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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永嘉县位于浙江南部，瓯江下游北岸，隶属温州市，东邻温州的乐清市，南与温州的鹿城、瓯海
、龙湾三区隔江相望，西接丽水市的青田县、缙云县，北连台州市的仙居县和黄岩区。
&ldquo;永嘉&rdquo;中的 &ldquo;永&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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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水流长&rdquo;。
&ldquo;嘉&rdquo;是&ldquo;美好&rdquo;之意。
&ldquo;永&rdquo;、&ldquo;嘉&rdquo;二字合起来的意思就是&ldquo;水流悠长而俊美&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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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瓯江，南部瓯江北岸和楠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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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时为东瓯王国，东晋时置永嘉郡。
隋唐时起，这里人口密集、商业发达，人文荟萃，文化昌盛，学风蔚然。
唐天祐三年（906）至清光绪十八年（1892），永嘉学子中进士711名。
以薛季萱、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ldquo;永嘉学派&rdquo;反对程、朱理学空谈心性、&ldquo;贵义贱
利&rdquo;等思想，提倡&ldquo;义利并重&rdquo;，注重经世致用，在国内声名显赫，对后世影响深远
。
号称&ldquo;永嘉四灵&rdquo;的徐照、徐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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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永嘉杂剧&rdquo;被誉为现代戏剧之滥觞，开辟了中国戏剧史的新
纪元。
永嘉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永嘉县志》，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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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仙居、黄岩石边区坚持斗争。
　  勤劳、聪颖、淳朴的永嘉人民，不仅创造了璀璨的瓯越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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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具有瓯越文化特征的古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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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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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as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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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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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垟&rdquo;、&ldquo;岙&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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筵定位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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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掸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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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开门炮&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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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初一凌晨竞相去庙宇里&ldquo;开殿门&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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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小事纠纷一般不告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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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争气不争财&rdquo;。
又如菇西、楠溪等地，凡有人家起火灾，乡邻们纷纷提桶舀水前去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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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笑骂&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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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你死开&rdquo;、&ldquo;死开远点&rdquo;、&ldquo;短命鬼&rdquo;、&ldquo;这头毛
儿&rdquo;、&ldquo;你眼睛给屎粘了&rdquo;、&ldquo;你给狗也勿要嚼&rdquo;等。
被&ldquo;骂&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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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凑双&rdquo;(佳偶)，
这是夫妻双双百年偕老的好彩头。
　  楠溪江畔的孝子要头戴箬笠、脚穿草鞋，其内涵是&ldquo;戴箬笠叫遮天，穿草鞋叫瞒地&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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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子要戴箬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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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醉司令&rdquo;&mdash;&mdas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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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头厨有余全年余。
&rdquo;　  正月初一不斗口，不打架。
民间认为若在初一吵骂打架，则全年不宁。
　  正月初一忌说&ldquo;死&rdquo;、&ldquo;病&rdquo;、&ldquo;破&rdquo;等不吉利字，民间以为犯忌
则一年四季不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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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殓时用桃枝的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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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二月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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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端午挂菖蒲的习俗与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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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我地我人我
俗&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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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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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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开山&rdquo;一次，给村民砍柴草作燃料。
&ldquo;开山&rdquo;一般于农历八月间，秋高气爽，又值农闲之时，俗又称为砍&ldquo;八月柴&rdquo;
。
&ldquo;开山&rdquo;时间一般十天至半月，这段时间任何人均可上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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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丧庆吊讲究繁文缛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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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女子属羊守空房&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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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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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鬼婆&rdquo;，如有娶其者，必受其祟。
或以为寡妇再嫁，将来入&ldquo;阴司地府&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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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走一段路的用意，是让前夫灵魂发生错觉，认为妻子到外面办事了，不再跟随。
　  其他陋俗还有&ldquo;赖人命&rdquo;和械斗等。
　  &ldquo;赖人命&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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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赖人命&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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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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永嘉县位于浙江南部，瓯江下游北岸，隶属温州市。
勤劳、聪颖、纯朴的永嘉人民，不仅创造了璀璨的欧越文化，而且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本书展示了既具各地汉族共性，又具区域特色的吴越民俗和永嘉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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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温州大学民俗学学科奠基人姚周辉教授,1957年11月1日出生于云南，2012年4月8日因劳成疾心脏病
突发与世长辞，是我国著名的民俗学家、“神秘文化”研究专家。
教授，硕士生导师，温州大学法政学院副院长，浙江省社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民俗学学会理事，中
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曾任云南师范大学科研处副处长，图书馆馆长，兼任过云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云南省图书馆
学会副常务理事长，云南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云南省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理事，云南
省图书情报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
2002年3月从滇池之畔的昆明来到了东海之滨的温州。
开设过“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概论”、“大学写作”、“公文写作与处理”、“民俗学研究方
法与田野作业”、“中国民间信仰”等本科生及研究生课程。
也许是血管中流淌有少数民族血液的缘故（母为壮族），对少数民族文化情有独钟，大学毕业以来一
直从事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教学与研究，同时对诸如巫医、气功、灵魂、鬼神之类的神秘文
化也颇有兴趣。
曾数次到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和浙江温州洞头海岛及永嘉楠溪江流域进行过海岛渔民民间信仰及古村落
文化等方面的田野作业。
独撰并出版了《神秘的幻术——降神附体风俗探究》、《神秘的符咒——民间自疗法及趋吉避邪风俗
研究》、《失衡的精神家园——中国民间灵魂、鬼神、命运信仰研究与批判》3部学术专著。
前两书曾在大陆再版和多次印刷并被台湾书泉出版社列入“文化探秘”书系在台湾地区出版发行。
合著《畲族民间文化》学术专著一部（排名第二）。
主编《中国民俗知识丛书·云南卷》一部，参编《民间文学概论》、《写作》教材各一部。
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主持省级课题两项，参与国家社科课题两项（排名分别为第二、第三），主持厅级项目两项。
科研成果获省级奖1项，厅级奖两项。
学术研究中既不盲从也不自负，喜用多学科理论对所感兴趣的课题展开多视角、多层次的综合研究，
注重学术性、可读性的有机结合。
远远说不上聪颖早慧，只能勉勉强强列入“小器晚成”之流。
既然如此，当然不敢四处炫耀而只敢“夹着尾巴做人”。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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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生育风俗
　　（二）婚恋风俗
　　（三）祝寿礼俗
　　（四）丧葬礼俗
　六、岁时节令风俗
　　（一）岁时风俗
　　（二）节令风俗
　七、文体与娱乐风俗
　八、信仰风俗
　九、语言风俗
　十、陋俗
　十一、其他
专题篇婚娶、丧葬、岁时节令及禁忌风俗与传说
　一、嫁娶风俗及传说
　　（一）婚前礼俗
　　（二）成婚礼俗
　　（三）婚后礼俗
　　（四）填房（续弦）的特殊婚姻形式与传说
　二、丧葬民俗及传说
　　（一）葬前礼俗
　　（二）丧葬礼俗
　　（三）葬后礼俗
　三、传统时令节令风俗及传说
　(一)传统时令风俗及传说
　　（二）传统节令节日风俗
　四、禁忌风俗
　　（一）生产禁忌
　　（二）日常生活禁忌
　　（三）节日禁忌
　　（四）人生礼俗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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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医药禁忌
　　（六）其他禁忌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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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手工业生产风俗 （三十六行）也有三百六十行的说法，形容社会分工繁多。
永嘉行业颇多，最广泛的是出外弹棉、做木工、养蜂、串蓑衣、建筑、补鞋、理发、做饮食、做服饰
等。
 （工匠类别）本县有木匠、裁缝、篾匠、砖瓦匠、铁匠、理发匠、石匠、水泥匠、打小铁、榨油、做
蜡烛、弹棉、串蓑衣、串棕床、绣花边、打金银首饰、箍桶、土医、屠户、阉猪、米塑、泥塑、扎龙
船头、抬棺材、拉车、做陶器、烧炭、卖老鼠药、卖蛔糖药、卖拳、变戏法、写春联、看相拔牌测字
等。
各有祖师，各专其业。
服务方式多样，有的被请到家中做工，有的主动上门服务，有的在家中加工收费。
 （木匠）本县工匠以木匠居多。
木匠分大木、方木、圆木。
三类。
学手艺要拜师，一般规定学三年，逢年过节要给老司送礼，出师后要摆酒席谢老司，老司则送一套木
工具给徒弟。
 鲁班是木匠的祖师爷，木匠用的尺叫“鲁班尺”，直角形，做木活时挂在颈项上，取时方便。
木匠造好房子，或做好床与陪嫁家具，主人要宴请并送红包。
新房子造好后，若住进去运气不佳，或木床造好后夫妻不和，便认为被木匠老司弄了魇镇术，要请其
他木匠用“鲁班法”来解除。
 （裁缝）也称做衣老司，以女的居多，但也不乏男裁缝者。
裁缝一般上门做活，尤其在婚娶人家，一做就是几天，而且要二位老司同做，表示成双凑对之意。
新中国成立前，男裁缝只做大襟、长衫、短袄之类。
 （理发匠）理发匠男多女少，学理发亦要拜师，一般二年出师。
农民剃头一般到理发老司家里，但在农忙时节，或住在山区较远的地方，匠人也会手提剃头篮上门理
发。
昔日剃头不收现金，全家人口包剃一年，议定多少稻谷。
理发式样：中年人多平头，老人多和尚头，妇女一般剪发不开额。
男人如走亲戚或逢喜事，头发不长也要削额、剃胡子。
老年人剃了头还有挖耳朵的习俗，然在腊月二十六日后至春节期间就不再挖耳朵了。
农家结婚，都要请理发匠来给新郎官剃头，并赏给红包，还要请理发老司吃喜酒。
小儿满月时，请理发老司来剃满月头，俗称“打光光”，要赏以理发老司红蛋、红包。
 （弹棉人）弹棉人，也称弹棉郎，在楠溪、菇溪均有分布，以楠溪港脉为多。
弹棉郎只用一张牛筋绷成的弹棉弓，一把棒锤，一个木磨盘，即可把新棉加工成棉胎或把旧棉胎翻新
。
弹棉郎一般师徒两三人常年在外，个别的携家外出定居，足迹遍及全国，其中在云南、贵州、广西、
江西一带最多。
吃、住在当地农家（有的晚上在堂屋棉胎板上睡觉，盖的是新弹好的棉胎），一般在腊月回家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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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永嘉传统风俗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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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岙”等地名就具有吴越民俗文化特色。
书中收集大量第一手资料，极具保存与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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