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奉化是一方

山水秀美的土地，物产丰富，人文荟萃，民风

淳厚，千百年来，奉化人民在这一方热土上繁

衍生息，辛勤劳作，在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的

同时，又为我们留下了风格独特、弥足珍贵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小哥哥领上轿、大哥哥抱上轿，抬到乌

漆阊门好人家。走出石门堂，走进大楼房。

花花帐子拖踏床，龙凤帐钩挂两旁。绣花枕

头配成双，新花棉被捂新郎，红红盖头挑起

来，捂出一个状元郎。”这是流传在奉化的一

曲《上轿歌》，根据上了年纪的老人介绍，旧时

奉化新娘子出嫁，上花轿时一定要唱这《上轿

歌》，寓意兄妹情深及娘家人的美好祝愿。

奉化是布龙之乡，“新年到，龙灯锣鼓敲打

敲。”新年盘龙灯，从明代至今，就是奉化民间的

一大传统习俗。“新年见着龙，八十老翁耳不

聋。年年见龙灯，九十婆婆还能穿针孔……”古

老的民谣，说明奉化舞龙不仅是一种民间艺术

欣赏，还包含着对龙的信仰和对新年的祈福。

各地的民俗既有共通性，又有各自的独

特性，奉化独特的“六山一水三分田”地理环

境，造就了其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即使同一

个节日，同一个事件，在奉化境内也有不同的

表现。奉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茗山后文化遗址被国家文物部门测定为

5500多年前的人居地，奉化胜迹遍地，白杜

的堇山，是秦代鄞城的古县治，也是宁波城市

的发祥地；从长汀到雪窦山，神奇的弥勒圣迹

众多，是中国弥勒文化的发源地；奇异的山

水，被人们赋予龙的传奇，九龙、龙潭、龙王

堂、长龙头、马龙坑、黄龙坑岗等卧龙之地，比

比皆是，“奉帮裁缝”遍布全国，闻名遐迩，奉

化芋艿头、水蜜桃誉满天下，奉化石艺、木雕

走红大江南北······总之，古老的龙文化、和

美的弥勒文化、艳丽的桃文化、奇妙的古村落

文化、多彩的服装文化等等，构成了奉化绮丽

多姿的民俗风情历史画卷。

奉化民俗绮丽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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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璀璨的民俗 宝贵的财富
——《奉化民俗》唤起后人对传统的思考和记忆

记者 陈培芳

民俗是民间风尚和习俗的综合，涵盖的范围很广，包括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农林牧渔、戏曲游艺，还有宗教伦理、行

业习俗、信仰禁忌等等，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我们身边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极富魅力的民俗文化，可以说，没有民俗文化，传统文化便成为无源之水。现实

的状况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多元化，起源于民俗的大量的文化和艺术资源悄然流失，昔日散发着泥土芳香的艺

术奇葩逐渐凋零。所以挖掘和整理民俗文化，搜集和整理散落在各个角落的地方民俗传统文化精华，深入研究其形成、

更新和发展变化，弘扬其健康向上的内涵，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如何发扬
民俗文化

民俗，作为鲜活的、兼有物质

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是我们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传统

节日从时序安排上，犹如一条由

自然节气生成而贯穿春夏秋冬的

“文化链”，而里面的习俗则更是

美好丰富，它承载了人们对生活

的热爱、思念、感恩、憧憬等，是一

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民俗是历史积淀的时尚，时

尚是与时俱进的民俗。民俗文化

应该和现代社会共同成长，传统

习俗可以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产生

变化，但是其中的传统文化内涵

不会改变，今天我们应该传承的

是传统民俗的文化精粹。尊重传

统，并非一成不变，民俗深深烙刻

时代的印记，传统节日的精神内

涵远不只是吃和游，而是深深的

文化精髓。不能把对于文化的传

承变成肤浅地发展“节日经济”。

年轻人是传统民俗的重要传承

者，我们应该采取多种措施开展

更具体验性、更具时代感的文化

活动，来帮助年轻一代焕发对传

统节日和传统习俗的热情。

诚如奉化区民间文艺家协会

名誉主席、地方文化学者裘国松

所说，民俗历来都有继承的一面，

也有发展的一面，社会环境会发

生变化，民俗内容当然也会发生

变化，哪些能够保留下来，哪些又

会逐渐被人遗忘，这都是个自然

的过程。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更注重精神方面的需求，也

逐渐开始重视传统民俗节日。我

们应该创造、建构出符合现代生

活状态和节奏的节日形式、仪

式。为传统习俗打上现代烙印，

将传统文化深植到生活中。我们

需要了解的不仅是吃粽子、放鞭

炮、吃月饼，更重要的是在传承中

唤起子孙后代对传统文化的思考

和记忆，肩负起传承民俗文化的

重任。

民俗文化本来就是民间的东

西，应在现代生活中找到它的位

置。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们要传

承一些正面的、有积极意义的文

化，当然也要摒弃那些消极的旧

俗，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民俗从远古走来，又一直与普通老百姓

休戚与共，它既是一种传统，却又在与时俱

进，不断地发生着更替、变迁。所以一些民俗

常常因为时过境迁，而在我们这一二代人中

消失，虽然遗憾，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一个

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选择，民俗永远面临着淘

沥的过程，所幸《奉化民俗》的出版，已经可让

我们的子孙后代，对消失的民俗有典可数了。

一般来说，民俗在传承的过程中会出现

各种变化，产生各种不同的时代版本，民俗学

家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民俗的变异”。像诞

生、婚姻、丧葬、岁时等民俗，在一定程度传承

的基础上，已经有了时代色彩，传统民俗以另

外一种形式，“存活”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比如婚姻民俗，我们知道明代与清代都有所

不同，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清代的婚姻民俗不

正统、失传了，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喜

好。但是无论怎么变化，在奉化的乡间地头，

我们总会发现，这里依然有很多充满生命力，

深受当地民众所欢迎的民俗文化现象。

今年立夏，一批民俗爱好者们在萧王庙

街道汪家村举办了一场传统的立夏民俗活

动，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往，吃米鸭蛋、茶叶蛋、

小竹笋、豌豆、软菜，扎疰夏绳、称人、打蛋套、

拄蛋、打耳洞，奉化传统的立夏民俗文化被演

绎得淋漓尽致，浓浓的传统节日氛围促进了

新一代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传承，

不少游客在体验儿时场景的同时，也感慨这

些传统文化的流逝，纷纷表示希望能将这些

好的传统民俗保护传承下去，留于后代宝贵

的精神财富。

6月 3日，由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奉化区人民政府主办的宁波市第四届阿

拉非遗汇暨奉化区首届市民文化艺术节在仁

湖公园拉开序幕，艺术节以“让城市插上文化

的翅膀”为主题，内容涵盖文艺演出、文体赛事、

文体体验等文化服务，集粹“非遗”、书画、文物、

美术工艺品等文化产品展览展示，奉化吹打、传

统婚礼、奉化布龙、棠云造纸等民俗活动受到了

市民的热烈欢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

众对传统民俗那种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

所以江圣彪认为，面对这些行将消失但仍

有传承意义的民俗，我们必须承担起如何扶植

保护、传承光大的使命。例如奉化翻簧竹编，工

艺精湛、源远流长，如何培养翻簧工艺传人？列

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布袋和尚传

说”，如何让它贴紧雪窦山佛教五大名山的建设

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奉化人今后需认真思考

的问题。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奉化民俗与时俱进

市民张女士出嫁的女儿 10月份即将生

产，最近一直在为“催生担”如何准备而烦恼，

在奉化传统民俗中，孕妇临产前，娘家要准备

一大堆吃的用的送过去，俗称“催生担”，寓意

是催醒肚子里的孩子，赶快平平安安地从娘

胎里出来，担的一头是婴儿服饰，黄棉袄、黄

夹袄、涎兜、大纳（尿片）、横纳（襁褓被）等等，

而催生担的另一头则是给产妇生产后吃的营

养品，比如鸡蛋、柱面、红糖、桂圆等。张女士

告诉记者，自己当初生产的时候娘家送来了

很多东西，但是由于已经过去二三十年了，当

时的场景自己也忘得七七八八了，问了身边

年纪相仿的同事朋友，都说不全，所以只能凭

着印象随意准备一点，“好在现在大家也不讲

究这么多，就讨个彩头，意思意思就好了。”张

女士说。

即便不愿承认，很多珍贵的文化遗产，长

期以来未被我们所认识、所珍视，它们正在逐

渐消逝，有许多民俗问题我们已经回答不上

或回答不全了，比如奉化老话“闲白值”“哭烛

包”什么意思，为什么四月初八是牛生日，为

什么清明上坟要用艾麻团，为什么立夏要柱

茶叶蛋称体重等等。我们有时候不禁会有这

样的疑问，在我们身边的这些民俗风情是怎

么来的？现在状况如何？将来命运如何……

奉化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地方

文化学者裘国松告诉记者，一个地方的民俗，

并不是铁板一块、千年不变，它虽是一种传

统，却又与时俱进，在不断地汲取着新时代的

养分而产生变化。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

生活习惯也随之改变，有些民俗正在发生变

化，在一定程度传承的基础上，已经有了时代

色彩，逐渐演变成适合现代生活生产习惯的

习俗，而一些民俗正在渐渐消失，现在的年轻

人尤其是一些“90后”“00后”，对奉化民俗已

知之不多了。

奉化民俗逐渐消逝

奉化民俗是奉化历代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

精神财富，把它们搜集起来，用文字的形式保存

下去，可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非物质文化遗

产，也可以为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地方

志等方面提供研究资料。因为这样的一份信

念，十余名民俗爱好者，经过二十年酝酿、五年

搜集、三年整理，两年半时间编纂，耗费大量人

力物力精力，完成了一套五本共十一卷的《奉化

民俗》，最近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据了解，《奉化民俗》从历史渊源到地理

环境，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从农林牧渔到

工商学医，从娱乐文化到宗教信仰，从交际礼

仪到方言俚语，几乎涵盖旧时人们的日常生

活，总计 150万字左右，配图 1000余幅，具体

分 11卷，分别是生活习俗、生寿婚丧、俗语集

萃、行业习俗、生产习俗、民间医药、信仰习

俗、娱乐习俗、宗族伦理、民间传说、民间艺

术。资料搜集以天台山脉、四明山脉、沿海地

区、平原地区和城区中心这五个范围为主，几

乎涵盖了奉化漫长农耕时代文明史的全部，

是对奉化地区纷繁芜杂的民俗事像进行梳理

后的忠实记录，保留了奉化大量的古老民俗

信息，给历史和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宁波市民

间文艺家协会理事江圣彪是《奉化民俗》主

编，也是该书的发起人之一，今年 61岁的他，

从年轻时候就痴迷于民俗文化，一直致力于

传统文化的传承，说到为何想要编纂《奉化民

俗》，他的回答质朴却让人动容：“为了让我们

子孙后代有典可数不忘祖，我们这一代必须

尽心尽力地把相关民俗记录下来。书成了，

我们也可以坦荡地对我们后辈说，保护、传承

先辈留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尽力了。”

手捧着沉甸甸的《奉化民俗》，江圣彪感慨地

说道。

2011年春节一过，经过多年酝酿，搜集

走访，又得到了董邦良、释郎贤、应龙飞等社

会热心人士的资金支持，江圣彪邀请了王月

曦、应长裕、陈行轮、楼忠盛等十余位通晓奉

化风俗的热心人士为编辑，开始着手编纂

《奉化民俗》，直至今年 3月，经过整整六年时

间，两千多个日日夜夜，《奉化民俗》终于成集

付梓。参与这套丛书编纂工作的人，大多是

在奉化长期生活的文化人士，他们对于奉化

风俗的感情之深、体会之切可以想见，书中的

民俗，很多都是他们直接经历过的，有些是父

辈们口口相传留下来的，这些“民俗亲历者

们”是最有资格记载我们奉化本地民俗场面

和民俗活动的，可以说这本书凝结了所有参

与者的心血。

《奉化民俗》承载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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