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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地区有哪些独特传统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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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江南民俗，首要问题就是对“江南”

的溯源与定位。其实，倘若一味执着于江南
的地理概念，就如同剑走偏锋、作文偏题，做
事情不得要领。在中国历史上，不能将“江
南”只理解为一个地理概念，而应理解成一
种文化地理的概念。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是陕西渭南人，却与
江南有着不解之缘，先后出任杭州、苏州刺
史。苏州与杭州堪称江南的杰出代表，是“堆
金积玉地，温柔富贵乡”的繁华富庶之地，那
道著名的“白堤”仿佛还在诉说白居易为官
时的功德。直到今天，中国人形容某地富庶
时，依然会用“江南”来形容，如“塞上江南”

“塞外江南”“赛江南”等。

不独白居易， 唐宋时期的第一流诗人、

第一等画家都曾有游历江南的经历，留下了
大量关于江南山水、文物风流的创作。正是
这些创作， 实际上建构和形成了江南文化。

江南的风土人情是别有风情的，但如果没有
像李白、吴道子、苏轼、辛弃疾等一大批文人
骚客的歌咏、描绘，就没有世人向往的江南
文化。他们异口同声地吟咏、描绘江南美景
和美色，也异曲同工地向世人展示了江南文
化的美妙。

水是最可辨识的因素

江南各地，几乎都流传着一句耳熟能详
的老话———“江南是水做的”。这句俗话指出
了江南文化与水的渊源关系。

江南之胜，独在于水。水是江南的灵魂，

正所谓“一曲溪流一曲烟”。江南河流纵横交
汇，其间分布着众多的港汊和鱼塘，形成了
江南秀美的灵气和景致。

江南不仅水系发达，而且水还是江南最
可辨识的因素。受水的限制，江南一带出行
多靠舟楫，建房时也巧妙地利用水，形成了
“小桥、流水、人家”与“三山万户巷盘曲，百
桥千街水纵横”的迷人景致。

有水就有桥。唐代大诗人杜荀鹤写过一
首歌咏江南小桥的诗：“君到姑苏里， 人家
尽枕河。古窗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当时，

仅苏州城内的桥就有“绿浪东西南北水，红
栏三百九十桥” 之说。 清光绪年间绘制的
《绍兴府城衢路图》记载，绍兴城内有桥二
百二十九座。江南之地的桥梁之多，似可窥
见一斑。

已故建筑大师陈从周曾经有“万古名桥
出越州”的名句，可谓准确概括了绍兴地理
风貌的特点。有了桥，河流纵横的绍兴水乡
就形成了一个整体，使因溪流奔泻而相见不
相通的山村互通往来， 促进了生产发展，改
善了民众生活。

江南地处南温带， 湿润多雨、 春雨绵
绵。五六月间的梅雨，冬季的阴沉细雨和阴
冷， 导致江南草木繁茂， 自然风光绮丽迷
人。

特别是春雨， 是历朝历代文人墨客、才
子佳人流连忘返而又最生心仪的景致。烟雨
江南、秦淮红楼、柳岸兰舟，是人们在品爱饮
恨、玩风弄月时的最好情韵。

春雨的丰沛，还使得江南春天不仅色彩
丰富、生意盎然，而且氤氲、灵动、多变，魅力
无穷。发生在江南的许多动人故事，几乎都
与春雨有关。最为著名的白娘子和许仙的爱
情故事不正发生在春雨时节吗？

水乡服饰实用价值较高

根据我对于苏浙沪皖民俗事象的基本
概括， 江南传统民俗可归结为 16个字：“饭
稻羹鱼”“桑麻遍野”“粉墙黛瓦”“舟楫代
步”。它们构成江南传统民俗的基本特征。正
是这些基本特征，才派生出其他习俗和文化
特征。

先来看“饭稻羹鱼”。这句话出自司马迁
《史记》， 指的是江南地区的生产与生活方
式，也道出了江南饮食民俗的特点。

江南是中国稻作生产的起源地，人们以
水稻种植为主要生存和发展方式。江南民众
素来就有“春种八谷，夏长而养，秋成而聚，

冬蓄而藏”的习俗。春秋时，吴越稻谷的产量
已经很大，“十年不收于国， 而民有三年之
食”。在苏锡常、杭嘉湖乃至宁绍平原，皆有
天下“谷仓”之称。

江南地区的民众一般都有嗜爱米食的
情结。《阅世编》中记载：“一种曰香粳……味
香尤美，较盛于穿珠稻。”当地的糯稻，有金
钗糯、赶陈糯、小娘糯、矮儿糯、芦黄糯、洋须
糯、乌须糯、羊脂糯等诸多名色。

悠久深厚的稻作经济，对江南民众的物
质生活和饮食习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由
此，决定了江南民众在物质生活和饮食习惯
上的浓重稻作文化特色。

吴越以稻米为主食，副食则是大量的水
生动物、陆栖动物。《史记》载：“楚越水乡，足
爆鱼鳌，民多采捕积聚，捶叠包裹、煮而食
之。”《盐铁论》云：“越人美赢蚌，而简大牢。”

《淮南子》说：“越人得髯蛇，以为上肴，中国
得之无用。”《博物志》 指出，“在南之人食水
产……食水产者，鱼、鳌、螺、蚌以为珍味，不
觉其腥躁也。”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各种鱼
类及螺、蚌、鳌、蛤、龟、蛇等皆是江南人喜爱
的食品。

江南人除了喜食熟食之外， 也好生食。

以盐卤、酒糟制出的食物风味独特，至今仍
是人们喜欢的食物。

接下来看“桑麻遍野”。在太湖流域周边

考古遗存中， 既没有古代棉花的实物遗存，

也没有典籍中的“棉”字出现。中国古时只有
“绵”字，专指丝绵。“葛”是古代先民用来编
织遮身御寒之衣的材料。《诗经》云中的《葛
覃》《采葛》《葛生》 等都提到了 “葛”；《韩非
子》载“冬日麑裘，夏日葛衣”，指的就是这种
衣物。从这些典籍记载可以推断出，葛是先
秦衣物最普通的原料。

商代的甲骨文中已经有 “蚕”“桑”“丝”

“帛”等文字记载，表明当时蚕桑丝织业发展
已相当普遍。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常常发
现有细密的平纹绢和菱形图案织物的印痕。

《史记》 中也记载了 “嫘祖始蚕”。《诗经》里
《大雅》和《豳风》《秦风》《卫风》中均出现有
关桑、蚕及丝织的诗句。在良渚文化遗址内，

发现一件带柄灰陶壶的腹下部刻有 5 条头
向一致的蚕纹， 其形态与现代家养桑蚕酷
似，可证明良渚文化时期已有桑蚕。这一发
现说明， 早在 5000年前江南地区就已饲养
桑蚕，并用蚕丝织出了丝织物。

中国人用“麻”作为衣着原料，可以追溯
到上古时代。 考古遗存证明， 大致在距今
7000年前， 太湖及周围地区的江南先民便
懂得对麻的利用。 在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早
期文化遗存中，发现不少用麻搓成的绳索。

这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早利用麻的线索
之一。

地处太湖流域的江南地区，何时种植棉
花，现在很难考证。从文献记载来看，木棉北
上的途经路线是由闽广地区传入长江流域，

时间大约在南宋末年。到 13世纪中叶前后，

即宋末元初间，才普遍推广到浙江、江苏、江
西、湖南等地。淞沪地区的植棉业，应是从这
一时期开始的。

元明之际，是棉业由边疆向中原推进的
大发展时期，也是国人衣被主要原料由棉花
逐步取代丝麻的时代。棉花与纺织业的革新
进步，推动江南服饰习惯的更新。经过江南
民众的筛选，最终设计出了一系列具有水乡
特色的民俗服饰。特别是，适合妇女的穿戴，

尤其适宜于水乡生产劳动， 实用价值较高，

深受人们的喜爱。 这些服饰在长期的发展

中，不断变化和更新，形成了具有水乡地区
审美的传统特色。

水乡居住环境丰富多彩

再来看“粉墙黛瓦”。江南原住民的住房
很有特点。早在原始社会，为了适应自然环
境， 这里的先民就懂得模仿飞鸟在树上搭
屋、筑巢，以遮风避雨、防水防潮，显示了与
黄河流域北方文化的差异。 在黄河流域，早
期人类住房是地穴式居址，半坡遗址的地穴
遗存就是证明；河姆渡出土的却是大量的木
质干栏式建筑构件。

虽然在江南也曾发现过一些半地穴居
式地面建筑，但为数很少。干栏式建筑架空
于地面，不仅防潮防水，而且通风透气，为广
大江南民众所采用。这样就形成了“南人巢
居、北溯穴居”的南北之别。

吴、越立国后，都不遗余力地修筑城池，

城市规模日渐扩大。 城内建有富丽堂皇的
宫殿，宫内还有形态各异的亭、台、阁、楼、

榭、廊。这些不同形态、不同用途的建筑反
映出吴越建筑的多样性， 但仍以干栏式建
筑为基础。

随着城市的建构和社会的发展，江南民
居呈现出新的风貌和特色，塑造和演变成极
富韵味的江南水乡民居，在单体上以木构一
二层厅堂式住宅为多。为适应江南的气候特
点，住宅布局多穿堂、天井、院落；构造为瓦
顶、空斗墙、观音兜山脊或马头墙，形成高低
错落、粉墙黛瓦、庭院深邃的建筑群体风貌。

同时，水乡多河的环境又催生了小桥、驳岸、

踏渡、码头、石板路、水墙门、过街楼等富有
水乡特色的建筑物，组成了丰富多彩的水乡
居住环境。

最后来看“舟楫代步”。江南各地，河湖
港汊编织了一条永不停息的运输线，造就了
发达的舟楫与船业。从大的格局来看，江南
以太湖为腹心、以运河为通道、以长江为走
廊、以大海为依托，同水相依为命，与船相托
为伴。江南的交通工具以舟楫为主，江南民
众“以舟代步”是很自然的习俗。

《越绝书》记载，越民能“以船为车，以楫
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可见，当时用船
就较为普及。“胡人便于马， 越人便于舟”等
记载，更是直白反映了江南民众出行具有与
北方不同的风格。

历史上，江南民众善造舟、善用舟。江南
水军在水面上能战善打，作为一个传统习俗
一直保持下来。从吴越水军到三国孙吴卫温
的船队，从唐高僧鉴真的东渡到明郑和的七
下西洋， 直到近代江南造船厂的出现……

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都源于江南民众对水
的利用。

在现代交通工具萌发之前，船是江南水乡
的主要交通工具。由于水网密布、河流众多，加
之家家面河、户户临水，人们出门就是河、抬脚
得用船，远远近近都可用舟船往来，大小船只
在河面上穿梭往复，一派繁忙的景象。这极大
地刺激了江南造船业的发展与进步。

从远古时代的独木舟到春秋战国的战
船，从小巧玲珑的“乌篷船”到皇帝御用的
“大龙船” ……江南各地的人民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地造船划船， 创造了千姿百态的
船文化，承担着城乡间的资源转运、人文交
流等重任。

（作者为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华
东师范大学教授）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通用
汽车如日中天，成为全球最大的汽
车制造商。1959年， 通用汽车推出
引擎后置汽车———科威尔车型，向
德国大众甲壳虫发起挑战。

不过， 通用汽车很快发现，这
款车存在后悬挂系统的设计缺陷，

容易打滑和翻车，还存在严重的漏
油问题， 可能造成加热系统把有
害气体带入车内。但是，如果对缺
陷进行改进，每辆车要花费 15 美
元。高层领导认为“太贵”，否决了
改进提议。

1965年 11月，美国“最难缠的
消费者”、 律师拉尔夫·纳德出版
《任何车速都不安全：美国汽车设
计埋下的危险》，第一章就向通用
汽车开炮。对此，通用汽车选择了
当时大公司常用的卑劣手段：雇
佣侦探调查，抓住小辫子，然后让
人闭嘴。

面对打击， 拉尔夫·纳德说服艾奥瓦州首席检
察官劳伦斯·斯卡利斯， 于 1966年 1月举行汽车安
全问题听证会。两个月后，由参议员里比科夫领导的
一个委员会， 在美国国会举行了一场更为高级的汽
车安全调查听证会， 召来通用汽车总裁詹姆斯·洛希，

要求其对公司采取的种种骚扰行径做出解释，并向
受害人道歉。 随后， 一个新的联邦政府管理机
构———全美高速公路和交通安全管理局成立。

同年 9月，美国国会颁布《国家交通及机动车
安全法》，催生了汽车召回制度。这一法案实施后，

美国上亿辆汽车被召回，公路交通事故死亡率下降
一半以上。通用公司更是受到广泛指责，不得不宣
布停产科威尔车型。

美国消费者与车企的较量， 并未到此为止。另
一家汽车巨头福特公司推出平托车型后，很快成为
美国销售量最好的超小型车之一。 但统计显示，这
款车问世以来，发生了近 50辆车尾被撞爆炸事件，

原因均是油箱设计有瑕疵。

在案件审理中，法官惊讶地发现，福特已经知
道这一问题， 但它们进行了会计成本效益分析，认
为油箱瑕疵可能造成死亡和烧伤各 180人，赔偿费
加上车辆维修费的最大开支约需要 4950 万美元，

而给 1250 万辆车逐一增加一个价值 11 美元的装
置，将花费 1.375亿美元，故公司决定维持现状。最
终， 法院对福特公司作出了赔偿 350 万美元的判
罚。1981年，平托车彻底退出市场。

上世纪 80年代，为了应对蜂拥而至的、低能耗
的日本汽车，美国商务部推出了旨在提高国产车质
量的汽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82年起， 美国各州
也陆续制定保护汽车消费者权益的法律，并用“柠
檬法”冠以总称。

这一名称源自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乔治·阿
克罗夫教授的论文《柠檬市场：质化的不确定性和
市场机制》。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用不同的水果代替
不同特性的二手车。其中，香甜的樱桃和水蜜桃表
示车况优良，酸涩的柠檬表示状况不佳。

“柠檬法”要求汽车生产厂家对车辆缺陷负责，

而不是由经销商负责，并明确规定一旦汽车被认定
为“柠檬车”，消费者不必上法庭，只需将汽车修理
收据寄给消费者协会， 就可以要求换车或者退款。

纽约州自 1983年实施“柠檬法”以来，到 1990年共
有 12家汽车制造商向车主退款 1亿美元。 同一时
期，美国三大公司在全国的退款额达 10亿美元。

美国消费者和政府的不退让，迫使汽车厂商只
能提升产品质量，最终将美国汽车工业引向了健康
的竞争和发展轨道。可以说，没有“柠檬法”，就没有
今天的通用、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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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 连续剧:老虎队(33、34)

20:57 案件聚焦:“理财” 背后

的真相

22:33 连续剧:红蔷薇(19、20)

纪实频道

12:02 上海制造(1)

12:58 上海故事

13:32 纪录片编辑室: 虎兄虎

弟(下)

14:00 档案:《旅顺记忆 1904-

1905》(1)：偷袭(下)

14:35 寰宇地理: 空中浩劫特

别报告:英雄机长

15:29 探索:护狼战士:爱心接

纳

16:30 贺兰山(3)

18:00 寰宇地理: 空中浩劫特

别报告:飞机 VS机长

19:00 上海故事

19:30 纪录片编辑室: 熊猫宝

宝(下)

20:00 档案:《旅顺记忆 1904-

1905》(4)：决战(上)

20:30 上海制造(2)

21:30 探索: 单挑求生高手:印

度

22:30 传奇:微观大师(下)

电视剧频道

10:39 连续剧:古城小女人(50-

52)

18:57 连续剧: 潘多拉的秘密

(7-12)

23:27 连续剧 : 左轮手枪(20、

21)

五星体育

11:00 弈棋耍大牌

12:00 2019中超赛事集锦

12:40 弈棋耍大牌-上海三打

一

13:55 ONE冠军赛集锦

15:35 健身时代

17:30 2019中超赛事集锦

18:00 体育新闻

18:30 弈棋耍大牌

19:30 欢乐体育人

20:00 2019 世界一级方程式

锦标赛中国站大奖赛

22:00 弈棋耍大牌-上海三打

一

23:05 英超世界

央视一套

13:13 电视剧:初婚(21-24)

16:35 第一动画乐园

20:06 电视剧: 共产党人刘少

奇(40、41)

22:38 等着我

央视三套

12:00 开门大吉

13:25 非常 6+1

18:29 群英汇

19:30 向幸福出发

21:00 幸福账单-为你买单

央视五套

12:35 2018-2019 中国男子篮

球职业联赛半决赛(7)

14:00 欧冠开场哨

14:25 健身动起来

14:30 2018-2019 欧冠 1/4 决

赛首回合集锦

15:00 2019 国际冰球联合会

女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中国队比赛

16:31 2018-2019 英格兰足球

超级联赛第 34轮(利物

浦-切尔西)

18:00 体育新闻

18:35 2019 乒乓球亚洲杯精

选

19:30 直播:2018-2019中国男

子篮球职业联赛半决

赛(8)

21:30 体育世界

22:15 耀动国球-乒乓球赛事

精选男单篇

23:45 棋牌乐

央视六套

11:59 故事片:铁扇令

13:52 故事片: 就是溜溜的她

(中国台湾)

15:40 故事片 :太极 II:英雄崛

起

17:59 故事片:云水谣

20:15 故事片: 广东十虎黄澄

可之云起龙骧

22:05 译制片:变脸(美国)

央视十一套

11:24 影视剧场: 情满四合院

(18-20)

14:01 梨园闯关我挂帅

15:06 CCTV空中剧院:京梆两

下锅《红鬃烈马》

19:30 青春戏苑:戏韵芬芳(12)

20:34 角儿来了:杨乃彭(上)

21:47 影视剧场: 传奇大掌柜

(6-8)

电视节目预告仅供参考
以电视台当天播出为准

讣 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战老战士、享受副部

级医疗报销待遇、原中国对外建筑材料设备公

司上海物资供应管理处党委书记朱恒钧同志，

于 2019 年 4 月 13 日 13 时 45 分在上海交通

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因病逝世，享年 91岁。

朱恒钧同志遗体告别仪式， 定于 2019年

4月 17日 （星期三）10时 50分在上海龙华殡

仪馆永安厅举行。

妻 金超 携 子女

泣告

2019年 4月 15日

治丧小组联系人：朱波 18217629817

讣 告
爱妻孙金凤因病医治无效， 于 2019年 4月 12

日 15时 30分许在上海仁济医院仙逝，享年 90岁。

妻病重期间，亲朋好友、医护人员给予了莫大的

关心和帮助，谨此深表谢意。

遵妻遗愿，丧事从简。谨此讣告，告慰爱妻。

夫 陈书洪 携 家人

泣告

2019年 4月 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