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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民俗志

政协东海县学习文史委员会



毒旨：姿
丽 舌

东海县位于祖国东部沿海脐部，背依齐鲁，面临江

淮，西屏马陵，东濒黄海，为古海州辖地，文明开化较

早。1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定居。羽山是四千多

年前的中华版图上苏鲁一带唯一标出的地名。尧命羲仲

到羽山砀谷祭日和农作。东夷部落崇虎，少昊崇鸟，闪

烁着东方文明的光华。这里是春秋战国齐鲁吴越争战，

三国两晋南北朝抗衡，五代十国变幻，宋金对峙等历史

上南北政权交叉区域，也是南北文化的结合部。当今，

东海县虽只百里之遥，而县境东北、西北和东南三片地

区方言、文化、民俗的明显不同，仍可清晰地看出北受

齐鲁、南受吴楚文化辐射的痕迹，具有南北过渡的特

点，表现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状况。西北

部多贫山脊壤，土居和山东移民较多，保留的乡风民俗

原始浓厚。东南部平原旷野交通便达，多苏州移民。受

封建后期长江流域生产进步的影响，习俗变化趋于淡

泊。但由于长期行政区域的统一，久远的历史演变和居

民迁徙融合同化，表现在东海县民俗上的特点亦是南北

兼而有之，既有齐鲁文化的粗犷伟壮，又有吴楚文化的

细腻深沉，独具地方特色和古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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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记载， “士朴而不文，实

而不诈，安分而不奔竞，颇有古风。民性勇悍不畏强

御，俭朴不事奢华。惜名节，保身家。土虽广远而瘠

薄，海产渔盐，民多逐末，故田野不辟，米粟不丰。小

民不出境事商贾，不习工艺，虽本土贸易之事亦皆外来

人为之”。“市无贩妇，郊无游女”。“民多贫，婚姻

论财。病不医药，多事祷禳”。丧事“丰酒食，陈鼓

吹，待吊客，多帛亭、彩戏相诩”。随着社会的发展，

境内历史上的风俗有的已消亡，有的发生了变化，但大

部分仍保留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经济上

的改革和开放， “贱商贾，务稼穑”的观念虽仍牢固地

束缚着人民，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东海人的经商意

识却紧跟着形势发展。岁时、礼仪、生计、信仰等习

俗，虽经建国后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包括文化大革命

的“革命化”，形成了一些新的风尚，但传统的包括一

些封建的陈规陋习还未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甚至在某些

方面，如喜丧事中的讲排场，摆阔气，相互攀比之风仍

较严重。

“入国而问禁，入境而问俗，入门而问讳”， “为

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民俗即是政治和社会经

济的反光镜，也是了解“底层社会思想”，探求“一般

邑人思想性情”的晴雨表，同时还反馈于政治和社会经

济， “治国化民，必须慎其习，于习之美者导之，其可

者因之，有弊者严禁以防之，败坏者设法以救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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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为政辨风正俗和抢救民俗遗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指

导思想，我们组织采录蔸集了东海民俗志，以供当代和

后人研究。至于其中的封建糟粕，应持批评态度，以利

移风易俗，告别陋习，建设文明富强的新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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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生计习俗

东海地处苏北，与山东省接壤。自古地瘠民贫，民

以农为本，少习工艺，鄙视商贾，生计困难，衣食维

艰，住行简陋，风尚淳朴。建国后人们的生活得以改

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工农商各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生计民俗也在随时代改变。

第一节生产

东海以农立县，生产水平比较滞后，手工业也不发

达，生计民俗简朴淳厚，不少民俗至今仍得以保存。

一、农业

东海县自古以来“地瘠民贫”，农民“惟知力农务

本”，一直崇奉“七十二行，庄户为本”、“庄户钱万

万年，生意钱眼面前”、“玩龙玩虎，不如玩二亩土”

的古训。祖先堂上至今还奉着“守祖宗清白二字，教子

孙耕读两行”的对联。

东海县地势西从马陵山起，一直向东倾斜到海。西部

为丘陵多种杂粮、山芋；东部为湖荡碱滩，多种麦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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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60年代后才开始普及水稻种植。过去东部土地瘠

薄，多为粘土，素有“有钱不置海州田，干又晾浆湿又

粘”之说。到田里干活叫“下湖”。“夏至水门开”，处

沂沭河洪水走廊，常发大水。秋旱“秋噘嘴”， “七月十

五定旱涝，八月十五定收成。”历史上通收年景少，歉收

年头多。建国后，农业生产才有改变。

农事

耕地。农谚说“宁种当时，不耕二犁。”相信“犁

不过五(寸)”“歇地如歇马”“烂耕二年不长”“五月

耕金，六月耕银，七、八月耕地满湖闯魂”、“二八月

耕地不晒垡”、“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用牛

“打嘞嘞”，左手扶犁梢，右手拿大鞭，老把式的鞭梢

专抽牛腿裆。西部“打嘞嘞”叫“打哈嘹”，有曲无

词，腔调高亢。意为能使牛干活不觉得累。

播种。播种讲究“深耕浅种苗儿旺”， “下耩紧三

摇，收耩慢三摇，地心两步三摇。”讲的是技术。“五

月田，一天高一拳。”“五月豆两头露。”“清明玉米

谷雨棉。”“处署萝b白露菜，立秋荞麦快快快。”西

部丘陵一带“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东

部湖荡种麦“立冬不倒、r，不如搁在家。”讲的是播种

时间。讲究“好种出好苗”“有钱买种，没钱买苗”。

种子来之不易， “宁愿饿断肚肠，不能吃了种粮。”

施肥。“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庄稼不上

粪，等于瞎胡混。”“干牛屎上地，不如老牛放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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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稼老汉不要犟，一个粪底一个样。”“粪不臭不

壮，庄稼不黑不旺。”“谷子没粪穗头小，黍子没粪一

把草。”

锄地。西部称耪地。“锄头有水，锄头有粪。”要

勤锄。 “立夏三天便锄田”“立了秋，褂锄钩。”讲究

时间。“春锄皮，夏锄泥。”“要吃秫子饼，秫根扒成

井。”“锄苘如做花，碰碰一个疤。”是讲技术：

除虫。 “治虫趁小，治时要了。”

收获。 “芒种忙忙收”(收麦)， “立秋三天镰刀

响”(砍秸子)“寒露无青豆”， “蚕老一时，麦熟一

晌。”“九分熟，十成收。十成熟，九成收。”

脱粒。 “快收快打就好”， “扬场要学两手锨”、

“会扬一条线，不会扬一大片”。“稻上场，麦进仓，

黄豆扛在肩膀上”才保险。

土特产

粮食。旧志记载五谷日稻，有黍粳糯三种，有早晚

二熟，有红、黄、紫、赤、斑数色。上述所说的“稻”

实指早稻。1956年以后，东海推行旱改水，种植釉稻，

其中有杂交稻品种；日黍，有黄、自两种；日檫，又称

稗子，俗名穆子，适宜仓储备荒。旧时大户人家常在丰

收年景将?子和泥打墙，遇歉年刨墙漂洗可食；日麦，

有大、小麦和荞麦，还有穰麦，共四种。日菽，即豆

类，秋种夏熟的有大碗豆、小碗豆，春种秋熟的有大

豆，包括黄豆、黑豆，作为蔬菜种的有绿豆、赤豆、白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