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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嘉兴岁时风俗研究

——基于地方志的考察
1

王火红

（嘉兴学院党委（校长）办公室，浙江 嘉兴 314001）

【摘 要】：通过对明清时期嘉兴地区地方志文献岁时风俗记载的梳理分析，认为在明清时期嘉兴岁时风俗里，

农桑文化是嘉兴人终岁勤动的温饱根基，多重信仰反映了嘉兴人对人寿年丰的美好期盼，伦理人情是嘉兴人萦绕心

头的淳厚乡音，习俗差异反映了嘉兴人多姿生活的时空变迁，对传统岁时风俗的合理传承有利于促进嘉兴地区经济

社会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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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风俗是人们约定俗成，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转换相适应，有特定活动内容的风俗习惯，代表着一个地区民众独特的

生活方式与独特的社会文化，被誉为区域文化的一面镜子。嘉兴春秋时地跨吴越，兼有吴地辞让与越地勤俭之遗风；楚并越后，

又接受了百余年楚文化的影响；秦时归属吴郡，民间习俗以吴俗为主；西晋末与北宋末，北方衣冠之族渡江而南，带来了中原

文化；[1]宋以后，嘉兴地区社会日趋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独特性与多元化的社会风俗基本沉淀成形。至元《嘉禾志》是现存最

早的嘉兴地区地方志[1]2051，关于嘉兴风俗仅转载前代文献寥寥数语的概说，对岁时风俗未提只字。万历《秀水县志》第一次以独

立章节的形式记载嘉兴地区岁时风俗，此后的嘉兴府及各县地方志逐渐对岁时风俗有了单篇的记载。本文主要依托现存的明清

时期的嘉兴地方志文献，以梳理出的 77 种岁时节令与相关习俗活动为研究对象，分析嘉兴明清时期时令节日习俗的文化根基、

民众心理、时代变迁与地区差异，探讨其反映的嘉兴地方历史文化发展动态。

一、农桑文化是岁时风俗里嘉兴人终岁勤动的温饱根基

嘉兴素有“秔稻之乡”“丝绸之府”美誉，万历《嘉兴府志》载“春秋时，携李当吴越之交，自越王甲粢、乙黍、丙菽、

丁粟，非夫人之织不衣，而农桑重”[2]；弘治《嘉兴府志》载“嘉禾之俗，终岁勤动，饷给于国而尺寸之土必耕，衣被他郡而机

抒之声不绝”[3]3-4。自春秋时代开始，以农桑为重的农耕文化便成为了嘉兴地区社会风俗的根基，嘉兴许多岁时风俗源于人们根

据不同季节的特定时间安排的不同农事活动，尤其稻作和蚕桑风俗最为普遍且最具特色。

（一）贯穿一岁始末的稻作习俗

春季是播种的季节，嘉兴很多习俗都是围绕水稻劝耕、预测丰收而展开。官府在一年之始的立春节令，要举行盛大的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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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迎春礼以劝农耕，“立春前一日，官府迎春于东塔寺，居人竞以米豆撒春牛（以泥杂稻草为之）背，曰打春。立春日，有司

率诸执事祭芒神，各执彩仗鞭土牛，曰鞭春”[4]11。立春时桐乡地区有种春田之俗，“立春前一夜，乡人围土作塍，分东西塘，

纵横皆丈余，挥秧其中，以占水旱丰啬，名种春田”
[4]11

。正月初三、初四或元宵前，嘉兴各地农家均举行照田蚕活动，以所烧

稻草火色占一年丰歉，“田间缚刍，木末扬以绯帛，夜击金鼓焚之，侑以祀词”
[5]40

。

一些习俗是先民对水稻种植规律的经验总结，如谷雨时，田家开始浸谷种，“宜用腊雪水，春雪则生虫”[7]6；小满动水车，

要开始为水稻灌水；八月二十四日为稻藁生日，开始割新稻开稻门；九月十三日稻生日，晴则水稻易刈获。春种秋收之际，嘉

兴乡民均举行盛大的祭社活动，祈求报答土地之神的赐予，“春分后戊日为春社，田家醵钱为会，牲礼赛神，以祈丰稔”[4]13，

“秋分后戊日为秋社，醵钱为会，牲礼赛神，以报丰稔”[4]15。

水稻的种植回馈了嘉兴人丰富的节日美食，如立春的春饼，元旦的椒柏酒、糖糕，元宵的灯团，清明的青团，立夏的百草

芽粉饼，端午的粽子，中秋节的俸糖，重阳的米糕，腊月的三白酒、腊八粥、年糕等米食，构成了嘉兴人岁时里回味无穷的节

日味道。

（二）相对集中的蚕桑习俗

蚕桑业作为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的主要产业，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蚕桑习俗。但从收集的嘉兴地方志文

献看，海宁①2、桐乡的地方志对养蚕习俗记载较多，嘉善县志仅有“四月四曰，蚕始茧”[8]33 等几条，平湖、海盐县志相关记载

也较少，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蚕桑习俗在地方志文献中记载的不均衡。

养蚕以桑叶的生长周期为限，相关习俗多集中于上半年。清明时节，桑叶抽芽，蚕妇开始育蚕种，“是夜有育蚕之家，各

裹蚕子于棉衣中，卧身下，谓蚕得人气始生”[9]19。在蚕家看来，蚕宝宝生病是因为白虎、蚕崇之类的邪怪作乱，为了祈求蚕宝

宝健康成长，蚕家均举行禳白虎、驱蚕崇、挑青的仪式，“育蚕家设祭禳白虎，门前画石灰象弓矢，驱蚕崇也。食螺蛳，名挑

青，盖蚕病谓之青娘，故云”[7]6。三月十五日，蚕家还要举行祭蚕神仪式祈求神灵保佑蚕茧丰收，蚕神也称马鸣王菩萨，“像

作妇饰，而乘马，即古之马头娘也”[7]6。谷雨前后数日，大部分蚕种顺利地孵化成蚕蚁，可以收蚕了，有谚云“谷雨不藏蚕”[10]8。

四月为蚕月，浙西地区乡民几乎都在忙着养蚕收茧，“育蚕之家各闭户，亲邻毋得轻人。官府暂为停讼，谓之‘放蚕忙’。浙

西皆然”[9]19。植桑养蚕是为收茧取丝，小满时节蚕家动丝车，准备取茧缫丝。到了十二月十二日，养蚕之家“各以盐卤、茄灰

熏揉蚕子，藏之谷壳中。至廿四日，则出之浴于川，以待春至”[9]20。来年，蚕桑习俗又在新的时间轮回里重复。

蚕桑的种植和养殖同样丰富了嘉兴人的节日生活。养蚕需要大量的桑叶，在蚕育种之时船乡就有人划船问叶价。为了及时

运送桑叶，船家往往奋力划船以求迅速到达，以至于嘉兴地区清明前后有了与之有关的娱乐活动，“时王店市河及荐泾有摇快

船之戏”[4]13。在端午蚕茧始出之时，妇女以蚕茧和丝织物制作健人符或香囊，“妇女剪黄白茧为花，裂五色缯，肖人形，曰健

人，佩之”，“妇人染练，咸有作曰月星辰鸟兽之状，文绣金缕，贡献所尊。又有青、赤、白、黑为四方，黄为中央，囊雄黄

艾香诸物”[11]4。

二、多重信仰是岁时风俗里嘉兴人对人寿年丰的美好期盼

嘉兴地方志风俗篇有“信巫鬼、重淫祀”“崇异教”“尚浮屠之教”等描述，有楚文化的遗响。从具体岁时风俗看，嘉兴

民众具有自然与神灵信仰、宗教信仰、迷信禁忌信仰等多重信仰，均反映了嘉兴人民希望通过借助自然外力或规范自身言行来

消祸祈福的原始心理。人们对人寿年丰美好生活的不倦追求，借助各种信仰架设的桥梁在节日里集中而强烈地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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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与神灵信仰

历史上北方衣冠之族的两次南渡，给嘉兴带来了祭天等中原文化习俗。在古代先民看来，天是万物主宰，古代先民通过祭

祀表达对日月星辰的敬畏，并祈求风调雨顺。如嘉兴岁时习俗中元旦接天、正月初六焚化所供年马送天、六月六日天贶节、七

夕节祭拜牵牛织女星、中秋节赏月、除夕祀天等均是从古老祭天仪式发展而来。古老神话神灵也是民间祭祀的对象，如立春所

祭掌管农事的芒神，正月初三请来决事的灶神第七妹灰七姑，腊月二十四以花糖粉团送走、正月初四以粉饵香果接回的灶王爷，

春分后戊日春社田家醵钱举会祭祀的社神，三月十五日祭祀的蚕神马头娘等，都是古老神话中与人类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神灵，

民众以丰厚的祭礼祭祀，希望得到神灵的护佑。历史上曾真实存在的、对百姓有功的人物也会成为信仰的神灵，在民众看来，

这些人的善灵会一直眷顾人间，人们立祠祭祀他们既表追思感恩，又祈求长久庇护。如正月初八，嘉兴乡民聚集徐王庙举行庙

会，纪念的是春秋时期为免百姓遭战火涂炭而弃国逃亡的徐国国王徐偃；海宁地区二月初五为潮神诞辰，乡民所祭为宋崇宁年

间为盐官饥荒买米途中溺海而亡的朱彝；五月十三日民众祭祀的关帝，是东汉末年忠义名将关羽。

（二）佛道双重宗教信仰

明清之际，佛教、道教在嘉兴地区盛行，一些宗教活动成为了岁时风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佛教有关的岁时风俗有很多，

二月十九日观音诞辰、六月十九日观音成道日，信佛者皆到寺庙拈香竞拜观音菩萨；四月八日释迦佛诞辰，“寺院作浴佛会，

男女茹素者咸集。僧尼以铜盂贮佛像，以小杓盛香水浇灌佛顶，求施利物”[12]21；七月三十日地藏王诞辰，“儿童竞以香屑和油

膏燃之地，又瓷瓦为塔，燃灯罗拜之，谓地藏开眼。小尽谓不开眼”[4]15。与道教信仰有关的习俗有，正月十五日上元节天官赐

福日、十月十五日下元节水官解厄日，道士均持斋诵经；二月三日士子家设牲礼，祀主宰功名、禄位之神梓潼帝君，祈求帮助

博取功名利禄；三月三日玄帝诞辰、四月四日为城隍诞辰、四月十四吕洞宾诞辰，祭祀的均为道教人物。在嘉兴习俗中，倡导

普度众生的佛教、倡导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道教不仅共存，而且个别节日已合二为一，如七月十五日既是道教地官赦罪之辰的中

元节，也是佛教中超度亡灵的盂兰盆节。

（三）占卜与宜忌信仰

古人认为，吉凶福祸丰稔均有前兆，因此，嘉兴民众多用晴雨风雷等气象来占卜预测未来天气与庄稼收成。如，二月十二

日晴雨则果多实；四月二十日东南风主旱，正南风主大旱，西南风主上下大熟，西北风主大水，东北风主小水；小暑日雷主水；

小雪见雪，主米贱。此外，农家还用秤水、听蛙鸣来占卜，如“自元旦至十二日，以瓶汲水，日准其轻重，定十二月之水旱，

重为水，轻为旱”[4]12；三月三日，田家以蛙鸣占卜农作物丰歉，“闻蛙鸣，米贱。午前鸣者，高田熟。午后鸣者，低田熟”[13]7。

趋吉避祸是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在医学尚不发达、认知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嘉兴民众千方百计求吉免祸。求吉的习俗如，

正月初一“出门必视宁书，先问喜神方所在”[7]5，“各家唤糖糕，啜枣橘汤，签柏芝于大橘上，谓之百事大吉”[14]7，“插芝麻

梗于瓶，谓之节节高”[15]3；除夕春帖门联写吉祥之语、炒漏凑豆、留来年饭，以图来岁吉祥。避灾的习俗如，二月二日戴蓬草

辟头风，三月三日戴荠菜花不头晕，立夏日老幼啖百家饭一夏无疾，端午节以雄黄酒洒四壁、瓶插桃榴葵艾怯毒、家悬真人钟

馗像辟邪，除夕挂桃符、贴门神辟邪等。在嘉兴民众看来，如果生产生活不合时宜也会带来祸事，禁忌习俗由此产生，如正月

初一至初三禁扫地，五月禁吊丧问疾及土木之事，夏至起头时三日、中时五日、末时七曰禁土伐木浣濯诸事，除夕夜始井禁三

日不汲水。

三、伦理人情是岁时风俗里嘉兴人萦绕心头的淳厚乡音

嘉兴自古民风淳厚，贵人伦、重亲情的传统在岁时风俗中表现得格外充分。在周而复始的岁时风俗中，家族意识与血缘亲

情通过祭拜祖先、亲人团聚取乐、亲邻馈赠节物等方式得到不断强化和巩固，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强烈归属感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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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死如生的伦理孝道

祭祖活动源于殷周时代的祖先崇拜，春秋时儒家的孝文化给祖先崇拜注入了新的活力，事死如生成了岁时风俗里的重要伦

理原则。人们在特殊的日子里举行祭祖活动，以表达对祖先的追念与孝思，并祈求先祖灵魂的保佑。

在嘉兴地区，人们祭祀祖先的方式有两种，或在祠堂祭拜祖先牌位遗像，或到祖先坟茔祭墓。有些祭祖习俗与全国大部分

地区相同，如正月初一元旦，各家“肃衣冠，悬祖宗像于中堂，群子姓旅拜”[4]12；清明节“挂纸球先茔”[12]21；七月十五中元节

素食祀先[9]2°；除夕夜，“神堂中悬祖先遗像设供，或三日五日，或至收灯而撤”[14]10。嘉兴地区还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祭祖时

令，如“五月五日为端阳节，祀先”[12]21，“夏至日，设奠祭先祖”[9]19，“冬至日，乃以鱼肉果酒祀先”[6]30。十月一日俗称十

月朝，嘉兴各地会举行比较隆重的祭祠扫墓活动，“各家祀祖先，拜祭于墓所，如清明礼”
[9]20

。频繁隆重的祭祖活动体现的正

是深受儒家思想浸染的嘉兴民众的孝道伦理观念。

（二）亲朋同乐的天伦祥和

嘉兴岁时风俗里浓浓人情味，充分体现在家人之间相互关爱的天伦之乐，正月七日人日，女子上彩胜于祖父母或相馈遗；

端午节，长者给家中幼者系彩索、抹雄黄，以求免灾疾；七夕节，为闺中幼女捣金凤花染指甲；除夕，家族长幼团坐聚饮分岁

酒，一起守岁达旦。海宁等地区还有在除夕夜照虚耗、祀床神以祈儿女安寝的习俗，“燃灯床下，谓之照虚耗，亦有酒果祀床

神，祈儿女安寝者”[9]21。

嘉兴地区民众多群居聚居，亲朋邻里之间在岁时节日里相互庆贺或馈赠礼物，营造出了众乐乐的祥和氛围。元旦之日，邻

里亲知相过贺岁；二月里，妇女相携多出游踏青，儿童竞放纸鸢；四月立夏日，亲邻彼此以百草芽糅为饼或以诸果品杂置茗碗

相馈送；八月十五，亲友相馈遗月饼；九九重阳，里人以粉作糕共食。

四、习俗差异是岁时风俗里嘉兴人多姿生活的时空变迁

风俗是一个地区的民众耳濡目染后相渐以成的，非一日之积，因而有“百年成俗”之说，但风俗的内容与形式在代代相习

传承时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千里殊风、百里异俗，岁时风俗因地区差异而呈现出多彩多姿的文化风

貌。

（―）习俗的延续变迁

随着民众对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化，岁时风俗的原始信仰内涵可能逐渐丧失，岁时风俗活动日趋娱乐化。傩原是良渚文化时

期吴越之地一种神秘而古老的驱凶纳吉祭礼，最早在丧葬仪式中诞生。但在明清时期，傩仅保留外在的舞蹈形式，原有祭祀功

能弱化，逐渐成为节日里的娱乐活动，甚至会成为乞丐索取财物的营生手段，如十二月二十四日“乞人更饰，驱傩逐疫，索取

利物”[12]24。重阳节本源于汝南桓景携家人登高避祸的故事，而到了明清时期重阳成为了聚会游玩节日，士人登高或赋诗或玩赏

菊花，不再是为了躲避祸事。

在地方志中，还可以找到一些逐渐淡出视野甚至已经消失的习俗活动。如端午节，历史上平湖当湖、海宁长安、嘉兴南湖

等都有龙舟竞渡活动，但清末均逐渐衰落，“龙舟竞渡昔盛于长安，今尚略有点缀，以存故事”[16]7，“南湖竞渡，则乾隆四十

年后始绝响矣”[17]9。冬至习俗中亲朋相互行贺之礼在明清之际也已废止，“旧冬至，亲朋相拜如元旦，仪今废”[5]40，“今冬至

夜，但以赤豆煮糯米饭祀灶，无行贺也”[18]6。元宵节繁华热闹的鳌山灯曾是海盐雄厚经济实力的见证，后因倭寇侵犯逐渐废止，

“城北天妃祠卫挥使户后有鳌山灯，甚盛。山前立一台，先期结锦绮为行棚，贮倡女姣童歌舞其上，从西关外设祭礼，花灯、

火树导之赴祠下，登台演传奇。夜放火树，纵游人观灯。远近百里毕集，酒食价为高。倭乱后逐废”
[19]7

。海宁元宵节的菊花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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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誉为宁邑三绝之一，后也逐渐失传，“菊花灯最工，独盛于双庙，与元宵鼓繁音急拍为宁邑三绝之二，今菊花灯制法亦罕

传矣”[9]18。

（二）习俗的区域差异

嘉兴东临大海，南倚钱塘江，北望太湖，西接天目山，各地自然环境的不同，民众生产生活方式有异，岁时风俗也就有了

区域差异，桑蚕习俗多属于海宁、桐乡地区即是一例。另如，八月十八日前后，平湖、海宁等靠近大海的地区有海上看潮的习

俗，“八月十八日俗称潮生日，士女多往乍浦看潮，自青龙观至天妃宫，寻钿拾翠，往往有之”[11]5-6，而嘉兴（秀水）、嘉善、

桐乡等地远离大海，地方志上就没有看潮习俗的记载。同样，海宁等地二月初五日为潮神朱令公诞辰，海宁袁花民众在令公庙

祭祀潮神之时，还举行集娱乐和购物于一体的轧太平活动，“袁花之令公庙曰天仙府。是日，百货麇至近十里许，乡村男女老

稚，鲜有不至者，真有人山人海之观。旧习相传，谓之轧太平”[16]6。

相同名称的岁时节令在不同地区的习俗也可能不同，如在七夕节，同是妇女月下乞巧，平湖“有蟢子网于瓜为得巧”[4]14，

海宁“浮针于碗，水以得影为巧”[9]20，嘉善“于月下穿针，三穿而中者谓之得巧”[6]29，巧的判断标准各地不一。

五、结 语

嘉兴明清岁时风俗根植于当地民众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中，经历了多种文化交融兼收的发展过程，反映了嘉兴民众对世界

万物的认识变迁，也成为了促进家庭与社会和谐的桥梁，是嘉兴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缩影与见证。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思想

观念的转变，再加上西方节日的冲击，嘉兴地区岁时风俗在民国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经历建国后的“破四旧”运动，

很多传统习俗已经消失，节日味道逐渐淡化，岁时习俗蕴含的地区认同感也在不断降低。让人欣喜的是，近年来，嘉兴加大了

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一些淡出人们视野的传统节日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活力。如嘉兴的端午庆典活动已成为促进嘉

兴经济发展、提升城市文明的文化产业，粽子成为嘉兴的代名词，龙舟竞渡成为了参与面较广的民间体育赛事，嘉兴城市知名

度也在不断提升。在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如何取精华、去糟粕，使传统岁时风俗更好地融入地区文化产

业、绿色旅游经济、文明强市构建，让民众参与其中、乐在其中，产生更多的地区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理应引起更多部门与

人士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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