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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永嘉县位于浙江南部，颐江下游北岸，隶属温州市，东邻温州的乐清

市，南与温州的鹿城、四海、龙湾三区隔江相望，西接丽水市的青田县、结

云县，北连台州市的仙居县和黄岩区。"永嘉"中的"永"字是个象形字，

在甲骨文中就像水的主流分流出的一条向右的支流，在金文中则更像水

流的形状，其本意是"水流长"。"嘉"是"美好"之意。"永"、"嘉"二字合

起来的意思就是"水流悠长而俊美"。永嘉属东南沿海丘陵地形区，北

部、西部有括苍山盘踞，东部北雁荡山蜿蜒。地势自北向南倾斜，山间谷

地依山势延伸，中部楠溪江自北向南纵贯注人阻江，南部阻江北岸和楠溪

江两岸为冲积平原。

从出土文物来看，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境内繁衍生息。西汉

时为东阻王国，东晋时置永嘉郡。隋唐时起，这里人口密集、商业发达，人

文套萃，文化昌盛，学风蔚然。唐天桔三年 (906 )至清光绪十八年

(1892) ，永嘉学子中进士 711 名。以薛季置、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

嘉学派"反对程、朱理学空谈心性、"贵义贱利"等思想，提倡"义利并重"，

注重经世致用，在国内声名显赫，对后世影响深远。号称"永嘉四灵"的

徐照、徐矶、翁卷、赵师秀，是南宋中后期中国诗坛的著名流派。起源于北

宋徽宗宣和之后的"永嘉杂剧"被誉为现代戏剧之滥筋，开辟了中国戏剧

史的新纪元。①

① 永嘉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永嘉县志>>，方志出版社 2∞3 年版，第 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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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溪江畔，又是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

就成立于楠、溪五尺村。抗日战争时期，永嘉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在永

嘉、青田、绪云、仙居、黄岩石边区坚持斗争。

勤劳、聪颖、淳朴的永嘉人民，不仅创造了璀珠的阻越文化，而且创造

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永嘉人的先辈们不仅留下了新石器时代的不少

遗址，东汉以来的古窑址，宋代以来独特规格布局的古村落，及大量明清

时期的宅第、牌楼、砖塔、路亭、陵墓等古建筑，构成了具有困越文化特征

的古朴自然、协调优美的人文景观。

近几年来，由于在永嘉开展古村落文化和民间艺术的调查研究，我们

亲身体验到了永嘉丰富的民俗文化底蕴。在开展古村落文化和民间艺术

调查研究的同时，我们也注意调查搜集永嘉民俗，尤其是永嘉传统风

俗①。呈献在各位读者面前的这本《永嘉传统风俗志>，便是我们在调查

搜集永嘉民俗过程中获得的两份珍贵资料基础上，结合调查收集到的永

嘉民俗编著而成的。

本书为我们展示了永嘉既具各地汉民族共性，又具区域特色的丰富

多彩的吴越民俗文化和永嘉传统民俗文化，如"坪"、"番"等地名就具有

吴越民俗文化特色。在其具有的各地汉民族共性的民俗文化之外，极具

区域特色的丰富多彩的永嘉传统民俗文化可谓数不胜数。例如:

永嘉各地路边过去多有凉亭(也叫路亭) ，亭中置石凳或方正石块，

长年免费提供茶水，为过路行人歇脚、避风躲雨提供方便。

旧时永嘉岩头一带的婚礼多行坐笼定位仪式。在乐鼓声的伴奏中，

先由男方两个伴娘表演掀帘、开关门、挂画、缚丝、弹尘、敬酒、分筷、见礼

等舞蹈动作，然后由新娘表演。伴娘的表演轻盈活泼，自然大方;新娘的

表演则略显拘谨含羞。

永嘉各地大年初一一早家家户户要放爆竹，然后开门，名之"开门

①所谓传统风俗，指的是主要以传统社会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前)为产生和生存环境的民俗，而以

民族一国家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产生和生存环境的民俗则称为新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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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人们在初一凌晨竞相去庙宇里"开殿门"，以第一个早去者为最吉

利。家中中堂悬挂祖宗画像，摆香案供品，大户人家还要摆上珍玩(五日

年满才收藏)。男女老幼，新装洁服，先祭拜祖先，再顺序拜望长辈。

许多传统民俗，表现了永嘉人既敦厚朴实而又直率的性格。例如，菇

溪、楠溪人民，为小事纠纷-般不告状，不打官司，通常请地方有名望的人

或亲邻来调解。但在村族中无法解决，蒙受极大冤屈的情况下，必定要进

府县告状，虽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所谓"争气不争财"。又如菇西、楠溪

等地，凡有人家起火灾，乡邻们纷纷提桶茵水前去灭火、救人搬物。事后

又给灾民安置，即使与受灾户平时有仇，鸡犬不相往来，此时亦摒弃前嫌，

前往尽力救助。再如，永嘉农村有"笑骂"的习俗，男女互相笑骂，虽出口

粗野庸俗，却不认为是恶语伤人，如骂"你死开"、"死开远点"、"短命

鬼"、"这头毛儿"、"你眼睛给屎粘了"、"你给狗也勿要嚼"等。被"骂"者

会毫不生气地回骂对方。

永嘉的每一种传统民俗，几乎都蕴涵着对应的文化内涵。例如:新

郎新娘加迎亲队伍人数再加上送亲队伍人数应为偶数，这叫"凑双" (佳

偶) ，这是夫妻双双百年借老的好彩头。

楠溪江畔的孝子要头戴磐笠、脚穿草鞋，其内涵是"戴磐笠叫遮天，

穿草鞋叫瞒地"。传说是缘于孝子担心尽不到孝行，怕苍天斥责，所以父

母死亡，孝子要戴奢笠，穿草鞋来遮天瞒地。

不同的地方祭灶有不少的花样，不同的花样表达了不同的内涵:有的

用糯米糖抹灶神像的嘴，为的是使他吃了甜食后嘴软，免得他去讲坏话。

糯米糖是粘牙齿的，把灶王爷的牙齿粘住，他就不可能乱说话了。有的用

酒糟抹灶门，这叫"醉司令"一一目的是让灶王爷醉得不能说话。

许多节日习俗表现出节日时空是一个特殊的时空。例如:每年正月

初一日，有早饭要多煮的习俗。早饭多煮，为的是吃了还有剩余。俗云:

"头厨有余全年余。"

正月初一不斗口，不打架。民间认为若在初一吵骂打架，则全年

.3. 



不宁。

正月初一忌说"死"、"病"、"破"等不吉利字，民间以为犯忌则一年

四季不吉样。

众多优美的永嘉民俗传说体现了风俗与传说的关系。诸多传说解释

了相应民俗的由来，诸多民俗因有传说而显得有根有源。例如，在洞房中

摆放田鱼的传说、收脸时用桃枝的传说、痛痛快快过年的习俗与传说等。

这些风俗传说不仅情节动人，附会巧妙自然，而且具有极高的道德教育意

义。如二月三吃芥菜饭的习俗及其由来的传说，不仅表现了珍贵的友情，

同时表现了劳动妇女的聪明能干。端午挂富蒲的习俗与传说，展示了劳

动人民的高尚品质。过年前做米饼和痛痛快快过年的传说，体现了劳动

人民豁达乐观的生活态度。不少传说所表达的民间理念和诉求与当时统

治者的主流观点可谓截然相反。为旗帜鲜明地表达民众自己的心愿，传

说的创造者和再创作者(传播者)对传统传说进行了加工改造，甚至不惜

张冠李戴，跨越漫长的时空，把不同时代的人物、事件拉在一起，与"我地

我人我俗"相附会，将传说的变异性特征张扬得淋漓尽致。这些，在本书

所记述的许多传说中多能看出。

在永嘉众多的传统风俗中，还有许多直接体现传统道德的良俗。例

如:兄弟分家，自立门庭后，必须共同奉养上辈。如果父母自己吃住，儿

子每月或每季要供给谷米及买薪买菜的钱。父母年老则由兄弟轮流供

饭，三五天或半月一轮，轮到哪家，父母即到那家去。父母尚有劳力也会

尽力帮助儿媳料理一些轻微家事。

永嘉多古渡口，如菇溪大码道、东岸、峙口、珍溪、龙河、溪口等处，均

有渡船。摆渡称义渡，不收渡船钱。麦子熟后渡工才会到农家收些谷、麦

略抵渡资。

永嘉许多地方十分重视保护森林，每年"开山"一次，给村民砍柴草

作燃料。"开山"一般于农历八月间，秋高气爽，又值农闲之时，俗又称为

砍"八月柴"。"开山"时间一般十天至半月，这段时间任何人均可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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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各户分得山场砍采。砍采时间到，则复禁山，并贴出禁约。

当然，永嘉传统风俗中也有不少陋俗。

首先，婚丧庆吊讲究繁文缚节，崇尚奢侈铺张。

其次，有不少歧视女性的风俗，较突出地体现在许多禁忌风俗上。比

如认为女性的生肖属羊者，出嫁后必克其夫而寡居。谚云"女子属羊守

空房"。再如，俗以为孕妇是不洁之人，打水井时禁忌孕妇来观看。俗以

为如果孕妇来看打水井，则打不出水，即便能够打出水，水质也是不好的。

打鱼人一早出门捕鱼，也忌讳遇到孕妇。民间认为打鱼人一早出门捕鱼

遇孕妇，这一天将会打不到鱼。而最忌讳的是孕妇参与红白喜事。不仅

不能让其做伴姑或参与铺新娘床等，新婚洞房同样禁止其出人。如果孕

妇参与葬仪祭祀，则不准触及祭祀物品。俗以为犯忌会冒犯神灵，招致灾

祸。寡妇也同样被认为是不洁之人。俗以为妇人的亡夫之魂魄常随妇

身，故又称寡妇为"鬼婆"，如有娶其者，必受其祟。或以为寡妇再嫁，将

来人"阴司地府"会有两个男人争分其身。因此，如果寡妇再嫁，必徒步

走到半路再上轿，否则，前夫的灵魂会跟寡妇而去。先走→段路的用意，

是让前夫灵魂发生错觉，认为妻子到外面办事了，不再眼随。

其他陋俗还有"赖人命"和械斗等。

"赖人命"指的是女儿在夫家横死(如夫妻相骂或婆婆虐待儿媳，儿

媳上吊、投河、服毒死亡等) ，娘家即纠集亲邻前去，不问原因，拆屋倒墙，

杀猪宰羊给众人吃，甚至殴打夫家的人。夫家的人如遇到"赖人命"，往

往要躲避。

械斗是旧时村与村、族与族之间，为争山地、坟穴、水源、田界等发生

的集体殴斗。若父亲在械斗中死亡，其子女由宗族负责抚养。为械斗而

打官司或坐牢的族人，其费用由族中负担。有的村落之间甚至因械斗结

下世仇，互不通婚，亲戚情绝，村民老死不相往来。好在这两种野蛮的陋

俗在新中国成立后已渐成历史。

让我们以本书为舟船，漫游于永嘉传统民俗的海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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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家族、宗族与村落管理风俗

家庭、家族、宗族与村落管理凤俗

[姓氏]永嘉大姓首为李、王、张、周、陈、潘、徐、谢、滕、刘、麻、林、金，

次为赵、吴、孙、胡、朱、郑、汪、汤、蒋、叶、魏、谷、杨，第三为何、马、黄、罗、

唐、董、袁、程、邓、宋、吕、苏、卢、蔡、姜、廖、邱、贺、韩、钱、曹、谢、薛、杜、

夏、范、秦、占等共 134 个姓氏。

[宗族]同一男性祖先的子孙，若干世代相聚在一起，按照一定的长

幼尊卑等规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一种特有的社会组织形式。

宗族下分若干房族，族里辈分最大、年长的为族长公，享有权威。田地、房

产、分家、继承者等诸事纠纷等，都要请族长出面调解。同房分内的人，最

为亲密，有事互相帮忙解决。若为外族欺辱、诉讼，则合族相帮，甚至不惜

与异性外族械斗。

[宗祠]也称祠堂，为同族活动的中心，如春节与清明祭祖、中元节做

功德道场，除夕合族聚餐吃年饭等活动多在此进行，宗祠中还可摆放空棺

木。昔日处理件逆不孝、伤风败俗、欺凌弱小者，由族长擂祠堂鼓，开祠堂

门召集议事。同族共奉同一宗祠，中堂供太祖塑像或画像，族中去世的人

都供一香炉，并写上姓名。每逢年节，合族到宗祠里祭拜祖宗。

{房族】宗族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分支衍化而成的次一级宗族结构，由

始迁祖的儿子各自繁衍成多个房族。宗族下分若干房，如大房、二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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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或礼房、义房、仁房等，以此类推。房族近支者不准结婚，房族内某家房

屋出卖、出让，近支者可有优先权。村内宗族逢庙会演戏、迎佛、元宵划龙

灯等，由各房族轮流出资主办。逢婚丧红白喜事，房族内的人都自动来帮

忙料理。

{宗谱】也称族谱、家谱、家乘、谱牒等，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

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庭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形式。一

般二十年重修一次，一次需在一年时间内完毕。修谱时设总局与分局，每

户要出丁口银作为做谱先生的工资及支付其他诸项费用。修谱时，要将

每个房族的人丁、姓名、生卒、年月、婚配、子嗣及葬地等详列，并画先祖遗

像，撰写人物传赞、行略、谱序、祠祀、众产、著作、纪事等，为族中有业绩、

地位者，如忠臣孝子、节妇烈女、名儒等立传。谱牒上写上谱名、乳名、书

名。谱牒编篡完成后，刻板印刷或正楷缮写，分成几册，由族长或分房保

管。谱牒不能任人随意翻动，昔日如需查谱须在宗祠用福礼拜过祖先方

可开谱。逢每年农历六月初六须晒谱一次，以驱蛙虫。

【圆谱]谱牒修缮完成后以谱牒祭拜宗祠与祖墓，合族相庆，盛设圆

谱酒篷，每户人丁齐来吃酒。又做完谱戏，邻村同姓宗族派首事前来庆

贺，送来彩缎、匾额、花红美酒、全副猪羊，吹吹打打、热闹非凡。

【众田]也叫义学田，是宗族为培养与鼓励子孙上进致仕而专设的回

产。菇楠溪一带素来重视读书，昔日贫寒子弟如果考取初中、高中等学

校，可通过享受众田产业资助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家法族规}规范宗族内成员行为的共同准则，大多是宣传儒家伦理

道德和崇尚尊亲睦族的基本内容。如家政由祖父或父亲主持，其内务由

祖母或母亲管理。下不得犯上，晚辈须尊敬上辈。孩子与人打架，要告诉

他的上辈作为警戒。孩子逃学、偷窃，要责打，懒惰要责骂。每餐开饭时，

长辈坐上首，晚辈与媳妇须坐下首。男人上山下田未归，妻子儿女要等他

回来才开饭。客至设宴，多由家长作陪，子女不许上桌，否则为失礼。人

家赠送果品糕点，要奉敬长辈和分与孩子。昔日三、四代同堂的书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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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诗礼传家之大户，都有家法族规且实施森严。

[称谓】村族与家庭中各有称谓，家庭中对尊长不得直称其名。旧时

夫妻间不唤名字，多叫某某(孩子名)爸或某某(孩子名)娘。菇溪一带男

人对他人称呼妻子为"我的屋里"，妻子则称丈夫为"我的男子客"。村里

同族人见面，不叫名字，各有称谓，如男人叫阿公、阿爷、大伯、二叔、三哥;

女人叫阿婆、阿婶、阿嫂、姑姑等。对亲戚长者也不得呼其名，如称舅舅、

舅娘、姑父、姨娘等。同辈的族人或亲人，则可直呼其名。

[兄弟分家]几个兄弟分居时，邀请娘舅(舅舅)和亲房叔伯等来配

搭全家财产。除拨给上辈部分房屋、用具、口粮之外，其余房屋，田地等所

有财产按有几个兄弟配搭成几股均分。如果兄弟相争夺发生矛盾，由娘

舅公正裁定。民间认为，各外甥在娘舅看来如同"手背肉、手掌肉"，都是

一样的，因此娘舅裁定，甥皆拥护。俗云"天上天公(玉皇爷) ，地上母舅

公。"又云"如果分弗落，只叫娘舅来。"或是双方协商聘请乡里有名望的

士绅、房族长辈做中人，中人要在契约或"分书"上写上名字，经父亲画押

确认才有效。分家后要盛办分家酒，诸兄弟之妻的娘家都送来家用生活

器具、谷物等，以资女婿女儿成家立业。

[瞻养]分家后，兄弟自立门庭，但必须奉养上辈。如果父母自己做

吃，儿子每月或每季都要供给谷米与买薪买菜的钱。父母年老则由兄弟

轮流供饭，三五天或半月一轮，轮到哪家，父母即到哪家去。父母尚有劳

力会尽力帮助儿媳料理一些轻微家事，或带领孩子。

{亲眷]亲眷重礼尚往来，每年四时八节互相送礼，新年拜年。亲眷

家里逢红白喜事，都相约送礼吃酒。每逢村庙演戏，亦请亲眷看，并备办

盛肴招待。有的人家遇民事纠纷、诉讼等，也请亲眷来帮忙，商量解决。

但一般超出五服的老亲，四时八节不送，只保留春节拜年习俗。老亲往来

坚持不久，上辈那一代过世后，下辈有些儿孙就人情冷淡，甚至断绝来往。

俗云"只有千年房族，没有百年亲眷。"

【继子】无子的人，把别人的儿子抱来当自己的儿子继承香火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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