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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民俗》

前言

有位专家曾经说过：“要研究中国民俗，不了解苏州民俗不行。”这一论断揭示了苏州民俗在中国民
俗文化中的地位。我很赞同他的话。苏州民俗具有如此重要的文化地位决非偶然，这是由苏州悠久的
历史、繁荣的经济和发达的文化决定的。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吴县东山西南的太湖三山岛上发掘出
了360平方米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了五千多件打制石器，找到了数万年前人类在太湖流域活动
的踪迹。至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苏州近郊吴江、昆山、常熟、吴县、张家港等地均有发现。这一切
都说明，早在太伯、仲雍南奔之前，这里的先民已经开始了创造古代文明的历史进程，并形成了“断
发文身”“刀耕火种”等特有的民俗。后来太伯、仲雍在此建立了吴国，公元前514年更建起了阖闾大
城，即今日苏州城的前身，同时他们也带来了黄河流域的某些习俗，并将其熔铸到当地的民俗之中。
民俗是一种具有传承性的文化，苏州也是中国民俗文化历史源头众多溪流中的一条小溪。这从苏州人
对某些习俗的特别解释中就可以看出，例如关于端午习俗的起因，其他地方都将其归诸战国时期楚国
的屈原，而苏州人却认为，那是源于对春秋时遭吴王夫差迫害的伍子胥的纪念。再如丧葬中死人脸上
都要盖绢帛或纸张的习俗，苏州人认为，那也是吴王夫差留下的习俗：夫差曾是大有作为的君王，可
惜后来他不听忠言，好大喜功，东征西伐，穷兵黩武，错杀忠良，嬖近佞臣，又沉溺酒色，贪恋享乐
，结果败于笠泽(即太湖)，被越王勾践囚于姑苏之山，落了个自刎的下场；临死还要以席蔽面，嗟叹
：“吾无面以见子胥。”从此，吴人死后就都要以物遮脸了。苏州经济繁荣，自古就是闻名遐迩的鱼
米之乡、丝绸之都。商周时，鱼纳就是古吴之地向中央王朝进献的贡品；西晋时，这儿的稻米已成了
国家税赋的重要内容，隋唐以后，苏州大米更是源源不断地大量北运，以供京师之需，并远销各地。
吴地生产的丝绸，曾作为吴国使臣分赠各国的礼品，后来又传入日本、朝鲜，还经由菲律宾，运抵大
洋彼岸的墨西哥，再传至秘鲁、阿根廷、智利等国以及中美洲、加勒比海一带。苏州的繁华，使它成
为我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地区之一。这种新的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必然导致新的社会阶层的
产生，以及与之相应的新习俗的涌现。这些新的习俗也必然会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在其他地方的蔓延而
流播各地。繁荣的经济提高了苏州在国内外的声誉，也扩大了苏州民俗文化在各地的影响。繁荣的经
济不但对苏州文化的发展提出了要求，而且也为它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仅从苏州历史上高
中状元的人数，就可以知道苏州人对文化、教育重视的程度。从隋唐科考始，至清末止，苏州(连同郊
县)共产生了五十多个状元，得中状元以下各种功名的人，更是不计其数。这不能不使人叹为观止!学
而优则仕，这些科举出身的苏州人，大多都会被封建王朝起用。这样，苏州在文化教育上的优势，又
转化成了政治上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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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民俗》

内容概要

《苏州民俗》分农桑稻作、日常生活、民间信仰、人生礼仪、文体娱乐、岁时节令等六个部分，介绍
了苏州的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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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梁立柱兴家园——苏州的造房习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是杜甫著名的诗
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的名句，充分显示了诗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大庇天下寒士”的善良愿望
。住房确是人类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它夏遮酷日暴雨，冬避霜雪风寒，是家庭团聚，家庭人员日常
起居与生老病死、休养生息的地方。因此，建房造屋历来被看成关系到子孙后代的百年大计，而且还
是关涉家庭聚散、家道兴旺的大事。苏州民间建房造屋过程中就有许多隆重的民俗仪式，充分表现了
人们对建房活动的重视；同时，也可以从这些仪式中发现许多民间信仰习俗。土地在古人心目中是关
系到万物生长、生死存亡的重要崇拜对象。因此兴工动土，造房建屋，都要察看地形、地貌和风水的
吉凶。风水先生在为房主选地时，要选“善地”，要避风、火、水、寒、绝“五凶”。这固然属于迷
信，但剥去怪力乱神的外衣之后，其实倒也有一定道理，只有选到一个地势高爽、空气流通、光照充
分、冬暖夏凉的地方造房，今后主人才能心旷神怡、健康长寿，而水陆交通则应求其便捷，今后才有
利于送肥、运粮，发展生产。动土的时间，也要由阴阳先生来推算。苏州城乡的习俗，农历五月为恶
月，是不能动土造房的。其实，剥去“毒月”之类迷信的外衣，五月不宜动土造房也自有它一定的道
理。农历五月前后，正是江南梅雨季节，阴雨绵绵，空气温湿，细菌容易繁殖，梁柱受雨极易霉蛀，
砖瓦石灰湿滑难干，铁钉会腐蚀生锈，为工匠们准备的饭菜也易腐败变馊。而九月重阳，秋高气爽，
天气晴朗，温度宜人，所以民间有“重阳天，造屋天”的说法。在破土动工之前，还要举行踏地仪式
：由房主预备好三牲酒饭，烧香点烛，鸣放鞭炮，祭拜土地，并由风水先生或泥木工匠主持，手持焚
烧的黄纸，绕着宅基，边走边唱《踏地歌》。除了土地以外，“太岁”也是重要的祭祀对象。“太岁
”是中国民间有名的凶神。古人观察到岁星(即木星)右旋于天，于是就臆造出一个“左行于地”的“
太岁”来与之相应。造房动土一定要注意“太岁”运行所在的位置，否则据说就有可能在地下挖到一
种会动的肉块——太岁的化身。太岁头上动了土，那可是不得了的大事，一定会灾祸临头，故而民间
有“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说法。所以，造房破土必须请阴阳先生来选择吉日良辰，以避免和太岁
相遭遇。纵然如此，造房人家在开工动土前还要隆重地对太岁斋祭一番。祭祀不用桌子，只将太岁纸
码和祭品置于地上，点香焚烛，全家叩拜；东家向泥水工匠发过喜钱之后，就可破土动工了。泥水匠
的第一铲土要用红纸包好；木匠的第一锯，要锯一小段木梢，也用红纸包好，都交给东家，由东家放
在灶头上。如果没有灶，就选一个干净、稳妥的地方收藏起来。在造房过程中，祭祀工匠祖师鲁班的
仪式也是必不可少的。开工的第一天晚上，房主要请工匠吃开工酒；吃酒之前，先由房主陪着掌墨师
傅行三跪九叩大礼，拜祭鲁班先师和四方神灵。鲁班是春秋时的鲁国人，姓公输，名班，又称般，他
是著名的工匠，曾营造宫室，制造车舟器械，发明、改进生产工具，誉满天下。在《墨子》这部书中
，曾有“公输般为楚造云梯之械”的记载。自古以来，他就被工匠们奉为祖师。苏州民间还有祭祀张
班的民俗。张班也是民间建筑工匠供奉的祖师，据说他就是东汉的张衡，通五经、晓天文、知历算、
精机巧，能制鼓车、木鸟，令人称羡崇敬。清代苏州梓义公所中就曾供张、鲁两班。在祭祀张、鲁先
师时，木匠师傅还要唱仪式歌，如吴江的一支仪式歌就是这样唱的：“一敬天，二敬地，三敬城隍四
土地，五敬张、鲁班仙师共八仙。”掌墨师傅一边诵唱着敬神歌，一边向神灵敬酒。树木曾经是原始
人类植物崇拜的主要对象，在钢筋水泥发明之前，它又是造房建屋的主要材料。特别是作为房屋主要
承重件的梁(栋)，它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房屋的牢固程度和使用年限，因此造房中环绕“梁”(民间称“
梁”，在建筑学上称做“栋”)而产生的仪式就特别的繁多而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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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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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民俗》

精彩短评

1、如今定居上海，这大半年开始喜欢吴文化，从以往的园林延伸到吴语，吴歌，评弹，苏帮菜。。
。吴文化是最精致的中国文化，这样讲应该不会有问题。
生于斯、长于斯的蔡老先生这本苏州民俗的普及读物，结构合理，选材精当，在普及的基础上也有一
定的学术价值。可放在书架上固定的位置，经常翻一翻。
2、苏州民俗是千百年来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一种文化现象。苏州民俗正如苏州2500多年的历
史画卷,绚丽多彩。现在大部分民俗虽已从现实生活中淡出,却依然回味无穷。民俗往往是一个地方社
会生活的缩影和历史的折射,带有极强的个性,正因如此,民俗文化也就以其最具个性化、最具平民性的
特色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苏州多水,苏州人爱作水上游,苏州的船菜、船点也就在船上发展起来了
。相传吴王夫差曾与爱妃西施江湖宴游,开了船菜、船点之风。到唐代,山塘河开挖后,溯七里山塘而游
虎丘,成为千年不衰的习俗;到石湖看月,胥江放棹,游船大多'艄舱有灶、酒茗肴馔,任客所指'。像近几年,
苏州日益兴旺起来的'太湖船菜品尝',便是苏州旅游经济中一碟独具地方特色,又有历史文化内涵的'佳
肴',或谓吴地风俗的现代新版本。群山耸峙、碧波环绕的苏州光福镇窖上村的'农家乐一日游',让一批批
海内外旅游者带着对恬淡纯美的精神追求,走进吴中民间的日常家居生活,走进农家栽果养花宴饮品茶
的民俗氛围。这多姿多彩的吴中民俗应该还是开发旅游文化的丰富宝藏。
3、岁俗年俗与婚嫁一块，长婚嫁有趣，好奇害死猫。
4、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苏州的民俗，有较好的参考价值，喜欢苏州或江南的同学可以买。
5、我觉得这是苏州人家中必藏的书
6、苏州常去，对苏州的民俗有知一、二。但那么多的故事、典故、常识还是第一次全面的体会。
7、苏州行前
8、看了三分之一，还有些味道。
9、看了后 和现在对比下 有好多都不兴了啊
10、给老婆买的，她喜欢就好，值得收藏
11、一般，有些民俗都是很多地方都有的，不是苏州特指。他的另一本书以此为底本，写的还可以，
比较详细的时令节俗
12、一本介绍苏州民俗的很不错的书，内容很丰富、很详实
13、这是一套系列的书，共二十多本，全买了，很好，很系统，是苏州的各方面都讲到了，喜欢苏州
的人可以参考买一套，很不错！
14、作者一定是个生活过的人~
15、一般性的了解的书。看不看两可。
16、很值的一本书，了解苏州的一面镜子
17、商品不错，挺好的。可以很完全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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