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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丰盈，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

异，逢年过节的年味、节味越来越淡了，生活工作中的庄重感、仪式感越来越少了。而

在上至数千年、下至数十年前，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父辈是很重视年节，讲究规矩和

仪式感的。许多规矩和仪式在传承过程中又因人文地域的不同而演变形成各具特色

的民俗文化符号，成为人们精神家园和物质生活不可剥离的存在。

“正月之朔是为正月，躬率妻孥，洁祀祖祢。及祀日，进酒降神毕，乃室家尊卑，无

大无小，以次列于先祖之前，子妇曾孙各上椒酒于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

“五日用朱砂酒，辟邪解毒，用酒染额胸手足心，无会虺蛇（古书上说的一种毒蛇）

之患。又以洒墙壁门窗，以避毒虫。”

“风俗尚九日，此情安可忘？菊花辟恶酒，汤饼茱萸香。”

“打一千，骂一万，三十晚上一顿饭；用力拉，带劲干，来年粮草堆成山。”

“百花捧出秧歌灯，春风迎来玩灯人，柳

林黄莺唱新歌，千家万户开秧门。”

……

这些与滁州民俗有关的诗文、俗语或民

间小调，有的人可能熟悉，有的人可能陌生，

而 90、00、10 后们可能闻所未闻。接到《滁州

民俗面面观》编撰任务后，我便着手搜罗各县

市区民俗资料，并进行田野调查。随着阅读

和调查的深入，我也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滁

州民风民俗的源远流长和其文化内涵的丰富

多彩，也越来越深刻地理解了“文化是民族之

魂”这一精准的论断。民俗文化作为传统文

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从某种意义来说，

更是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年的精神纽带，是中

华民族同心相契的精神家园。

随着社会的发展，地球上的许多物种已

灭绝或濒临灭绝，人们尚能从化石等遗址遗

存中得知某些物种存在过。人们所熟知的四

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文明

早已湮灭或中断。只有勤勉聪慧的华夏祖

先，以其独特的敬天祭祖、天人合一、道法自

然等蕴含着朴素辩证法的精神文化食粮哺育

滋养着民族血脉，历经五千年风雨沧桑绵延

至今，成为举世独一无二的存在，巍然雄踞于

世界的东方。

站在历史博物馆里，面对着青铜器四羊

方尊、三星堆神鸟等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古代

文物，我们除了慨叹其工艺之精巧细致，却无

从知晓古人是如何制作而成。游览世界上现

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

筑故宫，很多人会感慨现今还有多少木匠会

用卯榫结构打制家具、建造房屋呢？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

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随着城乡

禁止燃放鞭炮，很多孩子已不知鞭炮为何物，

又如何想象得出燃放爆竹的声音，又如何能

把爆竹与春节、婚嫁、丧葬、乔迁等民俗联系

在一起呢？

用文字和图片呈现滁州民俗的方方面

面，让人们了解那些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的

民俗的前世今生，让人们理解这些民俗里曾

经承载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让

后人能从这些文字和图片中追寻到蕴藏在民

俗里的精神家园，这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有意

义的。

《滁州民俗面面观》着重介绍了滁州历史

上及现存的一些民俗，主要包括岁时节日、信

仰、生活生产经营、婚育寿庆、丧葬、禁忌习俗

和方言俗语七个方面的内容。为了避免单一

枯燥的阐述，我在对滁州文化中积淀下来的

民风民俗的渊源流变进行细致梳理的同时，

选取历代典籍史料、文人墨客有关民俗的记

载或诗词文章、轶事奇闻，有的则通过个人经

历见闻去还原呈现，以期更好地增强其知识

性、趣味性和可读性。

岁时节日习俗大多已沿袭数千年。春

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

重阳节、中元节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而端午节于 2009 年成为中国首个入选

世界非遗的传统节日。立春、清明、冬至还是

二十四节气，而“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

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

及其实践，又于 2016 年列入世界非遗。龙抬

头、蚕月挂红、六月六、十月朝、腊八、祭灶、扫

尘，这些节日习俗无一例外，既有敬天祭祖、道法自然的敬畏之心，也有祈福避灾、趋利

避害的美好愿景。而荷花生日、吃春酒、打猪衁习俗，随着时代的发展、观念的转变，已

在滁州或消失或淡化。

信仰习俗中的庙会实质上是带有浓厚地域特征的滁州地方性节日，多由道教、佛

教或在当地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传说故事发展演变而来，不像岁时节日习俗那样具有

广泛性和普遍性。皖东地区历史悠久、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始于东晋的琅

琊山庙会。“正月十六走太平”为古代淮河以南地区共有的民俗，而今多已消亡，唯有全

椒县传承至今，且近年来影响日盛，与儒林文化相得益彰，更为全椒县赢得“中国民间

文化艺术之乡”美誉。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各地盛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大背

景下，天长护国寺庙会、定远令狐塔庙会、南谯腰铺二郎庙会逐渐恢复，并为带动地方

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其内涵和影响力已和历史上带有浓厚宗教色彩，

香火盛旺的庙会景象相去甚远。

除了庙会之外，还存在长达数千年之久的占卜算命、求仙拜神等信仰习俗。远古

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科学落后，先民对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自身的生理现

象等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在遭受意外的天灾人祸后，就产生借助神意预知横祸或自

己行为会带来何种后果的需求，在长期的实践中便发明了种种沟通人神的预测方法，

从而产生最能体现神意的古籍经典《周易》，包括六十四卦的卦画（符号）卦爻辞，以满

足人们生产生活预测的需要。经过不断演化，《周易》又成为后世安邦治国、修身养性

的辩证法哲学典籍，也是现今占卜算命之术最原始的依据和参照。在农村，曾经随处

可见的不起眼的土地庙、仙姑庙等在“破四旧”的浪潮中被毁弃，现今还有少量遗存静

居一隅，时有信仰者前去求拜，以期获得精神的慰藉或祈祷美好愿望成真。还有对传

统文化感兴趣者也会前往荒野寻踪访古，在

来安县半塔镇的贾大山、王母山等山脚地头

仍能找到古代的石质土地庙，有的距今已达

500余年。

生活生产经营、婚育寿庆、丧葬，以及禁

忌习俗，贯穿于生命的孕育、诞生、成长，直到

逝去。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从衣食

住行到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种种形制或

约定俗成，我们都能从中追寻到外化于行、内

化为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内核。从儒学创

始人孔子修订“六经”（《诗》《书》《礼》《乐》

《易》《春秋》），到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的《礼

记》（20卷 49篇），始篇《曲礼》所载大多是周礼

有关言语、饮食、洒扫、应对、进退之法等微文

小节，终篇《丧服四制》则记述古代丧服制度

源于“恩（亲情）、理（义理）、节（节制）、权（权

变）”四项原则，并结合“仁、义、礼、智”四种德

行标准而制定。如今丧事丧服从简，但依然

可见古法之规矩。古代婚姻有纳采、问名、纳

吉、纳征、请期、亲迎之“六礼”，而今亦有传

庚、下礼、通信、行嫁、接亲等婚俗。“以上座左

首为首席，右首为二席”“六人吃饭，不可坐成

乌龟席”“忌讳在下午或晚上探望病人”等等，

均可见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德孝明礼、天人和

谐、阴阳平衡等理念的传承与约束的影子。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

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唐代诗人

贺知章离家多年乡音无改实属不易。初到来

安，人们常对我说，“一听你说话就知道你不

是来安人。”而多年后回到故乡的我，则闻邻

人言，“一听你说话就知道你是来安人。”不知

不觉中，我的口音已从“滁普”变成“来普”。

十里不同音。来安南部圩区和北部山区的吐

字发音差别较大，有时听圩区人说方言，我毛

估带猜也难以全部蒙对。若天长人说起方

言，我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大眼瞪小

眼。随着普通话的推广、时代的发展、城乡的

巨变，一些有独特发音特质的方言土话，一些

蕴含丰富哲学思辨的谚语熟语也渐行越远，

甚至消失。未来，还会有多少人知道在滁州

方言里，“日头”就是“太阳”，“手捏子”就是

“手帕”，“杂毛”就是“脾气很坏”呢？还会有

多少人知道“蘑菇”不是指吃的蘑菇，而是说

“做事太慢”呢？特别是那些与农业生产、气

象、物候变化有关的谚语，随着城镇化改造，

人们和土地的日渐疏离，很多孩子连小麦和

韭菜都分不清，又怎能理解“椿树头一棒，家

家要泡种，蜂子锥屋檐，大麦要下田”“庄稼不

上粪，等于瞎胡混”的自然规律呢。“宁丢一斗

米，不丢一头礼”“一把米养个恩人，一斗米养

个 仇 人 ”“ 小 秃 子 打 伞 —— 无 发（法）无

天”……这些老一辈人张口就来的大俗话，不

仅具有浓厚的乡土生活气息，也体现了传统

文化中“忠、孝、廉、耻、勇”等等做人处事的原

则和规范，生动形象，浅显易懂。能让这些曾

流行于滁州的方言俗语不至于湮灭，能让更

多的人了解先人智慧的结晶，便是此书收录

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留得住青山绿水，系得住乡愁。”这是习

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在经济发展和城镇

化进程中，在急功近利发展观的诱导下，污染

“上山下乡”，土壤“中毒日深”，“一阵风”的大

拆大建让许多悠久的历史村落也成了牺牲品

……这些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层面的沦

陷，更可叹可悲的则是精神层面的倒退或缺失，是与传统文化中家国观、义利观相悖的

“以财富论英雄”“笑贫不笑娼”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观念的大行其道。以致人们或感

慨或迷惘，精神家园无处可依。

“在历史进程中凝聚下来的优秀文化传统，决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成落后的

东西。”实践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大力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时期的文化就能不

断创新和发展，人的素质也会相应提高。在《滁州民俗面面观》中，有些旧俗因时代

局限，受封建迷信的影响较深，我们要批判地吸收对后人有益的内容，比如将敬畏之

心、家国情怀、德孝明礼等等融入日常，多些规矩和规范，多些庄重感和仪式感。润

物细无声，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终会外化于行，内化于心，终会让精神家园日益丰

盈，而不为外物所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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