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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浙江区域的地方性民俗史，开创了民俗史研究的另一种进入模式和视角。
对于浙江的区域生活，本书从整体和区域出发进行独特视角的观察和叙述，而且，也使民俗史研究进
入了一个微观观察和整理的时代。
该书通过对浙江民俗历史的梳理和审视，使我们更全面也更深刻地了解和认识浙江民众在区域中的生
存方式和根据自己的环境所创造的独特的文化形态，更深切地体会到浙江区域民俗与汉民族其他地方
民俗和文化的互动、交融和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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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华文，男，1959年生，浙江省武义县人。

1984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现供职于浙江师范大学文传学院（文化创意与传播学
院）。
1996年评为副教授，2000年破格晋升为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梁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理事，浙江省民间文艺家
协会主席团委员，金华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广西民族学院客座研究员，江西中国民俗文化研
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义乌职业技术学院文秘专业委员会主任兼职教授。

主要从事民俗学、民间文学、文化学的教学与研究，出版有《民俗文化学》、《丧葬史》、《文身：
裸体的雕刻》、《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合著）、《文化学概论》等著作5部，另有参与编
选编著的著作多部，发表论文70多篇。
《试论文身图式》、《民俗文化学》获第8届和第9届浙江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丧葬史》获首届中国
民间文艺"山花奖"三等奖，《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与人合作）获广西第七届社科优秀成果
二等奖，另外还有多项成果获各种奖项。

一、主要学术兼职
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梁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理事； 　　浙江
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浙江省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浙江省婚姻法学会理事
； 　　金华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

二、研究方向
主要从事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和文化学方向教学研究。

三、主要论著（包括编著）
1．《 武义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3月（ 特约编辑） 　　2．《世界儿童文学大辞典》，希望
出版社，1992.6月（参编） 　　3．《中国民间文学大辞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6月（参编） 　
　4．《畲族民间故事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8月（合作） 　　5．《文身：裸体的雕刻》，上
海文化出版社，1997.9月 　　6．《民俗文化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11月 　　7．《雪球：汉民
族的人类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8月（第一副主编） 　　8．《丧葬史》，上海文艺出版
社1999年11月 　　9．《文化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 　　10．《民间文学教程》，华中
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参编） 　　11．《婚姻习俗与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 　　12．《
汉族民俗史·秦汉魏南北朝》卷（合著），学林出版社2004年 　　13．《民间丧葬习俗》（合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2008年再版 　　14．《丧葬史》（插图新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 　　15
．《浙江民俗史》（合著），杭州出版社2008年 　　16．《吴越丧葬文化》，华文出版社2008年
四、主要论文：
1．《试论民俗学的分类法》，《浙江民俗》1983.3期 　　2．《略论民俗与民俗心理》，《华东师大
学生优秀论文集》1984.4月 　　3．《民俗生活论》，《民族文化》1984.5期 　　4．《试论民俗在〈
红楼梦〉中的地位》，《浙师大学报》1985.3期 　　5．《从“义妇”故事到爱情悲剧》，《浙师大学
报》1987.3期 　　6．《论民俗、民间文学对儿童价值观念形成的影响》，《浙师大学报儿童文学研究
专辑》1987年 　　7．《民俗心理初探》，见《当代中国民俗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10月 　　8．《
吴越民族“断发”习俗之我见》，《民间文艺季刊》1989.3期 　　9．《古代冠礼的一种变异──庆号
习俗》，《东南文化》1990.1～2期 　　10．《一组古老的文化符号》，《浙师大学报》1990.3期 　
　11．《古老的文化因缘──畲族“赤 郎”习俗与洞房经比较研究》，《民间文学论坛》1990.4期 　
　12．《“洞房经”：文化的神话──温 黄平原洞房经习俗的思考》，《东南文化》1990.4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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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房经”研究》，《民间文艺季刊》1990.3期 　　14．《传统童话的文化贡献》，《浙师大学
报》1990.4期 　　15．《司马迁的民俗观》，《民俗研究》1991.1期 　　16．《变异：在于适应文化》
，《浙师大学报·儿童文学专辑》1991年 　　17．《论陈亮的文风与词风──兼论陈 亮词风形成的原
因》，《浙师大学报》1992.1期 　　18．《女性的骄傲──简论畲族机智人物故事》，《民族文学研
究》1992.1期 　　19．《论民俗本质──再论民俗是一种 独特的生活方式》，《民俗研究》1992.2期
（ 笔名陈力） 　　20．《吴越“断发文身”研究》，见《吴越民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月 　　21
．《吴越“文身”习俗研究──兼论“文身”的本质》，《中国民间文化》1992.3期 　　22．《“洞
房经”的仪式及其象征研究》，见《 浙江民俗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8月 　　23．《“长毛杀妖
多多杀”》，广东高教出版社1992.9月 　　24．《吴越文身习俗研究》，《东南文化》1992.6期 　　25
．《生育禁忌研究》，《浙师大学报》1993.3期 　　26．《论高校校园文化》，《浙师大学报》1993.3
期（合作） 　　27．《“断发文身”──一种古老的成人礼俗及其标志的遗存》，《民族研究
》1994.1期 　　28．《黄大仙传说研究》，见《民间文学集成研究》新华出版社1993.12月 　　29．《
拓展一个新领域》，《中国民间文化》1994.1期 　　30．《黄大仙信仰历程及对文学的影响》，《上
海道教》1994.2期 　　31．《黄大仙考》，《上海道教》1994.3期 　　32．《黄大仙研究》，《中国民
间文化》1994.3期 　　33．《走向祭坛──文身的神秘性与严肃性研究》，《中国民间文化》1994.4期
　　34．《试论两兄弟型故事产生、传承的动因》，《浙师大学报》1995.4期 　　35．《试论文身的
源起文化功能》，《广西民院学报》1996.2期 　　36．《简论文身的审美动因》，《浙师大学报
》1996.3期 　　37．《七夕的形成与变异探》，《广东民俗》1996.1.2期 　　38．《威颜千古今犹在》
，《广西民院学报增刊》1996.6月 　　39．《试论文身图式》，《东南文化》1996.4期 　　40．《将谓
偷闭学拜年──中国惧内笑话研究》，《中国民间文化》1996.12月 　　41．《建设一种新观念》，《
中国民间文化》1996.12月 　　42．《论丧葬习俗的等级制》，《北师大学报增刊》1996.12月 　　43．
《论魏晋南北朝的风俗趋向及特征》，《浙江师大学报》1997.6期 　　44．《浅论中国丧俗中的墓地
及其选择》，《广西民院学报》1998.1期 　　45．《在生存与再生之间》，《浙江师大学报》1998.4期
　　46．《上海人形成略论》，《广西民院学报》1999.1期 　　47．《叙述与文化：在表层和隐义之
间》，《民族文学研究》1999.1期 　　48．（韩文）《叙述与文化：在表层与隐义之间－－畲族螺女
故事概述》，《韩中日说话比较研究》 亚细亚说话学会（韩）崔仁鹤编著1999.2 　　49．《迷失的孝
道：中国厚葬之风透视》，《民间文化》（原《民间文学论坛》）1999.2期 　　50．《传统是一种血
液－－论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的关系》，《浙师大学报》1999.4期 　　51．《政府办节的民俗学思考
》，《民族艺术》1999年增刊（《人民日报》99/11/22、《广西民院学报》00/1等转摘观点） 　　52．
《论宋代城市民俗及对后世的影响》，《浙江师大学报》2000年5期收入《民族艺术》1999年增刊 　
　53．《重构传统：〈清明上河图〉与宋代娱乐习俗的开发》，《八婺文化探微》湖南文心出版社
，2000年6月 　　54．《论民俗文化传播涵化的动因》，见《比较民俗论》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0
年8月 　　55．《论民俗文化圈》，见《广西民院学报》2001.6期 　　56．《钟敬文与杭州中国民俗学
会的活动及历史地位》，见《广西民院学报》2002.1期。
 　　57．《丧葬：生存者的信仰文化》，《中国民俗学会年刊》2002年7月。
 　　58．《传统的回归：“成人礼”的现代意义》，《民俗学刊》2002年4月。
 　　59．《失落的光荣：后三套集成时代的民间文学》，《守望民间》2002年7月。
 　　60．《文化教育：文化民族性与个性化的有效方式》，《浙江师大学报》2002年5期。
 　　61．《论吴越丧葬文化的区域性特征》，《广西民院学报》2003年3期。
 　　62．《茶文化：一种极具开发潜能的旅游资源》，《茶·茶文化·旅游》2003年10月。
 　　63．《关注人类的最终归处》，《民俗研究》2004年1期。
 　　64．《论典籍、诗文与传说的交错互动》，《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5期。
 　　65．《论吴越丧葬文化的改革与对策》，《民俗研究》2005年4期。
 　　66．《形式变化与观念守恒》，《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3期 　　67．《殡葬改革与农民利益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68．论肢体语言的民俗性》，《浙江师大学报》2006年
第3期。
 　　69．《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广西民大学报》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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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民国初期的社会变革与民俗文化的改造》，《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71．《细
节变异与地方认同：年文化的一种存在方式》，《文化遗产》2007年第1期（创刊号） 　　72．《论
浙江民俗的演变轨迹及其特点》，《民俗研究》2008年第2期
五、科研项目
1．《作为人类第一个婚姻规则的成年礼研究》，1999年省教委课题，主持人； 　　2．《吴越丧葬文
化》，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00年课题，主持人； 　　3．《民俗文化与中学语文教学研究》，
浙江省教育规划2005年重点课题，主持人； 　　4．《浙江民间丧葬信仰文化研究》，浙江省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2005年重点课题，主持人； 　　5．《浙江民俗史》，2005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浙
江省文化研究工程”重点课题，主持人。
 　　6．《传统节日放假的意义及其如何弘扬的对策研究》，2007年省哲社规划办委托课题，主持人
。
 　　7、，《非遗生态保护区对策研究》，2007浙江省文化厅委托课题，主持人。

六、获奖情况
1．《吴越“断发”习俗之我见》（论文）第一届“飞鹰奖”优秀论文奖。
 　　2．《黄大仙研究》（论文）获93-94年度省民间文学理论作品二等奖。
 　　3．《民俗旅游创意论》（论文）获首届（1995年）民俗文化与民俗旅游国际学术研讨会优秀论
文一等奖。
 　　4．《试论文身图式》（论文）获95-96年度省民间文艺优秀论文奖（最高奖）。
 　　5．《民俗文化学》（专著）获97-98年度省民间文艺优秀理论著作奖（最高奖）。
 　　6．《试论文身图式》（论文）获省第八届（1999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优秀奖。
 　　7．《民俗文化学》（专著）省教育厅（2000年）哲学社科三等奖。
 　　8．《民俗文化学》（专著）获省第九届（2001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9．《丧葬史》获首届（2002年）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三等奖。
 　　10．《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获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002年，参与，排名2）。
 　　11．《丧葬史》获浙江省第十届(2002)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12．《文化艺术教育专业系列教材建设》2004年浙江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参与，排名4）。
 　　13．《文化艺术教育专业系列教材建设》2005年全国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参与，排名4）。

七、近几年为民俗学会所做的工作
1、积极参加中国民俗学会组织的各种学术活动，共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五次，如代表会、中秋论坛、
城市遗产保护等； 　　2、2004年4月在浙江金华市浙江师范大学与中国民俗学会一起主办“民俗、民
间文化与保护开发”全国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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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 总序 习近平
前言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浙江的地理区位概述
一、浙江的地理位置
二、浙江行政区划及其历史演变
三、浙江的区域地理特征
四、地理环境对民俗文化存在的意义
第二节 中国民俗格局中的浙江民俗
一、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民俗结构
二、吴越文化背景下的浙江民俗
三、开放与发展：兼收并蓄与自我生存
第三节 浙江民俗史的演变轨迹及其特点
一、浙江民俗史的演变及其分期
二、浙江民俗发展的特点
第二章 独立发展：史前浙江民俗
第一节 浙江史前的文化遗址和类型
一、旧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
二、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
第二节 浙江史前民俗的发展演变与主要形态
一、以水稻种植为主、渔猎为辅的生产习俗
二、饮食习俗
三、居住习俗
四、衣饰习俗
五、丧葬习俗
六、信仰习俗
第三章 吴越交融：先秦浙江民俗
第一节 吴与越的文化渊源
一、越文化的渊源
二、吴文化的渊源
三、吴越文化的融合
第二节 越文化及其民俗形态
一、独特的“乌语”与语言习俗
二、“火耕水耨”与“饭稻羹鱼”的生产生活习俗
三、善舟楫的交通习俗
四、“越剑”与先进的冶炼铸造技术
五、“断发文身”与越人的衣饰习俗
六、“重神信巫”与信仰习俗
第三节 越民俗对区域文化的影响
一、对吴地民俗文化的影响
二、对中原文化与民俗的影响
三、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
四、对海外的影响
第四章 汉越共存：秦汉时期浙江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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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原视野中的浙江越民族及其区域生产方式
一、秦汉时期的浙江地区的越民族
二、地域特色的生产方式
第二节 秦汉浙江越民族民俗的基本特征
一、鸟信仰崇拜
二、防风的地方神崇拜
三、东阳郡越人斗牛
四、断发文身
五、吴越铜剑与铜镜
六、善用舟
七、越人歌
八、不合中原伦理的越俗婚姻
第三节 秦汉时期浙江越族社会伦理的汉化趋势
一、北方中原乌孝民间信仰在浙江的接受
二、秦汉江东吴越地区对中原儒家教化的推行
第五章 交融与独立：魏晋南北朝浙江民俗
第一节 政权更替与移民对浙江民俗的影响
一、政权更替在制度上对民俗文化的影响
二、移民对民俗的融合与影响
第二节 佛道的传播对浙江民俗的影响
一、道教对浙江信仰民俗的影响
二、佛教的传播对浙江民俗的影响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浙江地方的民俗生活方式
一、浙江的生产民俗文化独特
二、地方性的生活民俗文化
三、人生礼仪民俗文化
四、节日与信仰习俗
第六章 融入汉文化：隋唐浙江民俗
第一节 华夏文化视域中浙江的信仰与区域文化个性
一、隋唐时期浙江道教的兴盛
二、隋唐时期浙江佛教的兴盛
三、隋唐时期“夷教”的传播
四、宗教信仰对个性化民俗的影响
第二节 隋唐时期浙江民俗概况
一、生活习俗——衣食住行及其文化
二、婚姻习俗——深受制度影响的地方文化
三、丧葬习俗——地方特点突出
四、节日与娱乐习俗
第三节 隋唐时期社会等级制度与家庭家族文化
一、社会阶层与特殊群体
二、家庭、宗族和地缘文化
第七章 融合与主导：宋代浙江民俗
第一节 社会变迁与浙江民俗地位的提升
一、宋代浙江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二、民俗的新变化
第二节 南宋都城临安的城市民俗
一、宋室南迁对南宋都城临安民俗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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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宋临安的社会生活
第三节 宋代浙江的岁时民俗
一、节日风俗
二、节令性节日风俗
三、宗教节日
四、其他节日
第四节 宋代浙江的丧葬民俗
一、火葬盛行
二、讲风水
三、做佛事
四、厚葬盛行
第五节 宋代浙江的宗教信仰
一、佛教信仰
二、道教信仰
三、巫风淫祠和吃菜事魔之风
四、卜卦看命与祈梦风俗的流行
第八章 生生不息：元明时代浙江民俗
第一节 元代浙江民俗的基本面貌
一、妇女风俗
二、商业习俗
三、服装习俗
四、饮食习俗
五、家庭器物文化
六、游戏习俗
七、迷信文化
第二节 明代浙江民俗及其变异
一、岁时民俗恢复了传统
二、方言对地方民俗影响明显
三、信仰神灵独特
第三节 明代浙江民俗的其他形态
一、赈灾习俗
二、中秋节赏月
三、观潮
四、游西湖
五、饮茶习俗
六、其他民俗
第四节 浙江民俗的特点及与其他区域的差异
一、浙江民俗的特点
二、浙江民俗的区域性差异
第九章 再认同与融合：清代浙江民俗
第一节 清代浙江民俗中的满汉冲突与民俗融合
一、清初满汉民俗的冲突
二、清初满汉民俗文化融合
第二节 清代浙江的岁时民俗与人生民俗
一、杭嘉湖平原的岁时民俗与人生民俗
二、宁绍平原的岁时民俗与人生民俗
三、浙中南丘陵盆地的岁时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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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清代浙江的民间信仰与宗教民俗
一、清代浙江地方神信仰
二、庙会
三、佛教节日与传统民俗的共生
第十章 主导与主流：民国时期浙江民俗
第一节 历史巨变下的社会文化
一、新旧交替变革时期的浙江历史背景
二、革命的背后：快速变化的地方文化
三、社会巨变与生活习俗的巨变
第二节 城市与乡村：传统民俗依然主导生活
一、岁时节日
二、婚姻习俗
三、丧葬习俗
四、生育寿诞习俗
第三节 在西方文化影响下的新民俗
一、西方文化影响：全国性的一种趋势
二、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新民俗
第四节 民国时期浙江新民俗产生的多元化背景
一、统治者的强制规定
二、上层人士的倡导
三、其他地方文化的影响
第五节 钟敬文与浙江的中国民俗学会工作
一、钟敬文的贡献
二、浙江的中国民俗学会的工作
三、中国民俗学会的历史评价
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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