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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
中华民族在其长期奋斗的过程中，既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华文化，又形成了主要因地域差异所造成的地
域文化。
谈地域文化，必须做三个区分：文化核心区、文化基本区、文化边界区。
文化核心区是文化发源地，也是此文化最为集中的区域；文化基本区是此文化相对比较稳定的区域；
文化边界区是此文化影响曾达到过但比较弱的区域。
文化核心区当然是最重要的，因此，首先要做的，是确定文化核心区。
我们现在说的地域文化，其名多取自周代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早在秦统一中国时就陆续消亡了，因
此，这种国名实际上只是一个历史名词。
显然，楚文化、越文化、吴文化都不等于楚国的文化、越国的文化、吴国的文化。
不过，也毋庸置疑，以周代诸侯国取名的地域文化与原诸侯国有一种内在的联系。
这种联系是十分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原诸侯国所创造的文化是该地域文化之源。
因此，一般将古诸侯国的疆域划定为该地域文化的核心区。
问题是，古诸侯国的疆域是变化的，越国在灭吴称霸后，不仅据有现在的浙江全境，还拥有江苏、江
西、安徽、山东之一部，其都城也一度北移至山东境内。
显然，根据越国强盛时的疆域来划定越文化的核心区是不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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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浙江省社科规划重大课题、绍兴市重大文化工程《越文化通论》之一，也是属于独具特色
的开创性研究课题之一，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创新意义。
本书的最大特色就是基于越文化的区域性组成部分，将大量史料和资料汇于一炉，论证越地非物质文
化遗产是浙江省、绍兴市特色文化产业的源头活水，对其核心与灵魂——“活态”的非物质文化作出
了概览、鸟瞰和文化意义的阐发。
　　越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越地民风民俗及其古老百越族习俗文化的传统基因。
它不限于典籍上记载的古越人原始风情，也包括流传于后世的种种越地的民情、礼俗、衣食住行等生
活方式及民间信仰，尤其是从这些习俗信仰中反映出来的越人的质朴、悍勇和开拓进取的心理特征和
精神气质。
　　随着文化生态环境的不断变迁，越文化之非物质文化形态必然要自觉或自发地随之发生非良性变
异或蓰性变异。
面对外来文化和新的生存环境时，兼收并蓄，推陈出新，自我调节，与时俱进，进行基于原质的创新
。
越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越地文化与多种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融与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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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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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虞市民间吹打乐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南宋已很盛行。
明清时期日趋繁华，达到鼎盛状态。
相传明嘉靖年间，民族英雄戚继光带兵抗倭，曾借锣鼓以抗倭寇。
上虞县志记载：“相传明时倭奴人犯，各村团练乡勇，学习队伍保障，一方有警，则交相接应，后太
平无事，遂以戈矛为旗帜，借神通以驱疫，亦保甲遗意也。
”又有：“乾嘉以来，礼拜毕三月中，里人又聚各社各旗，迎东岳帝于城中，乃东西两乡，谓之花迎
，羽葆鼓吹，绣织锦旗，高跷、文马、鱼龙百戏，约排列三四五里许，每年所费甚巨，可见风俗之日
靡也。
”当时各地庙会盛行，其中最大的庙会属县城丰惠的东岳庙会，庙会中最热闹的要算民间吹打乐，有
民谚云：“花迎迎过年，可惜要种田。
”明、清是上虞吹打的鼎盛时期，全市吹打班不下千余个，各村各堡至少一班，有的甚至二三班。
上虞吹打班社有“十番班”、“道士班”、“堕民吹敲班”等。
按演奏形式可分为：大敲：又称大敲棚。
分龙船大敲和纱船大敲两种。
乐器有大堂鼓、小堂鼓、单面鼓、板鼓；锣有抬锣、大锣、二锣、京锣、小锣、月锣（当锣）、凤锣
、争、斗、尽、四小锣、大钹、金钹、次钹等。
曲目有《花二场》、《文武辕门》、《噶嗒志》、《大敲》、《三敲》、《五场头》等。
小敲：又称背敲，因精美的锣鼓架缚于乐手肩背上而得名。
乐器与大敲基本相同，只是小敲的乐器编配简单一些，曲目除大敲曲目外，还有《搜轿吹》、《马上
吹》、《拜笛》、《花烛吹》、《行路调》等ll首。
细吹细敲：又称“打番”、“行宫”，乐器有笙、萧、管、笛、提琴（形似碗胡）、四弦胡，以及京
锣、金钹、小锣、月锣（当锣）、九圆锣、双磐、铃、小堂鼓、单面鼓、板鼓等。
曲目有《步步高》、《福禄》以及江南传统丝竹睦牌等。
上虞吹打有以下特征：大敲、小敲粗犷宏大，特别是招军（先锋）激越尖厉的音调与丰富的锣鼓点相
结合，更凸显上虞吹打的特色。
细吹细敲文静幽雅，或活泼欢快，反映了江南越国乡民思想感情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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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6年秋天我应邀参加“华东六省一市社科联‘区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令我始料未
及的是，给我带来了历时二年的“沉重负担”。
绍兴文理学院的两位教师找到我住的房间，要我为该学院“越文化研究中心”承担一个课题。
我平时的工作和学习相当忙碌，深感难以完成这个重任，但见来者言辞恳切，我心又软，三说两说就
答应了。
这一答应不要紧，耗费的精力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当然也是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诸多专家、学者和前辈师友的错爱，本研究课题还列入浙江省2007年社会
科学重点课题《越文化通论》的子课题，这就更给了我不少压力，重压之下，我就更坐不住了，前后
到绍兴去了五次，其中还到了上虞和诸暨，搜集了几百万字的资料，从中钩沉索引，其中艰辛，就不
去说了，谁让我做出承诺呢，既然允诺去做，那么就必须去兑现，义无反顾，百折不挠地把它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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