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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间故事是远古以来人们口头流传的民间文学之一，是人们精神生活之土壤里生长出来的草根文
化，年年春绿，生生不息。
这些内容丰富的民间故事，以通俗易懂又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娓娓动听、引人入胜的情节，反映了有
史以来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展示了人们精神世界的无限丰富性，表达了人们生活中美好
的愿望。
　　民俗故事是民间故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谓民俗，是指一个国家（地域）或民族中人们共同创造、传承的生活文化，如影随形地存在于人们
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正因此，民俗自然成为民间故事不可或缺的表现内容，蔚为大观。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创造、传承着多彩多姿的民俗故事，这些民俗故事以独特的文化视角，真实且深
刻地反映了浙江历代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追求，成为了解浙江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
浙江民俗故事在内容上除了民俗故事共性特征，还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古老的吴越、畲族民
俗遗存。
浙江是古吴越之地，吴越族作为一个古代民族，历尽了沧桑，后转化为汉民族而消失于历史舞台。
畲族是浙江最为重要的少数民族，景宁畲族多为明初从福建迁来，景宁是畲族迁入浙江省的最早落脚
点，是目前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
畲族与汉族由于长期交错杂居，尽管生产生活与汉族日渐接近，然而在语言、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上
，还保留有本民族的特点。
浙江民俗故事是一个地域历史文化的积淀及其重要特色的集中表现之一，吴越族和畲族的民俗自然而
然地在民俗故事中有大量的遗存，金华的斗牛、越人的酿酒等习俗，特别是畲族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
民间习俗，成为浙江民俗故事中极具民族特色和独特魅力的动人篇章。
　　浓郁的海洋文化气息。
浙江东临海洋，有着蜿蜒绵长的海岸线，岛屿众多。
渔民们一代代在惊涛拍岸的大海边生活，大海是他们耕耘的蔚蓝色土地。
多少年来渔民们创造并传承着海岛上独特的生产生活习俗，那里的民俗故事传递着浓郁的海洋文化气
息。
龙的传说和观音信仰，对船官老爷和天后娘娘的民间信仰，是与平原、山区迥乎不同的。
与海洋作业相关的新船下水仪式、谢洋仪式等相关的民俗故事，更是展现了海岛独特的民俗文化。
　　鲜明的商贸文化特色。
浙江商贸活动历史悠久，宋时的杭州商贸活动已经十分活跃，有道是：“钱塘自古繁华”，“市列珠
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宁波、温州等地，在宋代已是闻名全国的滨海贸易地，当地民间从事商贸活动及“善进取、急图利
”的功利主义与经商理财的理念，颇有影响。
这些商业贸易活动与地域文化相互影响，形成了浙江历史上的商贸文化。
这些商贸活动方面形成的习俗，必然会反映在民俗故事中，并对民间传统商贸产生深远的影响，为浙
江商贸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民间文化养分。
　　民俗故事活动是一种群体性的审美活动和文化创造。
粗略考察浙江民俗故事，便可以发现这些民俗故事所体现的审美价值。
　　民俗故事以民俗事象为载体，传承着浙江民俗的传统文化因子。
民俗是创造于民间、流传于民间的，具有世代相习的传承性事象，包括思想和行为。
它是关于生产、生活、文娱、制度、信仰等方面的民俗活动和民俗现象的总称，它普遍存在于民间社
会文化生活中，是传统文化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
当农耕时代离我们渐行渐远，一些依附于农耕时代的民间文化不可避免地淡出人们的视线，那种在晒
谷场上数着星星听着故事的情景，已经如童话一般美丽而遥不可及。
然而民俗故事可能是个例外，它是民俗生活这棵常青之树上开出的鲜花，还沾着清亮亮的晨露和掠过
稻穗的晚风中清新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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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这些民俗还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些民俗故事就不会消亡。
民俗故事通过这些活态性的民俗事象，承载着积淀深厚的传统文化，绵延不绝。
　　民俗故事以普遍参与为特征，表达着浙江群众的集体审美理想。
民俗故事有着鲜明的地域特点，体现了这一地域群众集体的审美体验、审美趣味和审美风尚。
浙江群众的集体审美理想是从漫长的审美意识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有着深刻的历史痕迹。
作为这一地域群众集体创造的成果，浙江民俗故事以平易近人的表达方式，抒发了人们对真善美的追
求，对假恶丑的鞭笞，对正义的诉求，以及对于幸福安宁生活的向往⋯⋯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的
价值诉求，在民俗故事的发展、演变中愈来愈显示出它的光芒，成为深入人心的道德力量和精神追求
。
　　民俗故事以审美愉悦为目的，再现着浙江民间的群体艺术追求。
民俗故事本身具有社会性和集体性，在传承过程中呈现出相对的稳定性和一定的变异性。
民俗故事的发展历史中，无不贯穿着民间集体的创造智慧。
作为富有意义的民间文化现象和审美活动，民俗故事的产生、传承体现了集体的审美趣味，为营造民
俗故事的感染力，突显民俗故事的审美愉悦性，千百年来人们努力寻求富有意味的故事形式，追求贴
近群众心灵的感性的语言表达。
浙江民俗故事本身所具有的亲身体验性，虽然日渐式微，但人们依然可以从采录、整理的文本中，感
受到民俗故事的亲和力，感受到民间的创造智慧，感受到民间文化穿越时空的艺术魅力。
　　本书共选编浙江民俗故事二百余篇，分岁时节日篇、婚育丧葬篇、居住出行篇、饮食服饰篇、生
产贸易篇、社会礼仪篇、民间信仰篇、游艺娱乐篇、民间俗话篇九个部分。
“窥一斑而知全豹”，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浙江民俗故事的源远流长和多彩多姿。
读着这样亲切的民俗故事，我们也许会对乡土风俗多一份关注，对民间文化多一份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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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选编浙江民俗故事二百余篇，分岁时节日篇、婚育丧葬篇、居住出行篇、饮食服饰篇、生产贸
易篇、社会礼仪篇、民间信仰篇、游艺娱乐篇、民间俗话篇九个部分。
"窥一斑而知全豹"，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浙江民俗故事的源远流长和多彩多姿。
读着这样亲切的民俗故事，我们也许会对乡土风俗多一份关注，对民间文化多一份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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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兰溪金湖下江村人，年三十夜都用笠帽当锅盖烧年饭，正月初一也不作兴吃菜羹。
　　据讲，二百多年以前，下江这个小村穷得答答滴，太公就靠讨饭过日脚。
　　有一年大年三十，各家各户都排排场场、高高兴兴地过年节吃年饭，只有下江太公在外讨饭，连
烧年饭的米也不知在哪里。
他讨饭讨到后坊村张财主家，望见财主家大门口有三只大黄狗，摇头摆尾正在吃肉、吃馒头；地上年
饭成堆。
就走上去，把地上的饭捧来吃。
饭吃饱，他竟昏昏沉沉睡了过去，还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白胡须的老人对他说：“我是五谷神，在
张财主家守家守了几十年了。
他家富得缺德，对粮食一点也不爱惜，我再也不在他家守下去了。
你把地上的剩饭带回去，我也跟你回去，帮你守家，保你明年不再讨饭。
”太公醒来，连忙把大黄狗吃剩的年饭扒起，带回家来。
　　一家老小见太公回来了，问太公讨回多少米。
太公说：“人家都吃年饭了，没到哪里去讨。
我把财主家喂狗的年饭扒回来了，快洗一洗，烧烧吃吧！
”　　太婆只好把带泥的饭洗了洗，放在锅里去烧。
家里有锅没盖，就拿来一顶笠帽，盖在锅上烧年饭。
　　年饭烧熟了，一家人忙着吃年饭。
稀奇的是，这饭不仅又香又甜，而且盛掉了一碗，笠帽盖上去，第二次去盛，又变成了满满一锅；第
三次又是一满锅饭。
太公想起来在张财主家门口做的梦，晓得五谷神真的到家里了。
他把做梦的事告诉了太婆。
太公和太婆连忙盛了三大碗饭，拿一张红纸剪个元宝，贴在饭上，再插上松、柏，点香，拜谢天地。
　　第二日是正月初一，每村每户都兴吃菜羹。
因为太公讨饭回来太迟，财主家的石磨早已封歇过年了，没法磨粉烧羹。
所以，下江村人直到现在，正月初一还是不作兴吃菜羹的。
过年买新笠帽当锅盖烧年饭的习俗就一直传了下来。
　　雅庄过年趣俗的由来　　雅溪区双溪乡雅庄村有着一个与众不同的风俗——每年过年吃“丰岁”
，都在中午吃。
关于这一风俗，说起来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相传，雅庄人的太婆是从西溪乡的雅里村娶的。
因为太公家里很穷，每年过年都过不起，年年都要到雅里村岳父家担些年货勉强度过年关。
开始，岳父看女婿女儿可怜，对他们还算好。
但日子长了，岳父也讨厌起女婿来了。
　　那一年三十日，太婆又叫太公到雅里村娘家去担些年货回家过年。
没办法，他只好去了。
岳父一见女婿又空着手来拿年货了，心里很不高兴，就故意坐在屋里不走出来。
岳母虽心疼女婿女儿，但见丈夫在家，也就不敢拿东西给女婿了。
就这样，到了傍晚，太公见时间晚了，岳父岳母没有拿年货给他，也就气哼哼地空着手回家了。
　　走着走着，到了现在的小黄岭头，天已黑下来了，他又累又饿又气，就坐到岭头的樟树脚下歇力
，坐下来越想越气，就拿出旱烟来吸烟。
由于一天来回走路很吃力，又受了岳父的气，他拿火石的手抖了起来，一不小心，火石掉落在地。
这时，天已黑了，他就用双手在地上乱摸起来，摸呀摸呀，突然，他摸到一块白闪闪的东西，拿起来
一看，下面还有一堆闪闪发亮的东西，啊！
原来是白银，他顿时忘记了疲劳，拿起布袋将所有的白银都装了起来，满满的一担挑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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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家，太婆很生气，说等你到父母那里拿年货回来过年的，你却这么晚才回来，人家的“丰岁
”早已吃了，自己家里还在饿着肚子。
太公一听，对太婆说：“不要紧，今年‘丰岁’我们比别人吃晚了，明年比别人早些吃。
”　　太婆以为那满满的一担是从父母家拿的年货，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担亮闪闪的白银呢！
　　有了这一担白银，太公家从此发财了，他们用这些白银，盖起了一幢十三间走马楼。
为了消消以前受的气，第二年过年，吃过早饭，他就将猪头、鸡等煮了起来，烧得排排场场的，一到
中午就吃起“丰岁”来了。
　　自此以后，雅庄人就一直将这一风俗保留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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