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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述
， ：：

． ∥‘j．·．·．r

、’。．金华地区位于浙江西部j‘j匕连杭少1,1市：东北接绍兴地区，·

东南邻台州地区，．南界丽水地区，西部边缘则与安徽：’江西、

福建三省接壤。‘，t：，·-。 ! 、。一．√’+：‘

．约在七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厂就有人类在这块土地．上l繁

居生息。’武义、江山、+开化等县近年都有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出

土’。上古，禹划九州，本地区为扬州地s夏少康’封其子无余于

会稽(今绍兴)，号子越，本区大部属越地。战国时归楚’国。秦

统一中国，建豆‘郡县制，．本地区属会稽郡b，三国畏宝鼎．三年
(公之2 6'．81年)分会稽郡置东阳郡，治所在长山，(即今金’

华)’，辖境为今金华江、衢江流域各县’地i．?’南朝陈天嘉三年(公

元5‘6 2年)后改名金华。至隋开皇九年，(公元·5 8：9年)．．改

东阳郡为婺卅l。唐武德四年．(公元6 2 1，年)j须江(今江

山)、‘定阳、(今常山‘)?两县归婺州。到垂拱二年t(公元6 8 6

年)分婺州为婺、衢两州。婺州辖金华、东阳、义乌、永康、0甫江五1

县(后增兰溪、武义县)+I衢州辖衙州、．龙游、．常山、江山四

县(后增开化县)。元改婺州为婺州路，衙州为衢州路，明又．

-改’‘‘路”为“府”，请袭明制。‘民国：三年．(公元jli9 1．4年)

废金华、衙州二府，设金华道。‘，1 9 2 7年废道制，、各县直属

浙江省。1 9 3 2年设浙江省第四行政督察区。建国后，设金

华、衙州二专区，．后合二专区为金华地区，：今领金华、：，衢州两

市，开化、常山、．．江山、龙游、兰溪、武义、浦江1、东阳、．永

康、．义乌、磐安十一县，为全省面积最大、辖县最多的地区。·

．本地区地形，千里岗山耸于北部，，仙霞岭横亘于南域，金
r’

、

‘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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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盆地横卧其中，呈南北高、中间低的马鞍形。盆地底部为宽

谷平原，内侧为缓坡台地，外围为丘陵，四面山地环抱，又呈

阶梯上升。地区所在盒华市，地形如康熙年间编《金华府志》

云：北山“蜿蜒起伏，1势如游龙腾空驾云，高为潜岳雄压万

峰．，左右r分支回峦列蝣，连屏排戟拱卫四维。、1西南诸i蜂。数重，

近者横如见案，t远者环女日．城郭恐’。．，
。‘

‘

。：·：．。，．、

·’以衢江、金华江、兰江为主干构成的钱塘江上游自西南向．

东北横穿而’过，较大的支流还有常1JJ港、江山港、：‘马金溪、乌

溪江、．武火江．?永康江、东阳江等，有利灌溉，便于水运。：1，1

：i·：全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无霜期较长∥．适合农

作物生长0 j’，：‘．．。
‘

·，’ ，二一．1，‘．一、、一

．一?本地区自然资源．聿富9-：矿种繁多：武必萤石闻名世界；黄

铁矿、j‘石煤0j石灰岩储藏．丰富’，：’铀：汞砂。耐火粘土、∑磷、‘：含

钾岩石j_大理石以及铜．、．’铅■锌、。钨：、．钼：．淦’：。专艮等有色金属
也有蕴藏。，因山地面积较‘大i’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其中开化县

古田7山还保存有原始森林状态的天然次生林，‘为全国所罕见i．

此外，‘．油茶：：，油桐产量占全省首位，．鸟桕在全国享有盛名。-同

时一本地区水力资源也较为事富，’全区小水电星罗旗布。i其申
武义县．为全国农村基本荬现电气化试点县之一。，．． ，一’_-j+

’。除了江硫纵横·，水运便利外’N浙赣．路由东d匕而西贯穿六

个县境，，金岭铁路在这里接轨1，再加上四通八达的公路网，使，

本地区成为．浙西’、j。浙南的交通枢纽◆：惭i皖；、·赣i’：闽四省的交

通孑L道．0 i’．．。． ：‘，--j‘。：”．、‘?’。： j：‘ 。．；．．
．’

_一本地区农业，历来以粮为，主综合经营。：粮食产量仅i次于嘉

兴地区，’有浙汪的“第二粮仓”之称。．棉花j-．糖蔗、．茶叶、蚕

桑、j油。菜，、一柑桔等都有广泛：的分布。-金华-的花茶、一藕粉和佛

手，兰溪的蜜枣‘，义与的蔗糖和南枣，武义的宣莲和箬‘叶，东阳
●

娶
’



的白术、，元胡、白芍等药材，．衢州、常山构柑桔皆闻各全省，．．

甚至闻名全国。畜牧业生产素以养猪著称，以金华．‘i两头乌鬈

猪加工r的“金华火腿”因色i．香‘、．味、．形“四绝”驰砻中夕卜；’．东，

阳的?“上蒋腿”是金华火腿中的精品，小在国际l巴拿，马挂览会上．

获奖。著名的家禽则有江山的自羽乌骨鸡、’永康的灰鹅等。·．r

+历史上手工业比较发达，传统的手i业“-,W-匠誓。众多，一东

阳、，义乌的泥水j木、．篾、石匠，永康的铁匠、．铜匠、、锁匠等’

的足迹遍布全国。建国后；具有地方特色的工业体系基本建立≯，

轻工业以食品和纺织工业为重点，主要产品有精制茶、‘火腿、，-

香肠、罐头、糖，：，印染布、肥皂、机制纸等。重工业则有衢州；

化王厂、乌溪江水电站、永康拖拉机厂、江山水泥_『_‘、·．兰溪凑：

药厂。、兰侯冶炼厂、东风萤石矿等大中型骨于企业j‘金华火腿·

获国家金质奖，东阳宫灯牌木雕樟木箱、‘竹编和航天牌萤石．粉

获国家银质奖。 ． ．

’

’．

’本地区由于历史悠久，名胜古迹也颇多，属于省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的有南朝的金华八脉楼，。唐代的江山仙霞蛉黄巢起义

遗址和金华法隆寺经幢，宋代的浦江龙德寺塔和龙游湖镇舍利

塔，元代的武义延福寺和金华天宁寺，明代东阳卢宅古住宅，’’：tW

代的兰溪染踹工匠罢工斗争碑和金华太平天国侍王府j、永康方．

岩刘英烈士墓等十_一处。著名的旅游胜地有’金华双龙洞和永縻

方岩，为省级重点名胜。此外，．还有兰溪的灵洞．，坪山1的汪郎!

山，．．衢州的南孔庙?烂柯山等名胜古迹j ．．： ‘．一j：Y．．

金华地区由于地形复杂，面积广大，又位居浙征西陲r与：

皖、赣、闽交界，故而风俗呈现出既有广泛的、共同胜j’又有

各地的特殊性的多样化特点1。例如，金华民间流传着．“必乌拳一

头，：金华甜头，‘兰溪喷头，武义甍头”．的俗谬，一其意是指义乌

人性格ri0毅强悍，崇尚武力，‘；金华人待人好言好语∥遇事不露



声色卜兰溪人遇事易怒；武义人处事随和。而?东阳靠把斧，

永康胡公祖，‘．武义靠块土”的俗谚则反映了东阳地少人多，外出

当工匠的多t，7永康靠方岩招览外地游客j收入也十分可观，．武

义地多入少。；靠种田为生的不同生产、，生活习俗。又如，东阳．

因地少人多，+除精耕细作外，’述特别善工艺，．多能工巧匠I’而，

衙州由于田多地广，’人们则“不习工巧匠作器皿”、(．《嘉庆衢

州县志)))j‘武义也由于⋯‘地狭而土肥，．其民殷庶"，故也

“不为商贾i技艺”(。《嘉庆武义县志》)0、又如，居城镇者虽

然温文尔雅，但却有点华而不实；生活在农村或山区的人，．虽

忠厚补实，但却稍显粗俗，、是谓”“居市者文而浮，处野者质而

鄙”。此外，再加上皖、赣，闽三省的影响，‘更使本地区，的

“水土风气不齐?， “民俗淳漓不一”(雍正浙江通志)))。但虽

然如此，本地区．的风俗仍然有不少共同的特点： ．-

’

‘

●

’
‘

．

’

． 1‘1。、古朴淳厚 、 “．‘‘

' ‘
’ ’

’

： 金华地区因1位居僻处，’自古以来社会的发展比中原地区，．

乃至比杭嘉湖地区都较落后，所以唐朝诗人孟浩然游东南到‘武

义时，所见’“风物是秦余”(“嘉兴武义县志》)‘，说明唐

时金华地区的人还保留着秦朝的遗风古俗。南宋爱国学者金华，

人昌祖谦曾说： “负山之民气，俗敦悫(诚笃、．忠厚之意)，

”“一畏官府，遨嬉侈丽之习。”(’“。嘉庆武义县志》)，’故《万

历武义旧志》云： “武俗淳l本卜”， ‘‘无狗马蹋鞠之戏：j亦鲜

绮绣斗胜之观”。 《成化东阳县志》亦载i东阳”其声色、游-

燕、玩赏、．花石之乐，举不崇尚，有商人尚质之风。"开化人

由于交通闭塞．，·长期过着“脚踏自炭火，手拿苞萝倮，除了皇

帝就是我∥的粗席h生浯，甚至流传着“银洋整担挑，没有人敢

要刀的谚语，至使遇旱去求龙，生病去问鬼，逢年过节拜菩萨
． ，

‘ ’
‘，

j毛



的旧>-j陋俗在解放前长期沿袭。、而浦江入则“朴茂‘质实，，，‘

．“耻于华言伪行”。(“光绪浦江志稿》)．。+“康熙金华府志》

卷五云：浦江“俗好斗、健讼、信佛、淫祀”。皆表现出民风的

-古朴。．同样，‘·衢俗也“‘信鬼神，·好淫祀"(《淳成临安志》)，

“人俭质”(《嘉庆衢州县志))‘)，所以唐朝李华在《衢州刺

一史听壁记》‘中记述说：．．“吴越地卑，而此方独高厚，，居，者无

疾，人斯永年，名山大川，既丽且清，俗尚文学，有古遗风。，，．

总之，金华地区风俗古朴淳厚的特点正如“康熙金华府志》．卷·

五所说： “婺之俗尚礼、敦庞(即朴质敦厚)．。川
‘

． ： ，’，
．：

’

j+
’

，．
．

． ．．2、尚农务本 。，． ，’．·

．素称浙江“第二粮仓”．的金华地区自古以来即尚农务本。

‘，((正德兰溪县志》即云：兰溪风俗“男勤生业，，鲜驰狗马I’女

事纺织，不出闺门：”，((嘉庆武义县志》．亦云；．武义风俗"乐

田亩肌，一“民务农田；·不为商贾：‘技艺，”⋯?男不为厮役；’女

不作婢妾。”江山则有“靠山吃山，．靠田吃田”，r．“生意钱六

十年(指r代)，种田钱万万年”， “千样味道不如盐，1干样

行业不如田"的俗谚：《光绪浦江志稿》．记有宋濂说：浦江人

“力农务本”。正因如此，金华地区以前经商做生意的人多为

安徽或绍兴等地来的人。‘ ．：1、

：
‘． ，

·

3、．勤劳节俭。‘．‘ ．

‘．，
．

， 十 ‘t

’

‘’ ‘
． ． ．

， ，

自古以来金华地区人就有勤劳节俭、’艰苦朴素的良好风

习。《成化东阳县志》’说：东阳人·?‘日用．饮食、服饰、器具

■以简素为常”。加之其人多地少，更是寸土必争，连田边地

角也都种上．蔬菜杂粮；‘惜时如金，起早模黑i‘带中饭’下确蔓劳

动i《嘉庆武义县志))引’《万历旧志》云：：武义人“男务生

．

’ 5．



业，女勤纺织，．家家尚俭朴而安质素"：这种优良的民风沿袭至

今，．如今各县农民都保持着开早工，打夜工的习俗；各种手工

工匠上门做工，每天工时也长达十小时以上；农家小孩从小就

担负起砍柴：放牛、拔猪草、·养鸡鸭鹅的劳动任务，不少农家当

家菜是于菜、咸菜，正因为平时节俭，所以在岁时节日食谱中

才规定要吃肉01；对此， ((康熙金华府志》评说； “金华多俭

啬”。； “勤耕织y：”．是颇为中肯的。·，1’
‘ ”

．

， 0：1．．’：．．_? ， ．

．

’

．

·

。‘：4、‘刻苦好学‘． 一’。 ．

●
●

t●‘

‘1、

金华地区因地僻物陋，历来则兵戎少扰，又由于山峻川秀清

幽宁静，所以邑人子弟咸皆勤奋好学，刻苦自勉。+《成化东阳县

志》：·说i?：各家·．?子弟无不从师受学，’有志者习举业，+迟钝者亦

求通句读；：矽南北朝时东阳郡太末县(今龙游)i．人徐．f自+珍有

二!‘箬咔学书”．，：终成通晓经史的学者；．教授学生干余的佳话。

南宋哲学家朱熹曾在武义县明招山惠安寺开堂讲学j全区尊师

重学，0蔚然成风；．于是‘．“文献渊薮，。．·名贤辈出”’(《康熙金华

府志》．H j’有”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义乌人)f唐末兼诗、

书、一．画三誉于÷身的贯休(兰溪人)，：‘南宋以来，名贤学士更

是灿若群星，：!在中国思想史上与程朱理学对立的浙东学派的三

个学派中，’就有一个以金华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r_个以

永康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吕祖谦还与张械、朱熹同列为

“东南三贤”。还有南宋诗人方风，。元代学者吴莱和文学家柳

贯均是浦江人。}明代主修元史的宋濂(浦江人)和，王秫：(义乌

火)蠢，j被明太祖称为．¨浙东二儒”。还有清代著名的戏曲理论

，象李渔：．_(兰溪人)：0·现代在国内夕h享有声望的名家层出不穷，

例如最早把酞共产党宣言粉介绍给中国读者的著名学者、教育

家陈望道，史学家吴a舍，、t文艺理论家冯雪峰’都是义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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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艾青是金华人。著名新闻记者《京报》社长邵飘萍、著名

物理学家严济慈、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是东阳人。版画家、上

海画院院长彦蒙是永康人，著名作家玉齑彦趸义茑人，。著名经

济学家千家驹是武义人，卓越的山水画家黄宾虹是金华人，史

学家、‘哲学家华岗是龙游人等等一
．’

、’j
1‘

·?，

‘

，．．．5、．热情好客 ，．．．

● ● ●● t● ●●

_’t!金华地区民：间好客弓··童叭情往来。．：《康。熙1’金华府．志》7有

’云：诠华风‘俗’“‘丰于廷宾，，啬于奉已，，。’j待。客热情大方，。酒馔
：丰盛≯对己则俭简．朴秦，-粗菜谈饭。。至今各家接待客人即使不

’留饭，·t起码也要烧点‘心请客人。有的地方还流传着“上门不闸

客弘的俗谚j；t即使不受主人欢迎阿人上，『f1，、也不能拒，之于：门

秒卜。⋯亲期邻里间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要礼尚往来，正：如：谚

云：，‘j．-“亲戚担群担，，邻居碗对碗"。、，．．从而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

的礼仪习俗≯’’．‘一一。，’一’
‘j

j 二：：√： ‘．

≯～6，。：乡情浓烈．一
r j‘、‘；‘。“美不美，敬乡水；京不亲，、故乡人”’扩金华地区．人因世

代似农为本I所以乡情十分浓烈。‘．-《康熙金华府意))。丢1：金华

风俗．j：‘?民朴而勤。勇；决而尚气；族居岩谷r不轻去其土。"武

．义有俗谚：’?l武义1人靠块土；．三天不见壶山就要哭。”常山俗

谚也说：““常山人0天不观塔山要哭。”真是，外头金．窝银

脔，一不女盯家里草窝巩，永康、二i东阳等地外出的工匠；，逢年节也

必回敬乡团．聚：。这突出的乡土观念正反映了金华地区人浓似烈

t酒的恋乡之情．j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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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一生产习俗

第一节、农作习俗

祭田公田婆：旧俗迷信，·把丰收的希望寄托于土地公婆。

i，年祭拜有的多达四次。首次在清明后，下谷种前，‘看历书择

吉日，．手拿一贴黄纸和三柱香，’站在秧佃下水缺H．的田塍上，

，面向月畈作揖祝祷田公田婆，’保佑全苗秧壮大。祝毕惰黄纸和

．香插在lit塍边，．谓之“许愿”。第二冰在“开秧门”前。．碟中

做片肉，供于田塍，人仍立lit缺口i燃香祝祷田公Itl婆，保佑

lit禾快长大。．谓之：“尝甜头”。第三次在夏至日，摆酒肉饭菜

．祭品y：-田头，有的穿蓑戴笠去祭拜j并烧一把大麦杆，+祷告说：
“田公田婆保佑风调雨顺，无病无灾，来日丰收，再来重

谢!”穿蓑戴笠象征“求雨”，烧大麦杆意为“驱虫”。第四

次在开镰前，先摘二穗黄谷，插在二碗米饭上，一祭品丰盛，以

报答田公田．婆保佑之恩，谓之“还愿"。武义一带，平时在田

畈劳动吃饭时；．要先洒少许饭菜和．酒在地．上，以示先敬Itl公

·Itl婆。衢州一带浸种时祭田公田婆；!要用大年三七用过的香i、

拙、纸，并放鞭炮祭祀。·东阳_带在夏至。日祭祀，要束稻草立

标于排水之．田缺。谓此地为田公田婆藏身之地。扛山、．常山、．

开化_带则在寿月六将供品摆在田塍交叉El，敬香焚纸，求

．田公田婆抗灾免瘟保丰收。义乌一带有的地方祭祀时只跪拜，

不得出声，以免惊跑田公田婆。开化城关一带每畈田都建有神

庙，供奉田公田婆。 ．

开年挑头担粪要吃蛋：旧俗新年第一次挑人粪尿要吃两个

量



鸡蛋，’以避晦气：图吉利j诺不慎摔倒粪桶、要向全村各．户讨
米饭，谓．之“吃百家饭”．‘，’．以解晦气≯此外j粪桶_上号名字被

‘视为是倒霉P故粪桶仅画以各种不同的符号为记j’．：t．-’·一‘

‘’开犁习俗‘；春节后头二天耕田叫“开犁!卜e开犁’日农潘安

排较轻，．以讨全年轻松。．。旧俗耕。者要祭r“牛栏神”和举行拜犁’+

仪式。’拜犁只用兰柱香，．--N张利市(1纸钱)-，焚之三拜即可；

以求耕耙顺当。常山2带的养牛户在春耕开始前要给耕牛喂。食‘

j一只鸡，、五斤猪油，‘几十斤马料豆，‘谓之。”敬牛?已武义二带

则给耕牛吃酒：．’j．．·7
7

‘，～．。．：一‘．：·’．： ：．’
，’

．’ ’‘晒种‘>---j+俗：东。阳一带晒种子要用地簟；i中间用三根筷子缚

。后，支成三脚叉j．叉一E覆一酒杯，+’谓可防鸿‘雀偷吃。。有的地方则

树立竹竿；。上悬钟馗象以驱鸟雀。一，’·’
‘

。，“。一‘‘一

’播种习俗；‘武义一带选晴天太阳‘下LIj时播谷种，俗谚说：‘

“太阳下山不再走，+谷粒下田．不‘会漂j％同．时；’’去播种的男人’

要把肚子吃饱，谓之人饱谷粒一定会饱满。衢州二带播种者要吃．

鸡蛋，7使谷种．不土浮。旧俗谷种挑到’田边不好碰到女人，否则要

烂秧。一t播种时，要在种子箩内插■枝新柳，播好后将柳枝插入秧

田．进水‘VI，直到秧苗可移植时才拔去i谷种播好后，各村三叉路

口设天灯照明j全村挨户轮流加灯油，有的则使用蜡烛灯笼，以‘

免行人误踏八秧田。一常山二带山。区播种前，．：‘各家依田亩数，煮

大肠头为食，谓之“‘播种吃过大肠头．，秧青苗壮好+兆头。”播

种后，：在秧’由田睦上插桃枝、‘．柳条，称为“桃树有寿能驱邪；

柳条有芽谷发芽”一。另外，有的地方播种日早晨，户主要吃一

碗发糕：三个鸡蛋，．以示种子芽壮根发。有的地方早上则要吃

豆芽菜j：．寓意谷种下地有根有芽。 “
’

拔秧和插秧习俗：第一天插秧俗称“开秧门”。其时主妇

备好点心、饭菜、酒肉，让家人会餐一顿，并每人要吃一个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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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谓．之：‘彩头”。．武义一带有的要吃用糯米做成的种田课’；．

义乌一带要吃笋，以示稻象笋一样快大；永康要吃粽．子和年

糕，以示“粒粒种，年年高?‘；常山一带则忌吃粽子，认为粽

子越扎越紧，往后不宽裕了。衢州一带这天吃五餐；天亮起床

吃保，．早餐吃两只鸡蛋，中餐菜肴要有十大碗j下午吃点心，’、

晚餐菜肴有十二大碗，其中要有拳头大块的猪肉．一大碗，秣为

．?种田片玑，’吃酒F．IJ要猜拳，但忌叫猜拳而称“发丛”，酒后

要吃馒头；常山一带有的备酒吃．“‘莳田饭∥，-请至亲乡邻，互

贺吉利，来客不拒，并说： “多请一个客，下半年多打一。担t

谷!”o下秧田拔秧时，有的双手要向后甩三下，并用秧根擦手

背，有的则先拔÷丛秧倒压于田中，据说可避手疯病；．有的则

规定左脚先下田，右手先拔秧；有的户主绕秧田走一圈后，拔

一把秧带回家，扔在门墙上，谓之“秧苗认得家门，丰收由此

入门”．；有的秧苗拔足后，将留下的秧边，带回家粘在自家大

门墙上，说是可驱“毛辣虫”；有的则将所拔的第_把秧带回家

扔到屋顶上，据说瓦背上可免生小毛虫。插秧时，．衢州一带看谁

插得快，不能说“比赛”，而说“杀鹅誓；请人帮助插秧不能，

说帮我种田、，而要说．‘I帮我家拉下尾+巴。‘?常山．-带来帮插秧

一的人要挑_担畚箕。．武义下带插秧时前后要相距三行，·不得超．

前。浦江一带则可以超前，．插得慢的谓之“穿长布衫Z，要受

人嘲’笑。’插秧结束要带几把筷苗回家i抛到自家，瓦背上j渭虚

“关秧门”。东．阳一带略异，其为村中最早开插为’‘‘开秧门”：；．：

最后插完为“关秧门”。开秧门或关秧门时乡亲邻里都要帮插、一

阵-；‘以示祝贺。．’其夜，主人摆酒相请，席间多食“杨梅刀·-(米、

团)、米粉和麻糍，不到席者则以“杨梅”或麻糍相馈。

⋯耘．田习俗：一般耘田四次，俗称‘：_道耘，’二道甜，2-----道

刮圈、毛，田道赶青蛙。。’’耘Ft7时忌雨，以免肥水流失。第．_魄



耘田施肥多喜塞、在秧根下，谓之．“塞，肥”。有的地穷耘田后在

田．缺边擂一根稻草，示意此田施过肥；不能过水。最后÷次耘一

．团俗称“杀歇”，多施石灰，．并禁止在田中小便。 p杀歇”

后，将下水田缺封闭好，?不得随意开封，谓之“封目，，：rj．、

． 防病治虫>-3俗：旧俗防病治虫谓之“驱瘟神”。一遇7稻t

瘟，有的地方在黎明前由田主倒拿破扫帚呼叫，然后将扫帚倒插

在田+中；．有的驱赶至邻村交界处；有的迎龙灯送瘟神'龙灯在

田间绕转后j送到村界处；将灯放在那里过夜；有的组织?保

稻会”．，农历六月初一在稻田插五彩小纸旗，。或将“本保神"

、抬到田问巡行，请神祗驱瘟；存的在田边插上洒过鸡血的纸‘，。

以便菩萨路过看见．可帮治虫；：有的把神像置于田中，众人持燃

烧着的麦杆，高声呼喊以驱瘟；有的割似剑状的芦苇叶插在田。

边；有的则在田里插上竹棒，挂上小脚女人的破鞋．、烂袜等秽

物以驱瘟。+东阳_带送瘟神则是在收割时，·先’在t田中割

奎一块；用稻草扎卜：‘瘟神”立于其中，．开割后j。众人四方包

抄，一田割毕，焚烧瘟神，众人一声呐喊，，谓之送瘟神上天。

，割稻习俗：旧俗有的地方开镰收割前，‘要从田里摘五个稻

‘头，蒸熟后插在饭上，再配以菜和茶到田头祭五谷神；．然后才

可开镰，有的则是将三张黄表纸压在田头，点香祭祀开镰。有

：的地方则盛备酒肴，特别烧一碗由桂圆、荔枝、莲子、胡．桃、

红枣等作原料的甜菜；俗称“五虎散”，饱餐以后开镰。：有的地

方开镰时家家做糯米锞挑到田头当点心；，有的还请邻田的人

吃，吃的人则还送一畚头湿谷致谢。 ．一·
’．

一

．-．藏谷习俗：有的地方无论什么装谷的器具都贴用红纸写的

“署”‘字，意即顺也有倒也有。 ．

农作禁忌：扁担、锄头、车鞭等农具放在地上，忌女人从．

上面跨过。剥种子壳时，忌吃种子肉d．五谷种子估计用不完
‘

．

’

罩罩



时，．忌说“弄点吃吃”。田头忌估产，’或估多不估少。。割稻时

忌坐稻桶角，忌敲稻桶j装谷时j 1忌讲“一担还不够，，之类的。，

话： ．．’，．’、j-：‘：’。t二．．’．·‘一?。 ．“j

、·’’

果树底下不整冠，瓜地旁边不理鞋i菱角塘旁不洗手，。以’

免被人疑为贼。 ，
，．·‘’

‘

’谷仓忌用扫帚扫，．以避。“扫光”之嫌： ．· r’一‘’

一一其他j‘按祠堂划+出：t“太公田”；各户轮种。’轮到的农户’，。．+

在清明前十天内要备办酒、．菜作祠祭，．、然后全族人会餐：一‘

． 旧俗有的地方定三月十六为麦王生Et。此Et若晴；春花即

可丰收。’此搭起因莱自传说：有+一个皇带三月，十六’日出巡时，、

．见到小麦，问是何物?随从告之’这是农‘民渡春荒的小麦。皇帝昕

后说：．“那让它：陕熟1吧!”‘果然；此后天空接莲旋晴，’麦黄得．

快；收成很好，逐定此日为麦王生目j一‘． t’ t

1．．
‘

有的山区，小满过后，‘要裹树叶粽敬山’神开籽门；’这种粽?

用素馅，。+以甜为多，‘．绝不用荤，，以‘表诚j矗。·开了籽．I'TP口即呵种’一
玉米了’。．o’～．．”1。’：’· ’‘。．一：’ ．’

·．’、

堆垛稻草，平原地区多席地而堆成垛，山区多堆挂于树

上，大多成纺锤形。。．‘．
+

』‘ ’’： ．'

‘·。 ～：，，，。’，’√．_．。 -1

：．．

· ’j?第二节 山林习’俗． 。，’ ：’．

祭山神：IH俗开山时祭山神，永康一带要用自雄鸡的血绕

山回淋，。请道士巡山驱妖赊凶，宰三牲敬山．神；‘常山一带是用

三块石头在山脚下搭小庙、意请山神，祭三牲；焚香纸；东阳

一带则叠石为坛，奉为山神，并压以香、纸，谓之许愿；‘衢州

一带用豆腐饭祭山神，称之为“开山门”；浦江一带还有山皇

殿，农历七月十五祭拜山神；武X一带祭山神用素食，同时点

香烛，烧利市。 ：
’



．． ．“火星山班：有山之村，．一般都有自’己崇奉的火星山，此

山随村而异，或在村口，或与村相对，，或为村之所倚，或山形
奇特，或瘁有祖披。山民视此山为本村命脉所在，。山土一单一

木，一沙一-石都是神物，压何人不得乱动，否则，：惹，怒了山

神，破了风水，全村要遭灾。，尤其东阳一带，．认为火星山主火
灾，若此山多石，不长草木，则挑泥送土，凿坑种树，直至草

木遍盖，不露片石为止，故有的地方又称之为“风是山"。火

星山草木的护理极严，有，自勺就规定：村中有人上山采：-二尊，拣

一柴，则罚用“缸甑炊饭，豆腐桶盛肉?，，宴请全族一餐；村

中有人上山砍一树，拔一树苗，除罚词堂开宴外，’村中若有火

灾，此人要投入火堆；．’村外有人冒犯，．则全村每户出_强壮劳

力，上其村其家“牵牛，端锅i撬阁栅，倒板壁”．，、抄尽其家
～

● ．

产。：i．：．‘．：． ．⋯。j 。．‘，．．．；．j．·，，

i “水口树”．：水口树多为樟树、．枫树和银杏。’一般种在村

口，与溪流，、．；池塘及民房、凉亭、桥梁等融为一体，见树不见

村。’故有的地方又叫“风景树”。为了保护水口树．，旧俗常认

其为树娘娘，指某地或石块为土地公公；任何人不得乱伐，f逢

年过节还要摆祭i·：
。

．‘

植树习俗：义乌一带农历正月十八前后，，为民间植埘季
节，俗谚说； “正月十八，棒槌栽得活”。漓江一带以正月廿为

植树日，也有“正月廿植树苗，棒槌入土也发芽M+的说法。开

化二带农历二月初二为民间植树日。衢州一带扦插杉木时要由

孩子呼喊： “千种千话，百种百树。∥而种棕树时；·无论大人

小孩都要跪着种。。因为棕树长大后，每月剥一次棕，．每次都要

挨一刀，跪种表示还情。枇杷树要由老人去种，因为枇杷发黄

意寓人要死；老人种枇杷树时要戴笠帽以驱邪。衢州一带种枕

杷不论晴天雨天要头戴米斗，身穿蓑衣，遮住脸和身子，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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