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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磐安县位于浙江中部，魁于万【ll s丛,-b，被称为"Jfl_ll=2．．

县一·东与天台为界，东北与新吕相连，为：i-l,'-=．f与们居接壤，

西南与缙云-mtt；邻，两与lJ rf：ll：；紧球乃i阳、永肼}。全县地形以安文

镇为首，两翅眨开，似飞艇之状。面积一千一1丁九十六点四

平方公皿。人口十Yh刀--"$_7i1F?,；十--j,,。居民均系汉族。

本县行政区域几经改变。早在元朝为孝义巡枪司。明朝

改设“百J_镇守”。清扔则设“四平县”。至光绪十一句：

’(公元：85∈年)设永，求防分县丞。比困二十八年(公元1 930

年)划东It=I．永J求，缙云、仙^辱、天台五个县边缘山厌il'ii成

县，以“安如磐石"之感命名为磐致县。一九五八年J；：．x．7ic

阳。一九八三年巫盈，县腑设安文饿。

磐安县人民性忠厚，勤劳俭朴。勤于种植，寸土必争，

不管田边地角都种杂粮蔬菜。且惜时如金，经常早起摸黑，档

中饭下地劳动。上山看守粮食，采摘药材，不键繇蛇猛兽。

与人交往，不善辞令，直言不讳，却喜朋好客，-#．5J,l,l尊师敬

老。衣着爱结实耐穿的土布，并喜青内颜色，不求华丽。繁

文缛礼较少，婚丧喜事崇简尚朴，但fj了仰虔诚执着，服从莉警

神较强·由于地处nj区．空气新鲜，加上有早起的良好习
惯，人多长寿。



第二章生产习俗

第一一节农作习俗

本县主要作物有水稻．玉米、大小麦、蕃薯、马铃薯，

粟谷、豆类、葬麦等。

一、田作习俗-本县新渥、深泽、安文、大盘，方前、

尖山、玉峰，万苍、尚湖等乡为水稻产区，稻田均分布在溪

涧两旁。由于廿f区地势高，气温低，霜期早，解放前仅种二

熟。现在除安文区以外，仍二熟制。

(1)播种前秧田畦里追施肥料：根据土质不同，做法符

有区剐。而玉山一带普遍用焦泥灰，因为山区土质较差，使

用焦泥灰可以改良土壤。农谚。 矗东山、斐坞密密烧，勿及

楼下新宅一堆焦力。就是这意思。近年来还在继续使用焦泥

灰，同时也使用化肥。

(2)护秧t秧田畦里施过底肥后，由有经验的人将谷

种均匀地撒播在秧厢里，然后在秧田四周插上树枝或草人，

以防鸟雀叼吃种子，有的还派人守在秧田边追赶麻雀和老

鼠．

(3)养老秧·过去玉山，尚湖一带有养老秧的习惯，

秧龄长达五十至六十天之久．古谚日。_一担稻谷一担秧一、

“娶亲早不及生儿早·种田早不如养秧老"．现已改变育秧

方法，秧龄大为缩短。 ．

(4)开秧门t第一天种田(插秧)，叫“开秧门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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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各家各户作兴捣糍粑、做杨梅、煮鸡蛋、油炸豆腐，

制办腊肉，配酿黄酒，圃家会餐一次，有的还邀请邻舍朋友

一同来吃，以示大家都投入农忙劳动。此俗觋仍沿用．

(5)种田老把式；根据山区山坡田形式样多的特点，

插秧行式各有不同．平原大田一般在大田中间拉一根绳，由

种田老把式领带头沿线边插边退，其余人从旁照样插去．过

去种团老把式竟不用绳子，横直斜均成一直线，插秧技艺之

高，令人叹服。

(8)边插秧边施肥的俗规t插秧时边插边施肥，插秧

者后退，施肥者前进，一进一退，互为追逐，但俗规两者之

问至少要相距五行。

(7)塞毛：插秧时施肥，系用焦泥次以人粪尿或加以

化肥搅拌，揉成谣瓜形园球，～手摔泥球，一手摘泥丸，塞

入插袱时留下的tJ,孑L内，俗叫，塞毛"．近年来塞毛方法已

很少使用了。

(8)关秧门·每户人家种完最后一丘田，就要关秧

门．其仪式是田主从田里的拿一把谷秧回来，甩到住房屋顶

上，以示田已种完，丰收在望。有的待其秧干后，从屋顶上

取下来，作为退热药。此俗现尚有少数人作兴．

(9)塞二轮t插秧后过---t。来天，即需耘呵，除草，

施肥。先用田耙直横耘过后，再行第二次施肥，仍，lj焦泥灰

拌以化肥塞入，又叫嚣塞二轮静。以后则因地制宜勤瀣浅溉。

(1 0)赶瘟神。过去水稻遭瘟则有赶瘟神之举。赶瘟神

均在黎明之际，田主手倒拿破扫帚在田中大声呼喊。“屙煞、

屙煞I纾赶后将扫帚倒插予田I中，也有集合数十人以同样方

法，一起驱赶至邻村交界处的田里倒插上扫帚．安文一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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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迎龙灯送瘟神的习惯，龙灯在田间绕转后，送至村与村交

界处，将灯放在那里过夜。

二、地作习俗。(1)蔷薯：蕃薯为山区重要作物，种

植面积较广，过去采用剪藤插枝繁殖，现在已采用育种苗扦

插。

(2)马铃薯。又称洋芋，以大盘区种植面积较广，易

于种植，产量较高，部分产品运销于东阳、义乌各县。

(3)粟谷。其性耐旱，如俗谚所说。 ‘‘晒不死会铲的

粟，饿不死会化缘的秃静(秃即过去会化缘的和尚)。省肥

料，即所谓“粟芥不用料，只要锄头调一是也。有粘性。是

切年糖、做糍粑、制白糖和酿酒的好原料。

(4)荞麦。是晚秋作物。农谚．“自露养麦秋分菜’’。

葬麦在白露节下种，至霜降后即可收割．如遇干早，玉米禾

苗不齐，补种荞麦，也得之“桑榆努。莽麦加工成粉后，可

制各种面食。传说：吃过荞麦制品，能便出肚内淤积之物。

(5)豆类-有大豆、录豆．缸豆等。农谚说t 以梨花

脱落地，种豆来勿及"。意即种豆要及时，特别是大豆，一

定要争取在清明节前下种，但有个别地方在春社后即种的。

第二节山林习俗

本县境内崇山峻岭。人民长期在山上劳动和生活，形成

独特的习俗。

一、制度。上山有上近山与远山之分，若t远山、高山，

上山之前要做“制度"。即在山口路旁用刀斫砍柴禾，头一

刀斫断一根柴禾的尖头，第二刀砍这断柴禾的根都，再用左

手拣起被劈断的柴身，插于j妻I⋯珞口。做完这个“制度一，

·4·



然后甩左脚起步上山·据说这样做虎豹虫蛇就会远避，能搀

除任何祸祟·

二，伏垄I若砍伐遮荫树，风口树、坟头树等大树，事

先必须做好“伏垄’’。“所谰伏垄”，取伏住地龙不让作祟之

意。即由砍伐第一斧的斧手，用许多卷黄纸，分别压在予计

这棵大树砍后倒伏之处。先压树身倒伏处，叫“伏主垄"，

再压树尖倒伏处，吣搿伏垄尾”，最后压枝叉倒伏处，州

搿伏垄手一。全伏后砍三斧，再由第二人继续砍伐。此时，首先

砍伐的人，要随时检查所伏龙身，龙尾，龙手是否与予测倒

伏方位准确合适，所压的黄纸是否都在，如发现方位不妥，

所压黄纸减少，立即通知替他继续砍伐的人停止动斧，并进

行重新“伏垄一。这样能作出比较正确的予测，确保安全。

拢俗尚在少数地方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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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水口树图)



三、种山t山区树水采取轮番砍伐。砍伐后要烧山，然

后种植玉米、粟符、汕麻等。烧山时，在烧山地带周围先划

“防火道”，也称防火线或火路，≥e宽度视烧山的杂树柴薪

多寡而定。再将防火大道内部杂木柴薪全部砍伐，不留寸革

尺木。待天晴时就可点火烧山。点火处f7：；看风向，必须由山

的上部烧到下部，如从下烧起，则火势猛烈，容易引起邻山

着火。烧山后尚留剩余柴干，称为“火签"·将火签拔去，

才能拘山。 ： 。

掏【II而寸叠石为坛，奉为LIl神，并压以纸香，称为许愿，

祈祷li{神徕佑年成半收，待半收后，用榍礼香烛祭祀，酬谢

山神。拘山时有互相帮助之风，或专门打零工的人科集在一

起拘山，叫“六谷班”。掏山时其人必须横列成行，以免掏

时失手滚石伤人。

lJI{5J好后在芒种前，『播种，俗叫“点玉米"。播种时腰系

圈裙，内放玉米子，右手拿小锄头打穴，左手放予，边点边

埋，颇有意思。

种山的禁忌。凡拘山用的锄，铲，如不用时≥乓柄必须向

上放I如向下放则预兆玉米，将为风吹打而倒伏。无论上山搭

茅棚看玉米，或劳动中休息时，特别卧在山上打盹时，都必须

背靠一座1fI，不可置身两山之间，因山有山神，如置身两山之

闷，山神妣巨推不管。如靠一座山，该i．【lI上俐I将尽力护佑。

四，防兽t山民为了防止禽兽糟蹋粮食，就采取以声、

色，气等方法防兽。山玉米抽蒲后，山民并；棚秆守，夜里定

时．敲锣，≥e声山呜谷应，禽兽闻7}=f逃遁。也有于LjI坑小股水

流处安装木制水轮，乖『J用水力锯击竹筒，发fJ{：玖款之声，胆

小野兽闻之，争槲逃奔。彳r的则用木锤：恐于铁皮箱外，利J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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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力吹动悬锤，锤箱撞击发出响声，驱走野兽．或在玉米山

四周的岩石上涂以白色，或在野兽常出没之处，将橡胶皮，

硫磺、破布，辣茄等放入燃烧的柴火中，以色、气驱兽。有

的地区，则在作物周围，圈以藤条、草绳柴薪、竹篾等，或

以稻堆人和死鸟死兽悬而儆之。用稻草人时，常趁早插出，

勿使人见，否则俗l胃I!p无灵验。

五、打猎；本县山区野兽很多，所以村村有猎人，有的自

愿幺’洽打裂}队上11I打猎，为民除害。拼}狩方法，一是狩猎，也
叫扛抢坐城，即爿}人事先埋伏在野兽必经之地。待野兽到

时列，l：枪射击；二是遣棚，用；指狗，配合锣鼓。大声喊叫·

把隐藏狞的野．fq,．j旺f{：，趁≥e不错，突然射击，三是放吊、在

野兽咪时、用铁笼、铁铗，土制炸弹、放箭、设陷井，放吊

桶而捕杀之。猎物分配：打来的野兽，第一枪命中的，分给

后腿一双；打第二枪的，分给项圈一个I打第三枪的奖前腿

一只，侧道的分给三根肋骨出头的肉一刀。内脏则集体会

餐，余肉按矗；猾人数均分。另外还规定野兽打死以后，在四

足未缚以前，其他人赶到帮助缚脚、抬兽的也可沾光分得一

份。如兽脚已缚好则任何人不得享受。又规定第一人开枪已

击毙野兽，第二人赶到打一空枪也可享受项圈一个之奖，第

三人如开枪也援例得奖。打猎人坐捉(守关卡打)忌穿白色

衣服、吸烟、说话发声。

六、林木，本县森林资源丰富，用材林有、松，杉、毛

竹、木荷，．青岗、樟木、黄檀，枫树、察树、苦槠等等，经济

林有汕茶、汕桐．乌桕、板栗，香榧、银杏、柿材、棕榈等

等。俗语说t “栽得千株棕，万株桐，只愁富，不愁穷。一

矗在山靠山，在水靠水"，可见IJl区人民X,Jill林培育与封禁

·8·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it]d!视。解放前，山林大{!ff5分心公常佛会及私人所有。i』

去由于交通不便，人们fj{证j乖q术，均以』l’：j背为主。

七、坟山和水U山t IU依逃詹思怨，“二r。对坟山和水U

山视为圣地，山上一草一／}：，均动它不得，锚；理较严。玉山

区禁约规定。如有在坟山或水l_I山偷树木者，安{““拖羊”

(洲买ILI羊一只)刺山羊嗽令偷伐者膳蹦人抬着滴血之羊走

遍所偷伐树水之全山，以补缕山龙龙脉之元气。

(水口树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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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火星山t一般坐落于村庄相对之山或者是树落所依

之山，随村而异。火星山大都是山石嶙峋，因石相击，易生

火之意，放必育树木柴草以蔽之。火星山之树木柴禾是全村

居民生命财产安危所系，若有盗窃火星山柴木者，必追究责

任，如万一有火灾发生，民愤难抑，甚至将盗窃者推入火堆

活活烧死。禁例之严甚于坟l【l。解放后，迷信思想逐步消

除，对火星山禁约也随之改变。

第三节 饲养习俗

一，猝牛；养牛有盘养和拼养。拼养写有合同，条件双

方面议．『lI区饲牛一般放山，即早上将牛放到荒山上去，晚上

赶回。无兽害的地方，则在山上过夜。买牛一定要找牡牛牙

部"。选牛要前脚开，后脚拢，讲究“四旋挂腿’’，日肃i清

楚。山民忌吃牛肉，认为吃了牛肉不干净，不能到佛前拜菩

萨。其实，这魁闲耕牛对人贡献较大，吃之于心不忍之故。

=、养猪t山民家家都养。俗语z “勤纺术棉不及懒

饲猪。，，谁家猜养得大，谁家!FI女就光彩。安文一带喜养

“两头乌”，盘山爱饲“天台种”．建修猪栏，均择天赦日

(邮春戊寅、夏甲午，秋戊审、冬甲子)，请泥水匠构栏，

主家烧好点心送到栏里吃，一定要吃光，以示以后饲猪时餐

餐吃光·构栏时，忌跨栏格．栏门上钉以五彩布条以示吉

祥。杀猪忌说“杀"叫“出栏一·杀猪时，养主点香姥纸，

边拜边呼t “愚儿!愚儿!今世变猪，下世做人，^t早超生。”

传说；猪是人变的，西它做人时欠债末还清，故变猪还债。

猪腿上有几个小孔，就囊示已做几世猪。猪会大，说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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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债"。过年时，农家大多耍杀猪，俗称杀年猪，年猪肉腌

好，供一年食用。过年时要刚猪头．猪尾巴，猪脚蹄，大肠

谢佛，同时也要拜猪栏土地。元宵时栏前要点红灯。杀年猪时

要请左邻右舍吃饭，叫“吃猪榍"。

三、养猫t猫是鼠的主要天敌，故人们极为爱护。过去

民间不吃猫肉，说猫肉是酸的。猫死了以后，不进行埋葬，

而以竹篮盛之，挫于树枝。

四，养禽：农家有养鸡习惯。过去养雄鸡为了早上报

晓，所谓“犬守夜，鸡司晨"。另是为过年谢佛之Jfj。鸭喜

吃小动物，本地俗{PJ“饲鸭杀生太多，属阴忿事”，故养者

不多，近年此俗有改。鹅，过去大宗裥祭祖，及五月十三日

关公诞辰时要以鹅为c9}礼，以的地方给大外甥做兰朝须担鹅I

赦也常有人饲之，但其盈甚少。

五，养鱼t沿溪一带如万苍，新宅、窈JiI，安文等处均

彳r放生潭。乡规凡放生潭、放生池IlI之鱼，不能捉、不能毒、也

不能钓，谁若犯之，!必遭惩处。万苍至下庄一段溪流划为放生

潭范围，妊弥陀教所管，确定日期为鱼生日，喂以米、饭、粽

子。安文镇之荷花塘每年在古历正月初七日打鱼，jj|i者用竹

筏撑进塘中，以网捕鱼，所捕之鱼全交族中族长收锊I待捕

毕，其鱼按珊股分配。打鱼者除包给利市外，还分给每人鱼

一个，称“网头鱼”。

六，养蚕·养蚕忌陌生人进入蚕室。俗传蚕娘娘如见陌

生人，就会出现疆蚕(眠后不配)，汕眠(醒后不眠)。蚕

娘娘爱花，所以在缫丝车上插以石榴花，或≥【．他鲜花．也有

在缫丝车上插上新年甩乞丐送米的蚕花。



笫四节 水利习俗

奉县过去有溪稚溪，无溪靠塘，j：{!：{；分水刚“靠y：I：；二

饭”。溃中逐段筑陂莆水，下流未商得同意不能挖上游之

陂。塘水灌溉，按塘之昕有权，以过去田之产权转侈，都得

在契擗上伐明河处池水，流经何丌1。给人过水之}玎，称“过

水田黟。“过水田”得做水圳。靠近村庄之塘，防火、灌溉两

用，塘中立有水标，滟溉不可超标。灌溉一l：具，以前多用水

车，东车有手豫和脚踏二种。脚蹒的单人、双人御多人不

等，有的地方用戽斗戽水，也有用竹簿制成，称竹筒牟的。

人力轮番率水时，有以点香计时，也有几J绕线子计时，即以

踏完一个线予轮换，此法比，_香计时较为合理；解放后，兴

建水帘，灌溉方便，}f；}溪犬早时滥水也采用电灌机器。

笫五节工匠习俗

本县旧时工匠较少。俗语说： “锄头口，供十口，斧头

口，口对口。劳安土重迁，一般不愿让予女学手艺。师傅对

学徒的要求也较严格，学徒工作艰苦笨重，饮食起居都有规

矩。拜师必立契约，叫“投师约”。并婴设洒做师。过年过节

要向师傅送礼。一般规定-“三年学徒，三年半作"后才能出

师。出师摆酒席，称“满师酒"。出师时师傅送的工具。其

多少，按平时师徒关系而定。

凡泥水、木匠，石匠皆崇拜鲁班，所用之尺，叫“鲁班

尺舻(约等市尺八寸)。房屋建成之日，要拜祭鲁班先师，

·12 o



其祭礼由泥水、木匠分享。宴会座位以石匠为先，次泥求·

后木匠。

其他手工艺匠尚有裁缝，篾匠，铁匠，桶匠，漆匠．棕

匠，雕花匠，鞋匠，瓦匠等等。剃头、阉割、轿夫是“小姓一

所做行业。解放后，剃头为轻松活，凡体力薄弱及年轻妇女

以剃头理发为业者，不乏其人。

第六节 商业习俗

一、集市：本县榘市有安文、尖山、新渥、尚湖、赞余

田，方前、岭口等处。除安文镇一九八四年古历六月份起改

为每旬逢二、五、八日为集市外，；e他各地五日一市，新溜

五，十为市，尖山西、九为集。县肉以安文．尖111．新淀三

处集市比较热闹，闹市时问也较长。

二，交易I依商品类别，各有地点，如猪牛市场，蔬菜

市场、柴薪木炭市场等等，以便买卖者集中选购商品。猪牛

市场都有“牙郎"从中介绍。过去猪仔买卖，买后六天内，

发现患病症，可退回卖主。过六天则无此规矩。市场交易货

物，大部分为土特产，家畜，竹木、农家具、农作物，药材

及各种作物秧苗。各种水果成熟时，如西瓜，香瓜，柿、火

栗等等也多在市场上出售。东川之粟，云山之柿，过去颇享

盛名。新渥一带所产西瓜运销省内外。

三、坐商与摊贩，本县坐商有南北杂货店、布pi、陶瓷

器店，药店，饮食店等等，店家对买主有赊账习俗，大户的

起稍记载所赊货物，小户的≥!IJ凭账木记帐，按规定六月六

日、十二月廿五日前为讨账、结算之期。四十年代因货币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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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店户废除赊欠之规。摊贩以饮食业居多，如酒摊、肉摊、

面摊、馄饨摊、水果摊杂货摊等等。每逢会场则摊贩云集，

其中工业^矗也较多。

笫七节粮食加一l二

过去山区粮食1Jilt，大部分依靠人力、畜力，水力，工

具都是原始的石器，如石臼，石杵，石磨、碾子、踏碓，水

碓等等。

一、踏碓和配{予：加工去先用石口、石杵、碾予、踏准。

碾子系，n一犬石盘竖向滚动，可将稍符去壳。踏碓以石l：=1、

石杵按杠杆原理制成，用脚踏之，捣去谷壳。

=、手磨、腰磨、牛磨。加工成粉用于磨、腰磨、牛磨

等。手磨是在石磨上片装上磨纽，再用木钩钩住磨纽孔成连

杆状，手推木钩使磨转旋。腰磨系石磨上片装J二短横术，人

腰靠横木，人跟横木转圈。牛磨即用牛力拉磨，将牛蒙住眼

睛，彳i磨跟牛转刚而转旋。

三、水碓；，水碓灶过去山区利用水力资源的一种简单

机械。它的构造方式视水位高低，水流量大小，流速快慢而

定。水位低处，采JiJ伞轮。伞轮是用水木结构造成网盘，盘中

有术板分成扇形术褶，其盘按水斗，再以木槽接以水流，

流冲木褶，则盘转动，盘上轮轴通到楼上，轴上按石磨，

j‘1．If于磨粉赖此。水位高处，以水轮为竖式，在轮轴一端

再按一木轮与另一餐轴轮齿交叉，水轮转动，另外两轮也

随之而转。轮辅上再安装十字轴与石杵木千棚交，十字碓花

转动，石杵_E下跳动，可以捣米。水轮大小，宽狭，要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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