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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志·民俗》

编 李明开

编冯桂林 一

人．李明开。冯桂林胡楚东 刘世奎主稿主翻撰



湖北省地处荆楚大地，是古代楚周的政治文化中心。民俗作为

历史的文化传承，追溯本源，湖北民俗传承了古代楚图的文化。以

江汉平原为基点的楚固，从相传的高辛时代祝融部落集团为先民

始，经历着生息、发展，不断开拓疆土，建立强大的国家，成为春秋

战国时代威慑用朝，与中原诸侯争霸的强劲力量。在古楚国奋发丰

争的历程中，形成和发展了作为华夏文化南支的吴有地方特色的

楚文化。作为文化现象的民俗也形成了有楚圆特色的、代表南方文

化的楚国民风习俗。古楚国从起源、生息、发展以至灭亡，前后经历

了八百余年。楚固的发展史是楚文化的发展史。同样是楚回民俗的

发展史。楚目的灭亡，以统治阶级为代表的上层文化出现了断层，

可是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基础的下层文化(民俗是其重要表现)却延

续和发展着。楚上层文化出现断层和楚民俗却延续与发展的原因

和过程，不是本文的探讨任务。但我们在考察湖北民俗的本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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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找出具有楚文化特色而延续的各种民俗事象。

楚民尊风。古楚人以凤为图膺。在大量的出土文物中，楚人将

凤与龙同等看待。当代江汉平原上广大民众的装饰、刺绣、雕刻、通

俗画等所反映的风俗事象，对凤有着独特的偏爱。反映楚文化的尊

风喜风的民俗，还将长期地在江汉平原的广大民众中传承。．

楚民崇巫。古楚人以卜巫为处事行为的准则，并将巫术为人的

生活实践服务。近代江汉平原的广大民众，崇巫的现象屡见不鲜，

在实际生活中求巫现象也不少见。与崇巫相适应的代表巫的端公

在民众中不难寻找。在端公的大量咒语与唱词中，许多内容是古楚

圆文化与风俗的反映。 ．’

’

楚民爱美。古楚人对美的观念体现为强烈的感性生命美的追

求，有着十分具体的视觉、听觉、味觉的感受。在众多的出土文物

中，古楚人十分喜爱红色。楚人尚赤，表现了强烈的感性生命美。当

代江汉平原的民众，对红色的喜爱尤为突出，穿红衣、居朱室、漆红

色的家具，无不强烈地表现了楚文化的色彩。又如古楚民对人的审

美．。楚王好细腰”已流传千古。当代江汉平原民众，也以苗条为审

美的标准，男性择偶选苗条，女性为求自身苗条不道余力，也反映

了楚国的遣风。 ’ ’

’民俗作为一种地域的文化现象，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必

然与用边地域的文化体系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作为楚

文化现象的湖北民俗，也受着与之接壤的地域文化体系的渗透和

影响。首先受到作为中华文化主体的华夏文化的影响，其次受到地

域十分接近的巴蜀文化的影响，再次受到吴越文化的影响。同时，

还接受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因此，湖北民俗既有突出的楚文

化的特色，也可以找到大量的与周边各地域大同小异的习俗。全国

的各种信仰、礼仪、岁时等习俗，湖北民俗与各地相同或相近的有

大量例证。 一
一

尽管受到各种文化体系的渗透和影响，但湖北民俗还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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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楚文化的特色。学者们大多公认，楚文化接受外来的种种文化影

响，可以说是来者不拒，但这些渗透和影响都融于本身发展之中具

有自己的特色。例如楚建筑术，便接受华夏诸国的亭台楼阁艺术而

形成楚榭、楚宫，而比华夏诸国更为秀丽；又如楚歌楚辞．渊源于华

夏歌辞而发展得更为优美。诚如《楚文化志》①所描述：“秦人和宋

人崇巫，多妖邪气；越人和濮人崇巫，多鬼魅气，而楚人崇巫，却是

多人情味。”这或许可以印证以楚文化为特色的湖北民俗，在接受

外来文化渗透和影响过程中，融合于自身的发展过程而改造外来

文化，从而反映了自身的楚文化特色。
? ：‘

湖北民俗有楚文化的本源，但绝不是单纯楚文化的发展。湖北

民俗受周边各文化体系的渗透与影响，但绝不是各文化体系简单

的综合，而是有着本身融合历史文化和周边地城文化的复杂过程

和发展规律。在中华文化数千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湖北民俗以其

深厚的楚文化背景和利于民众生息的长江中游的区位优势形成今

天的民俗事象。近代和现代历史的发展和社会变迁，对当今湖北民

俗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随着西方列强入

侵所引起的社会文化思想的变化，无疑会使湖北民俗从封闭状态

中引入一些“舶来品”．多少带上一些西方文化色彩；其次是辛亥革

命推翻了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给中国大地带来了初步的资产阶

级民主思想，当然也使湖北民俗增添了新的内容；特别应该指出的

是：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毛

泽东思想广泛的传播，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对当

代湖北民俗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而使湖北民俗既有楚文化的

特色，又有中华文化各体系的相互渗透和影响，更有近代和现代社

会文化思想的印记。

从上述中不难看出，湖北民俗本身就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

(D I楚文化志，．张正明主绾z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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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整理、保存和发展其优秀部分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促

进社会的改革开放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

为了缟纂本志，我们在湖北省范围内进行了民俗事象的采访

调查，并广泛收集了湖北各地有关民俗的文献资料。根据湖北省志

的规划要求，民俗事象以对近代、现代社会生活有影响者为标准，

内容的确定既要能准确反映湖北省的实际民风习俗，又要符合当

代民俗学的科学规范，特确定生产民俗、生活民俗、仪礼民俗，岁时

民俗、家族民俗、交际民俗、信仰民俗、文体民俗等八个部分为内容

体系，并以条目作为编写形式。在确定条目时，保留有代表性的反

映时代特征的部分，对于在其他志书上有可能出现的一些民俗条

目则只能割爱。 ．

民俗是民众的自觉行为，既有代表民众积极奋发的文化意识，

也有消极的内容。民俗作为文化现象既反映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

也反映了长时期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同时也反映了落后

和迷信的槽粕。在煽写过程中，对于带有消极内容、可能是糟粕的

条目，如果在当代民众中还有较广泛的影响，也予以编写；在不可

能作出文字批判的情况下，在文字的表达中带有一定的倾向性来

处理这些条目。因此，对于本志中收入的务目，并不能认为编者全

部赞同其中的内容。 。

尽管我们诚心想缟好本志，但限于学识和经验，必然存在错漏

等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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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节日⋯⋯⋯⋯⋯⋯⋯⋯⋯⋯⋯⋯⋯⋯⋯⋯

1．春节⋯⋯⋯⋯⋯⋯⋯⋯⋯⋯⋯⋯⋯⋯⋯⋯⋯⋯

2．元宵节⋯⋯⋯⋯⋯⋯⋯⋯⋯⋯⋯⋯⋯⋯⋯⋯⋯

3．花朝节⋯⋯⋯⋯⋯⋯⋯⋯⋯⋯⋯⋯⋯⋯⋯⋯⋯

(1弘)

57

62

67

76

(180)

(183)

(186)

(186)

(188)

(190)

(192)

(192)

(195)

(198)

(200)

(203)

(205)

(206)

(208)

(209)

(210)

2lO

210

213

215

4：三月三⋯⋯⋯⋯⋯⋯⋯⋯⋯⋯⋯⋯⋯⋯⋯⋯⋯(215)

·5。



·’ 5．清明节⋯⋯⋯⋯⋯⋯⋯⋯⋯⋯⋯⋯⋯⋯⋯⋯⋯(21 5)

6．浴佛节⋯⋯⋯⋯⋯⋯⋯⋯⋯⋯⋯⋯⋯⋯⋯⋯⋯(217)

7．端午节⋯⋯⋯⋯⋯⋯⋯⋯⋯⋯⋯⋯⋯⋯⋯⋯⋯(218)

8．单刀会⋯⋯⋯⋯⋯⋯⋯⋯⋯⋯⋯⋯⋯⋯⋯⋯⋯(219)

9．天贶节⋯⋯⋯⋯⋯⋯⋯⋯⋯⋯⋯⋯⋯⋯⋯⋯·一(219)

10．乞巧节⋯⋯⋯⋯⋯⋯⋯⋯⋯⋯⋯⋯⋯⋯⋯⋯⋯(220)

11．，中元节⋯⋯⋯⋯⋯⋯⋯⋯⋯⋯⋯⋯⋯⋯⋯⋯⋯(221)

12．中秋节⋯⋯⋯⋯⋯．⋯⋯⋯⋯⋯⋯⋯⋯⋯⋯⋯m(222)

13．重阳节⋯⋯⋯⋯⋯⋯⋯⋯⋯⋯⋯⋯⋯⋯⋯⋯⋯(223)

14．腊八⋯⋯⋯⋯··⋯⋯⋯⋯⋯⋯⋯⋯⋯⋯⋯⋯⋯·(223)

15．小年⋯⋯⋯⋯⋯⋯⋯⋯⋯⋯⋯⋯⋯⋯⋯⋯⋯⋯(224)

16．除夕⋯⋯⋯⋯⋯⋯⋯⋯⋯⋯⋯”⋯⋯⋯⋯⋯⋯·(225)

(二)农事节令⋯⋯⋯⋯⋯⋯⋯-．．⋯⋯⋯⋯⋯⋯⋯⋯．(227)

1．立春⋯⋯⋯⋯⋯⋯⋯⋯⋯⋯⋯⋯⋯⋯⋯⋯⋯⋯(227)

2．清明⋯⋯⋯⋯⋯⋯⋯⋯⋯⋯⋯⋯⋯⋯⋯⋯⋯⋯(228)

3．立夏·⋯⋯⋯⋯⋯⋯⋯⋯⋯⋯⋯⋯⋯⋯⋯⋯⋯⋯(228)

4．夏至⋯⋯⋯⋯⋯⋯⋯⋯⋯⋯⋯⋯⋯⋯⋯⋯⋯⋯(228)

5．立秋⋯⋯⋯⋯⋯⋯⋯⋯⋯⋯⋯⋯⋯⋯⋯⋯⋯⋯(229)

6．霜降⋯⋯⋯⋯⋯⋯⋯⋯⋯⋯⋯⋯⋯⋯⋯⋯⋯⋯(229)

7．冬至⋯⋯⋯⋯⋯”⋯⋯⋯⋯．．⋯⋯⋯⋯⋯⋯⋯··(230)

(三)现代节日 ⋯⋯⋯⋯⋯⋯⋯⋯⋯⋯⋯⋯⋯⋯⋯⋯(230)

1．元旦⋯⋯⋯⋯⋯⋯⋯⋯⋯⋯⋯⋯⋯⋯⋯⋯⋯⋯(230)

2．三八妇女节⋯⋯⋯⋯⋯⋯⋯⋯⋯⋯⋯⋯⋯⋯⋯('231)

3．植树节⋯⋯⋯⋯⋯⋯⋯⋯⋯⋯⋯⋯⋯⋯⋯⋯··(231)
4．五一劳动节⋯⋯⋯⋯⋯⋯⋯⋯⋯⋯⋯⋯⋯⋯⋯(231)

5．五四青年节⋯⋯⋯⋯⋯⋯⋯⋯⋯⋯⋯⋯⋯⋯”(232)
6．六一儿童节⋯⋯⋯⋯⋯⋯⋯⋯IOO$Og⋯⋯⋯⋯⋯(232)

7．七一建党节⋯⋯⋯⋯⋯⋯⋯⋯⋯⋯⋯⋯⋯⋯⋯(23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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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八一建军节⋯⋯⋯⋯⋯⋯⋯⋯⋯⋯⋯⋯⋯⋯⋯

9．教师节⋯⋯⋯⋯⋯⋯⋯⋯⋯⋯⋯⋯O 0-O OB O⋯⋯⋯

10．国庆节⋯⋯⋯⋯⋯⋯⋯⋯⋯⋯⋯⋯⋯⋯⋯⋯⋯

232

233

233

五家族民俗⋯⋯⋯⋯⋯⋯⋯⋯⋯⋯⋯⋯⋯01·$m1 0 50⋯⋯(234)

(一)家族⋯⋯⋯⋯．-．⋯⋯⋯⋯⋯⋯⋯⋯⋯⋯⋯⋯⋯⋯

1．村j落⋯⋯⋯⋯⋯⋯⋯⋯⋯⋯⋯⋯⋯⋯⋯⋯⋯⋯

2．族长⋯⋯⋯⋯⋯⋯⋯⋯⋯⋯⋯⋯⋯⋯⋯⋯⋯⋯

3．族规⋯⋯⋯⋯⋯⋯⋯⋯⋯⋯⋯⋯⋯⋯⋯⋯⋯⋯

(二)家庭⋯⋯⋯⋯⋯⋯⋯，．．⋯⋯⋯⋯⋯⋯⋯⋯⋯⋯⋯

1．类型⋯⋯⋯⋯⋯⋯⋯⋯⋯⋯⋯⋯⋯⋯⋯⋯⋯⋯

2．家政⋯⋯⋯⋯⋯⋯⋯⋯⋯⋯⋯⋯⋯⋯⋯⋯⋯⋯

3．家规⋯⋯⋯⋯⋯⋯⋯⋯⋯⋯⋯⋯⋯⋯⋯⋯⋯⋯

4．家训⋯⋯⋯⋯⋯⋯⋯⋯⋯⋯⋯⋯⋯⋯⋯⋯⋯⋯

5．分家⋯⋯⋯⋯⋯⋯⋯⋯⋯⋯⋯⋯⋯⋯⋯⋯⋯⋯

6．赡养⋯⋯⋯⋯”⋯⋯⋯⋯⋯⋯⋯⋯⋯⋯⋯⋯⋯·

(三)家世⋯⋯⋯⋯⋯⋯⋯⋯⋯⋯⋯⋯⋯⋯⋯⋯⋯⋯⋯

1．家谱⋯⋯⋯⋯⋯⋯⋯⋯⋯⋯⋯⋯⋯⋯⋯⋯⋯⋯

2．义亲⋯⋯⋯⋯⋯⋯⋯⋯⋯⋯⋯⋯⋯⋯⋯⋯⋯⋯

3．过继与改口⋯⋯⋯⋯⋯⋯⋯⋯⋯⋯⋯⋯⋯⋯⋯

(四)称谓⋯⋯⋯⋯⋯⋯⋯⋯⋯⋯⋯⋯⋯⋯⋯⋯⋯⋯⋯

1．家人称谓⋯⋯⋯⋯⋯⋯⋯⋯⋯⋯⋯⋯⋯⋯⋯⋯

’‘2．族人称谓⋯⋯⋯⋯⋯⋯⋯⋯⋯⋯⋯⋯⋯⋯⋯⋯

3．亲戚称谓⋯⋯⋯⋯⋯⋯⋯⋯1 00 B$0．．．⋯⋯⋯⋯⋯

，．，4．其他称谓⋯⋯⋯⋯⋯⋯⋯⋯⋯⋯⋯⋯⋯⋯⋯⋯

(234)

(234)

(235)

(236)

(238)’

(238)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3)

(246)

(248)

(249)

(250)

251

253

255

√ 六交际民俗⋯⋯⋯⋯⋯⋯⋯⋯⋯⋯⋯⋯⋯⋯．．．⋯⋯⋯(256)

(一)走人家⋯⋯⋯⋯⋯⋯⋯⋯⋯⋯⋯⋯⋯⋯⋯⋯⋯⋯(25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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