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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浮梁，这个与瓷器和茶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千年古县，随着白居易《琵琶行》中“商人重利轻别离，
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讴歌和王敷《茶酒论》内“浮梁歙州，万国来求”的赞誉，早已在世人的脑海里
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浮梁山水宜陶，她用母亲的乳汁孕育出了世界瓷都景德镇。
“高岭土”的开发利用，不仅提升了瓷器的质量，也因其英文名字Kaolin，把景德镇瓷器和中国写在
了一起。
浮梁人还把茶叶送上了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领奖台。
历史上，由于浮梁茶在中国的突出地位，人们往往将“浮梁茶”作为茶之代名词，称茶商为“浮梁之
商”。
浮梁这块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方志敏等领导开创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过重大牺牲和贡献。
李富春、陈毅、粟裕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和战斗过。
“北上抗日先遣队”当年转战浮梁，在这里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如今，屹立在老区程家山和瑶里等地的革命烈士纪念碑，真实地记录下了这一段不朽的历史。
聪慧、纯朴、勤奋的浮梁人在几千年的生产生活实践中，走出了一条“摘叶为茗，伐楮为纸，坯土为
器”、“富则为商，巧则为工”、“茶瓷互利，农工商并举”的发展之路，创造了璀璨的古代文明，
同时也形成了既融于中国文化宝库、又有自己独特地域风格特色的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包含了丰富的文学艺术、宗教信仰、道德、法律、技术、娱乐方式、岁时习俗、生产生活经
验、种种禁忌，内容十分宽泛而丰富。
民俗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文化中最主要的元素，是文化的最初起源，是某种文化长
久存在和发展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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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浮梁，这个与瓷器和茶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千年古县，随着白居易《琵琶行》中“商人重利轻别离，
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讴歌和王敷《茶酒论》内“浮梁歙州，万国来求”的赞誉，早已在世人的脑海里
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浮梁山水宜陶，她用母亲的乳汁孕育出了世界瓷都景德镇。
“高岭土”的开发利用，不仅提升了瓷器的质量，也因其英文名字Kaolin，把景德镇瓷器和中国写在
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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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我们中国人有许多自己的传统节日，如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等。
这些节日都有传统的礼俗，体现着民族的文化精神、道德精神。
这些精神之所以能成为全民族的精神，并不是只靠圣贤的倡导和学校的教育，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的
礼俗传播，其中节日的礼俗便是很重要的部分。
传统节日除了道德教育外，还有其广泛的群众性凝聚力，即通过有规律的节日生活，使民族精神得到
普及、延续和发展，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历经几代十几代仍能保留中华文化，其极其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在于他们始
终保持着民族传统节日的礼俗。
浮梁的传统节日文化也在发展和推陈出新，但在继承与发展中，传统中的许多精华往往是根深蒂固，
其表现形式虽有不同，但内在本质并未因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
本章着重介绍的浮梁节日习俗，它是民族节日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可供读者实用，又可供读者去研究
和挖掘地方节日的文化资源，更好地为当地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生活服务，为创建和谐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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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6年春节后不久，县老科协全体理事围坐在一起，座谈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
高后，带来了人们思想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对目前一些优良传统习俗和地方传统文化正在逐
渐淡化、有的已经被遗忘或正在慢慢消失感到担心和忧虑。
大家希望在我们这一辈人健在的时候，能够将浮梁这个千年古县的民俗文化进行一次抢救性的挖掘、
并把它们整理和记录下来，为后人留下一些可供借鉴和参考的文字资料。
于是，县老科协于当年8月份开始组织人员，着手本书的编著工作，经过3年时间的走访收录和整理编
辑，《浮梁民俗》一书终于脱稿，付印出版。
可以说，《浮梁民俗》一书的问世，不仅填充了浮梁民俗文化史料方面的的匮乏，也算是了却我县一
些老同志的一桩心愿。
《浮梁民俗》能够出版，是县委、县政府重视的结果，县委书记吴龙强亲自为本书作序，县长陶永昌
担任本书编委会的名誉主任，县委副书记、县老科协名誉会长金秋来担任本书编委会主任，常务副县
长陈志坚等领导担任本书编委会副主任，他们把本书作为浮梁文史方面一项重要工作予以关注，并尽
可能提供支持帮助。
《浮梁民俗》的出版，也是我县一批老科技工作者辛勤劳动和奉献精神的结晶，是全县各有关部门、
单位、各乡镇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的成果。
在编纂《浮梁民俗》过程中，我们特别感谢景德镇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景德镇高专、市总工会
、市财政局、市林业局、市交通局、市经贸委、市公路局、市法制局、市宗教事务局、市广电局、市
粮食局、市供销社、市农业开发办、市工业园区、瑶里风景名胜管理局、乐平市纪委和珠山区政府、
景德镇供电有限总公司等单位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他们不仅应邀担任本书的顾问，对本书的编纂工
作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和建议，而且慷慨解囊，为本书的编辑和出版提供资金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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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浮梁民俗》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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