱。著有诗集<玉

井樵唱>，其诗思清隽，不染俗气。郑元祜，幼颖悟于书无所不

读，十五岁能诗赋。至正间除平江路儒学教授，复擢江浙儒学提

举。著有<遂昌山人杂录>、<侨吴集>、<山居文集>等。时人评其

“文章滂沛豪宕，有古作者风，诗亦清俊苍古。”明有应梗。所著

<大明律释义>、<谳狱稿>是称诵一时的法学研究专著。包万有，

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其著作甚富．有<编年合录>、(五经同异)、

(1lt货录>等。清有毛桓、华伍、陆劝、吴世涵的诗文书画卓有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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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他们不仅在当时颇负时誉。而在中国文化史上也占有一定

的地位。清末有李元唐、周旭(女)等有志之士．大江歌罢。东渡

日本留学。李元唐在留日期间，结识孙中山，参加同盟会。投身

到推翻封建帝制的革命行列。正因尚儒雅的传统，为父母者“望

子成龙”之心，自然有之，即便是家境贫寒者，也要送子上学，使

其初通文墨。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日启，教育事业不断发展。

迨至七十年代，乡村中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民极为普遍。

城镇人的文化水平要高于农村。

三、热心公益

旧时，兴办义学。义诊施药，赈衣施粥，施棺收埋及创建育婴

堂，赞助宾兴等慈善事业。乐善好施者不乏其人；修桥、铺路、建

凉亭、置渡船之义举．经久不衰。时至今日．每当集资办公益事

业。扶残助疾，济困扶危，普遍得到社会各界关心支持，纷纷解囊

捐助，助人为乐蔚成风尚。

四、崇尚气节

旧志载：“遂介万山。人尚气节，盖禀山川之气。”特定的地理

环境，山川灵气造就了喜发愤图强，重民族大义。多尚气节的遂

昌人。人们在雅淳、敦实的性格背后，又不乏刚勇、坚韧。宋有

胡弦，为官刚直不阿。弹劾不避权臣，而称著于世。明有俞得济，

学识渊博。治事厚道，为官狱无冤滞．而深得民心。家境贫寒者，

亦有“穷硬”的骨气，俗有“人穷骨硬”和“硬气硬到底，麦出不吃

米”之民谣。不会轻易屈服于淫威和邪恶，更不屑沦为盗贼。每

当民族危难之时。则挺身而出．勇敢善斗，不惜牺牲，且富有反抗

压迫的传统。远在唐代，有卢约揭竿而起，响应黄巢农民起义，

于中和元年(881)．攻占处州．自领刺史。坚持斗争达28年之久。

元代。有周元觉、方友元聚众举事。反抗元朝的野蛮统治．波及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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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势不可遏。明代，有苏才、俞伯通聚众千人，响应福建沙县邓

茂七的佃夫倡义，威震闽浙。清光绪末年。有王金宝、官马德，秘

密组织“双龙会”，在革命党人陶成章、魏兰的策动下，聚众千人．

响应湖南华兴会义师；宣统二年(1910)有赖启华、黄樟法等。聚

集乡民数千人，涌入遂昌城，反对官吏士绅借推行“新政”为名，

向农民藉端诈勒。并捣毁学堂、监狱及巡警局，声势浩荡。震撼浙

江。历史上遂昌人民反抗封建暴政的斗争，此起彼伏。从未停止

过，虽未成功业，却严重动摇了腐朽没落的统治基础。影响久远。

1926年12月，中共党员唐公宪，受中共杭州地委的指派到

遂昌进行革命活动，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在遂昌县境内活动的序

幕。从此。许多仁人志士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

主义的反动统治，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有众多遂昌人民的优秀

儿女，为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身。正因传统所系。

关心民族命运．重民族大义之遗风，一直延续到当代。1950年

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为支援朝鲜人民抵御外来侵略。全县

有1．5万名群众踊跃报名参军．有1048名青年被批准加入中国

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有众多遂昌籍战士，载功荣归。1985

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有165名遂昌籍指战员参加了老山、者阴

山战斗。荣立战功45人，占参战人数27．3％。其中荣立一等功

2人，二等功3人。九十年代以来，遏制破坏社会治安犯罪的斗

争中．见义为勇者，屡见不鲜。

五、崇情尚礼

县人素重情谊，讲究礼节。凡婚姻、生育、求学、建屋、乔迁、

寿庆、丧葬等红白喜事均礼尚往来，不敢失当。若有财产争执及

其它纠纷，注重民间调解，以息争讼。乡曲之民以片纸不入衙门

为荣，俗有“一字入公门，千牛拖不出”和“人情常常在”之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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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江之上游。万山丛蔽。气候温和．土润物

境的优越，形成了安温饱，自足自乐的心

理。旧志载，遂昌“越在一隅，其地尤为僻，民之生其间者。安于

田里，不见外慕。”尤偏僻山区，山民“俗居岩谷，不轻去其乡”，讲 ·

实在，求安耽。固守家园的意识特别浓烈。流传着“青炭火，苞萝

保，皇帝老子不如我”的俗语。由于传统习俗的影响和自然经济

的制约，县人多满足于小农经济的生活方式，安于现状，不求向

外发展，恋乡土遂成俗尚。所以遂昌人做事业，远远不如外地人

开放、豁达。迨至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外向型经济的发

展。“走南闯北”从事商品流通领域及外出谋事者才日渐增多。

纵观遂昌民风习俗的古今，有诸多传统美德。也有不少陋习

劣俗，精芜并蓄，绵延流传，于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亦有嬗变。它

的发生、发展和变异，皆有渊源，都与人民的文化、生活息息相

关。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又不断移风易俗，彰好慎恶。以

光大传统。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普及，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

精神文明建设和新风良俗的倡导，古朴的民风习俗。将不断潜移

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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