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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俗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文化，是一个时代、一个地域的人们所

共同拥有的生活方式，既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又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具有鲜明地域特点的江南水乡民

俗文化对丰子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它作为精神的血脉世代传承，并以极强的渗透力和生命力浸染其作

品，使其或隐或现地呈现出来。丰子恺的散文中，无论是寻常百姓的衣食住行，还是独特别致的传统节日，

抑或那些平凡拙朴的乡音俗语等，都不可避免地渗透着独树一帜的江南水乡民俗文化特色，烙刻着鲜明的

地域文化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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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江南水乡指长江以南的江苏苏州、无锡、常

州所属市县，上海市，浙江北部杭州、嘉兴、湖州、
绍兴、宁波所属市县。民俗是“指一个国家或民

族中广 大 民 众 所 创 造、享 用 和 传 承 的 生 活 文

化”［1］1，它是一个时代，一个地域的人们所共同

拥有的生活方式，“既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又是

社会生活的一部分”［2］。“社会的人可以淡化或

没有表层( 文化) 结构，却不能没有民俗文化存

在的基本结构。”［3］这种经由漫长历史沉淀下来

的集体智慧深深扎根于特殊的地域文化土壤，并

在潜移默化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性格，

甚至命运。作家从小所熟悉的民俗文化对他们

灵魂的浸润，都会在他们的作品中自觉或不自觉

地呈现出来。
丰子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具风格的散

文家，桐乡石门人。具有鲜明地域特点的江南水

乡传统民俗文化对丰子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它作为精神的血脉世代传承，并以极强的渗透力

和生命力浸染其作品。他眼里家乡的“自然之

美，最为丰富; 诗趣画意，俯拾即是”［4］。其中对

寻常百姓的衣、食、住、行、传统节日、方言俗语的

描摹更是流淌着掩饰不住的挚爱之情。

一、我乡人得天独厚:

对江南水乡衣、食、住、行
民俗的描写饱含着深情

江南水乡人们衣、食、住、行都有着极其丰富

而独特的民俗文化，丰子恺曾自豪地感慨: “‘人

生衣食真难事’，而我乡人得天独厚。”
( 一) 衣———人生衣食真难事，而我乡人得

天独厚

嘉兴有四千多年种桑养蚕、纺丝织锦传统，

蚕桑丝织文化源远流长。丰子恺散文也有记录。
他在《辞缘缘堂》中写道: 倘然遇见桑树和丝绵，

更使其心中涌起相思情怀。因为“这是我乡一带

特有的产物。而在石门湾尤为普遍”。乡村人



112 家，无论贫富，春天都养蚕，亲昵地称呼蚕为“宝

宝”。人们的食仰给于田地，衣仰给于宝宝。所

以“丝绵在我乡是极普通的衣料。古人要五十岁

才得衣帛，我们的乡人无论老少都穿丝绵。他方

人出重价买了我乡的输出品，请‘翻丝绵’的专

家特制了，视为狐裘一类的贵重品; 我乡则人人

会翻，乞丐身上也穿丝绵。……每人有六套衣

服: 夏衣、单衣、夹衣、絮袄( 木棉的) 、小棉袄( 薄

丝绵) 、大丝绵 ( 厚丝绵) 。六套衣服逐渐替换，

不知不觉之间寒来暑往，循环成岁”。［5］121 － 122 丰

子恺散文中的服饰文化印证了“丝绸之府”的

美名。
江南水乡还有别具一格的蓝印花布印染技

艺。丰子恺家族的丰同裕染坊历史悠久、影响较

大。在《我的母亲》中，他回忆道: “我九岁的时

候，父亲遗下了母亲和我们姐弟六人，薄田数亩

和染坊店一间而逝世。……墙外面便是我们的

染坊店。……工人们常坐在里面的凳子上，同母

亲谈家事; 店伙们常来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同母

亲谈店事。”［6］641 － 642《学画回忆》告诉我们丰子恺

学画的颜料都是向染匠司务讨来的。从对丰同

裕染坊的叙述我们看到了桐乡蓝印花布民俗的

魅力。如今，它已被列为第一批浙江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和传承。丰子恺家族的丰

同裕染坊也于 2003 年以丰同裕蓝印布艺有限公

司的形式再次传承了下来，并成为桐乡蓝印花布

的重要生产基地。
丰子恺散文中所显现的江南水乡民俗服饰

文化散发出质朴、平和的魅力。
( 二) 食———世态人生皆风情，满是人间烟

火气

丰子恺的散文世态人生皆风情，充满了“人

间烟火气”［7］350，很多地方写到了故乡的饮食习

俗。
江南鱼米之乡，人们主食稻米，稻作文化和

饮食文化历史悠久。“我们郊外的大平原中没有

一块荒地，全是作物。稻麦之外，四时蔬菜不绝，

风味各殊。”蚕豆、桑葚、油炒蚕蛹、枇杷、软糕、糖
枇杷、糖佛手、冬笋、茭白、荠菜、毛豆、鲜菱、良乡

栗子、熟荸荠……“烫两碗花雕，你尽管浅斟细

酌。”［5］120 － 121( 《辞缘缘堂》) “老妻忙着烧素菜，

故乡的 臭 豆 腐 干，故 乡 的 冬 菜，故 乡 的 红 米

饭。”［6］521( 《家》) 寻 常 饭 菜 满 含 人 间 情 味。夏

天，门外刚挑过一担“新市水蜜桃”，又来了一担

“桐乡檇李”。喊一声“开西瓜了”，从楼上楼下

引出许多兄弟姐妹。这是何等的愉悦! 夏日傍

晚，“祖母穿了一件竹衣，坐在染坊店门口河岸上

的栏杆边吃蟹酒”。冬天，“炭炉上时闻普洱茶

香，坐在太阳旁边吃冬舂米饭，廊下晒着一堆芋

头，屋角里藏着两瓮新米酒，菜厨里还有自制的

臭豆腐干和霉千张。……大家在火炉上烘年糕，

煨白 果，直 到 北 斗 星 转 向”。［5］123，126( 《辞 缘 缘

堂》) 离家求学，母亲常给丰子恺制一罐猪油炒

米粉。返校回家，吃糕和粽子，意味着“高中”，

寄托了殷切的期望。丰子恺散文中对家乡饮食

文化的描写充满了浓烈的故园深情。
丰子恺对酒情有独钟，自称酒徒，每日一件

乐事就是晚酌，尤其喜爱使人醺醺而不醉的绍兴

黄酒，平时“呷一口花雕，嚼一片嫩笋”，也觉“其

味无穷”。即使只有一把花生米，也能够悠然自

得自斟自酌。若有一碗肥鲜的冬菇，一碗入味的

什锦，更是十分满足。在晚酌中看着成群的儿女

长大成人，他觉着天伦之乐的享受，觉着人生充

满兴味和幸福。若是老友饮酒叙旧，“可惊可喜，

可歌可泣的话，越谈越多。谈到酒酣耳热的时

候，话声都变了呼号叫啸，把睡在隔壁房间里的

人都惊醒”。［5］382( 《湖畔夜饮》) 所谓人生的滋

味，在这里可以浓烈地品尝到。
除黄酒外，在散文《癞六伯》里，丰子恺写到

一种加了微量砒霜的时酒，这种酒“是一种白色

的米酒，酒力不大，不过二十度，远非烧酒可比，

价钱也很便宜，但颇能醉人。因为做酒的时候，

酒缸底上用砒霜画一个‘十’字，酒中含有极少

量的砒霜。砒霜少量原是无害而有益的，它能养

筋活血，使酒力遍达全身，因此这时酒颇能醉人，

但也醒得很快，喝过之后一两个钟头，酒便完全

醒了。农民大都爱吃时酒，就为了它价钱便宜，

醉得很透，醒得很快。……我也爱吃这种酒，后

来客居杭州上海，常常从故乡买时酒来喝”。［5］671

丰子恺的散文中，还有一道独具江南水乡韵

味的下酒菜，那就是螃蟹。在《忆儿时》里，他回

忆道:“自七、八月起直到冬天，父亲平日的晚酌

规定吃一只蟹，一碗隔壁豆腐店里买来的开锅热

豆腐干”，“我在旁边看，有时他给我吃只蟹脚或

半块豆腐干。然我喜欢蟹脚。蟹的味道真好，我

们五个姊妹兄弟，都喜欢吃……”丰子恺的父亲

认为吃蟹是风雅的事，吃法也要内行才懂得。“先

折蟹脚，后开蟹斗……脚上的拳头( 即关节) 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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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怎样可以吃干净，脐里的肉怎样可以剔出……
脚爪可以当作剔肉的针……蟹螯上的骨头可以

拼成一只很好看的蝴蝶……”，“我们都学父亲，

剥得很精细，剥出来的肉不是立刻吃的，都积受

在蟹斗里，剥完之后，放一点姜醋，拌一拌，就作

为下饭的菜，此外没有别的菜了。”［6］137 － 138 这从

前江南水乡沟渠到处生长着的蟹，如今依然是寻

常百姓喜爱的佳肴之一。
丰子恺笔下的饮食习俗，既有平常的饮食，

也有节日的饮食习俗。《家》中写到一毛大洋一

两的茶叶，听头的大美丽香烟。他还特别写到吃

瓜子等风俗人情，融入了作者自己的人生见解，

富有情趣，发人深省。关于岁时节日的饮食民俗

就写得更多了，《忆儿时》写到养蚕时家里每天

都要买枇杷和软糕给采茧、作丝、烧火的人吃的

独特风俗。《过年》中写到“年酒席上的一只全

鸡，摆法大有道理: 鸡头向着谁，谁要免职。所以

上菜的时候，要特别当心……必须把鸡头向着空

位”。［5］696腊月廿三晚送灶君菩萨，家家烧赤豆糯

米饭，还要拿一点糖塌饼粘在灶君菩萨的嘴上。
送灶之后，每家每户忙着打又大又韧的糯米年

糕，还有红糖年糕、白糖年糕。廿七夜过年是个

狂欢盛典，大家忙着烧祭品: 猪头、全鸡、大鱼、大
肉。丰子恺家还有一道菜，“大年夜就烧好一大

缸萝卜丝油豆腐，油很重，滋味很好。每餐盛出

一碗来，放在锅子里热一热，便是最好的饭菜。
我至今还是忘不了这种好滋味”。［5］703 年三十晚

吃爆米花、接灶圆子，元旦日上街吃烧卖等饮食

习俗，充满欢乐，沿袭至今依然在传承和延续。
( 三) 住———秀水明山入画图，兰堂芝阁尽

虚无

江南水乡民居别具一格，一般傍水而居，融

入环境。距大运河约二三百步，支流岸旁，是丰

同裕染坊店，店里有惇德堂，惇德堂里面便是缘

缘堂。老屋地板间的窗前是一个小天井，天井的

旁边便是灶间，江南多雨，屋顶内侧坡的雨水可

以从四面流入天井，这里的建筑风俗符合江南民

居中间留有天井的基本布局模式。
传统江南民居往往选用天然生态建设材料，

缘缘堂为砖木结构，丰子恺写道:“缘缘堂构造用

中国式，取其坚固坦白。形式用近世风，取其单

纯明快。一切因袭，奢侈，烦琐，无谓的布置与装

饰，一概不入。全体正直，高大，轩敞，明爽，具有

深沉朴素之美。正南向的三间，中央铺大方砖，

正中悬挂马一浮先生写的堂额”，“西室是我的

书斋……东 室 为 食 堂，内 连 走 廊，厨 房，平 屋。
……堂前大天井中种着芭蕉、樱桃和蔷薇。门外

种着桃花。后堂三间小室，窗子临着院落，院内

有葡萄棚、秋千架、冬青和桂树。楼上设走廊。
廊内六扇门，通入六个独立的房间，便是我们的

寝室。秋千院落的后面，是平屋、阁楼、厨房和工

人的房间。”［5］125( 《辞缘缘堂》) 缘缘堂的这种结

构体现了江南水乡民居十分灵活而巧妙的对空

间布局的处理，从当地的自然、气象等条件出发，

既尊重功能，又有极其智慧的构思和精深审美的

安排，简约而雅致。
江南水乡民居内涵博大精深，沿河而居，石

板路，白粉墙，门前街市生意闹，屋后河埠好停

船，这是嘉兴枕水人家的真实写照。丰子恺十分

动情地对塘栖做了详尽的描述:“塘栖是一个镇，

其特色是家家门前建着凉棚，不怕天雨。有一句

话，叫做‘塘栖镇上落雨，淋勿着’”，“江南佳丽

地，塘栖水乡是代表之一。”［5］674 － 675( 《塘栖》) 屋

檐接屋檐，廊棚接廊棚，如诗如画的水乡民居特

色，落落质朴，与清澈的水、温润的人融为一体，

有着原汁原味的江南水乡风情和浓浓的生活气

息，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
( 四) 行———出行无须脚走路，乐得逍遥坐

客船

一艘艘客船是最具江南水乡特色的交通工

具。丰子恺眷恋故乡环境，非常偏爱坐船出行。
他在《辞缘缘堂》中写道: “无数朱漆栏杆玻璃窗

的客船，麇集在这湾里，等候你去雇。你可挑选

最中意的一只。一天到嘉兴，一天半到杭州，船

价不过三五元……开船时间由你定，不像轮船火

车的要你去恭候……行李不必用力捆扎，用心检

点，但把被、褥、枕头、书册、烟袋、茶壶、热水瓶，

甚至酒壶、菜榼……往船舱里送。船家自会给你

布置在玻璃窗下的小榻及四仙桌上。你下船时

仿佛走进自己的房间一样……经过码头，你可关

照船家暂时停泊，上岸去眺瞩或买物。这是轮船

火车所办不到的。”［5］119若到杭州，还可在塘栖一

宿，上岸买些本地名产，“再到靠河边的小酒店里

去找一个幽静的座位，点几个小盆……烫两碗花

雕。你尽管浅斟细酌，迟迟回船歇息……这种富

有诗趣的旅行……只有我们石门湾的人可以自

由享受”。［5］120丰子恺十分自豪: “我们不需要用

脚走路。下乡，出市，送客，归宁，求神，拜佛，即



114 使三五里的距离，也乐得坐船……决不要用脚走

路……倘使你‘走’到了城里，旁人都得惊讶，家

人将怕你伤筋，你自己也要觉得吃力。唉! 我的

故乡真是安乐之乡! 把这些话告诉每天挑着担

子走一百几十里崎岖的山路的内地人，恐怕他们

不会相信，不能理解，或者笑为神话!”［5］120 出行

无须脚走路，乐得逍遥坐客船，恐怕惟江南水乡

所独有。

二、别却春风又一年:

对江南水乡传统节日

民俗的描述洋溢着情趣

岁时节日民俗“主要是指与天时、物候的周

期性转换相适应，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

的、具有某种风俗活动内容的特定时日。不同的

节日，有不同的民俗活动，且以年度为周期，循环

往复，周而复始”。［1］131江南水乡丰富多彩的传统

节日民俗反映了人们的浓烈情感和精神信仰。
( 一) 岁历更新，喜气充塞人间———富有智

慧和情趣的过年习俗

中国传统节日中最隆重喜庆是过年。此时

“岁历更新，喜气充塞人间”。［5］642

丰子恺《过年》描述的是趣味丰富的戏剧性

全民狂欢。要提早办年酒替员工送行，酒席上要

有全鸡，鸡头不能向着任何人。年底收账时，有

农家付不出钱，可以用鸡或米抵偿。腊月二十

起，每天傍晚，可听见有人“蓬蓬”地敲着竹筒，

口中高叫“寒天腊月! 火烛小心! 柴间灰堆! 灶

前灶后! 前门闩闩! 后门关关! ……”三十晚上

送灶，家家户户都烧赤豆糯米饭供灶君，将灶君

神像请下放进一顶红绿纸张糊成的灶轿里，灶轿

两旁贴着上写“上天奏善事，下界保平安”的对

联，两旁插些冬青柏子，挂一串纸金元宝，还要拿

一点糖塌饼粘在灶君菩萨的嘴上，“这样一来，他

上去见了天神，粘嘴粘舌的，说话不清楚，免得把

人家的恶事全盘说出”。将灶轿烧化时还必须抢

出一只纸元宝，“拿进来藏在橱里，预祝明年有真

元宝进门之意”。［5］696 － 698充满了情趣。
二十七夜须烧制庄严丰盛的祭品装在大盘

子里: 有猪头、全鸡、大鱼、大肉。两张八仙桌接

起来，上供设“六神牌”，围着大红桌围，摆着巨

大的锡制的香炉蜡台。桌上供着许多祭品，两旁

围着年糕，祭年菩萨。丰子恺家还设两张接长的

茶几，供小菩萨像，用小香炉蜡台，祭小年菩萨。
祭品盘上的红纸盖，人工剪出“福禄寿喜”、“一

品当 朝”、“平 升 三 级”等 字，巧 妙 地 嵌 在 里

头。［5］698 － 699

年底店里要摆风灯，插岁烛。吃年夜饭时，

要把家里所有的碗筷拿出来，预祝来年人丁兴

旺。“吃饭碗数，不可成单，必须成双。如果吃三

碗，必须再盛一次，那怕盛一点点也好，总之要凑

成双数。”还有一出你在其他地方见不到的叫做

“毛糙纸揩漥”的滑稽戏让人捧腹，“漥”就是屁

股。“一个人拿一张糙纸，把另一个人的嘴揩一

揩。意思是说: 你这嘴巴是屁股，你过去一年中

所说的不祥的话，例如‘要死’之类，都等于放

屁。”［5］700

还有烧火放“泼留”的习俗。把糯米谷放进

热镬子里，一边用铲刀搅拌，一边用箬帽遮盖。
糯米谷受热纷纷爆裂，用箬帽遮盖才不蹦到地

上。“放好之后，拿出来堆在桌上叫大家捡泼留，

就是把砻糠挑拣出来，剩下纯粹的泼留，新年里

客人来拜年，请他吃糖汤，放些泼留”，“一粒糯

米放成蚕豆来大，像朵梅花，又香又热，滋味好极

了。”［5］701还有“吃串”、“提着灯笼讨账”、正月初

四接财神等习俗，眼花缭乱，“真好比天上换了一

个新太阳，人间换了一种新的空气”。［5］246

丰子恺把这些古老民风描绘得兴味盎然，在

回忆家乡过年风情时，他写道: “我很高兴，我很

得意，我对于我们的江南十分满足。”［5］244

( 二 ) 风 柔 日 丽 艳 阳 天，老 幼 人 人 笑 口

开———别样的新鲜欢快的清明习俗

丰子恺笔下的清明节消散了“清明时节雨纷

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鸦啼雀噪昏乔木，清明

寒食谁家哭”的清冷悲苦，而变得清新欢乐和趣

味盎然。
散文《清明》［5］705 － 708 开头便以“清明扫墓是

一件无上的乐事。人们借佛游春，我们是‘借墓

游春’”而奏响了别样的一首清明之歌让人豁然

称奇，接着他更以其父的八首格调欢快的《扫墓

竹枝词》横扫了人们对于清明凄凉哀愁的印象。
第一首“别却春风又一年，梨花似雪柳如烟。家

人预理上坟事，五日前头折纸钱”，写了清明烧纸

钱的习俗。接着一连用“风柔日丽艳阳天，老幼

人人笑口开。三岁玉儿娇小甚，也教抱上画船

来”，“双双画桨荡清波，一路春风笑语和”，“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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榼纷陈拜跪忙，闲来坐憩树阴下。村姑三五来窥

看，中有谁家新嫁娘”，生动地展开了春天欢愉的

场面，又用“周围堤岸视桑麻，剪去枯藤只剩花。
更有儿童知算计，松球拾得去煎茶”，增添了清明

的烂漫童趣，最后“解将锦缆晨斜晖，水上蜻蜓逐

队飞。赢受一番春色足，野花载得满船归”，定下

了新鲜欢快的基调。
清明人们每天都上坟。一路走一路采桃花，

偷新蚕豆，不亦乐乎。到了坟上，陈设祭品依次

跪拜后就可自由玩耍。“有的吃甜麦塌饼，有的

吃粽子，有的拔蚕豆梗来做笛子。蚕豆梗是方形

的，在上面摘几个洞，作为笛孔。然后再摘一段

豌豆梗来，装在这笛的一端……指按笛孔，口吹

豌豆梗，发音竟也悠扬可听。”
正清明更热闹。这天上“大家坟”，即上同

族公共祖坟，白天上坟，晚上吃上坟酒。大人高

兴，因为有出租的祖田作为开销费，小孩子尤其

高兴，因为可以整天在乡下游玩，在草地上吃午

饭，“船里烧出来的饭菜，滋味特别好”。孩子们

还有一件乐事: 抢鸡蛋吃。“每到一个坟上，除对

祖宗的一桌祭品以外，必定还有一只小匾，内设

小鱼、小肉、鸡蛋、酒和香烛，叫做拜坟墓土地。
孩子们中，谁先向坟墓土地叩头，谁先抢得鸡蛋。
我难得抢到，觉得这鸡蛋的确比平常的好吃。”游

戏中充满了笑声和乐趣。
第三天上私房坟，去上的就是他们一家人。

“吃了早中饭，雇一只客船，慢吞吞地荡去。水路

五六里，不久就到。”一个“荡”字写尽了清明的

闲情逸致。
肃穆的清明始终洋溢着欢快的气氛，丰子恺

总结道: 终年住在低矮狭小的市井尘嚣中，一朝

来到乡村田野这样过清明节，“感觉异常新鲜，心

情也特别快适，好似遨游五湖四海”。江南水乡

的人们能把忧伤的清明扫墓当作无上的乐事来

过，生命的欢愉无处不在，不能不让人耳目一新。
( 三) 虎头鞋、打蚊烟、吃蜘蛛煨蛋———饱含

生命的关爱和庇护的端午习俗

嘉兴端午有其独特的江南水乡文化内涵，散

文《端阳忆旧》［5］218里，丰子恺向我们描述了古朴

原始而充满生命关爱的节日习俗。
儿童要戴虎头帽、穿虎头鞋、穿印有“蛇虫百

脚( 即蜈蚣) ”的五毒衣。丰子恺大姐制“老虎

头”给自家以及亲戚家儿童佩戴; 人们向野塘采

蒲叶，选最像宝剑的叶，加以剑柄制造蒲剑，正午

时和桃叶一并挂在每人的床上。传说菖蒲是道

士的“水剑”和“蒲剑”，能斩杀妖魔。端午束艾

和采蒲习俗是为了辟邪祛病，人们深信这些草药

可保家宅和家人平安。
还有“打蚊烟”的习俗，将苍术、白芷，加入

鳖甲、芸香、艾叶、蒜皮等物，放在火炉里或火盆

中烩烧，生产浓烟发出香气，拿到每间房屋里熏，

以驱除蚊、蝇之类害虫; 孩子们有吃蜘蛛煨蛋的

习俗: 大人“买许多鸡蛋来，在每个的顶上敲一个

小洞，放进一只蜘蛛去，用纸把洞封好，把蛋放在

打蚊烟的火炉里煨。煨熟了，打开蛋来，取去蜘

蛛的尸体，把蛋给孩子们吃”。据说吃蜘蛛煨蛋

可驱毒，吃后整个夏天都不生痱子和疥疮。
还有喷抹雄黄酒的习俗，正午，人们把雄黄

与绍兴黄酒调匀，用嘴喷遍每间屋的角落用以驱

虫。喷剩的浓雄黄，就用手指蘸了在每扇门上写

“王”字; 再捞一点塞在每个孩子肚脐眼里。
人们深信“老虎头，桃叶，蒲剑可以驱邪; 蜘

蛛煨蛋可以祛病; 苍术白芷和雄黄可以驱除毒虫

及毒气。至于门上的王字呢，据说是消毒药的储

蓄; 日后如有人被蜈蚣毒蛇等咬了，可向门上去

捞取一点端午日午时所制的良药来，敷上患处，

即可消毒止痛云。”端午习俗，让我们窥见生命的

尊严、关爱和庇护。

三、鸡犬桑麻别有天:

对蚕桑丝生产习俗的

描绘蕴含着温情

嘉 兴 历 来“桑 柘 遍 地，茧 泊 如 山，蚕 丝 成

市”，吴越俗谚“上半年靠蚕，下半年靠田”。蚕

桑丝文化极具地方特色，富有鲜活的生命力，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项目“中国蚕桑丝织技艺”的重要传承社

区和保护责任地。丰子恺的散文多处提到故乡

的蚕桑生产习俗。
在《忆儿时》中，作者写到三件不能忘却的

事，其中第一件便是养蚕。春天人们都养蚕，亲

昵地将养蚕称为“看宝宝”，当时其祖母因为喜

欢这暮春的点缀，所以每年都大规模地养蚕。蚕

落地铺时，“我们的三开间的厅上、地上统是蚕，

架着经纬的跳板，以便通行及饲养”。他喜欢在

这满屋像棋盘街一样的跳板上走，常常失足翻落



116 地铺里，压死许多蚕宝宝，觉得这是一年一度难

得的乐事。祖母虽然禁止但也任作者玩去。但

是“蚕上山之后，全家静静守护，那时不许小孩子

们嗓了”。等到采茧、做丝的时候，空气里又热闹

起来。“蒋五伯每天买枇杷和软糕来给采茧、做

丝、烧火的人吃。大家认为现在是辛苦而有希望

的时候，应该享受这点心，都不客气地取食。我

也无功受禄地天天吃多量的枇杷与软糕，这又是

乐事。”做丝的时候，小孩子万万不可走到丝车后

面去。丝做好后，收拾丝车时口中要唱“要吃枇

杷，来年蚕罢”。［6］135 － 136让人觉得新奇而有趣。
蚕的每一个生长过程都有一定的讲究，并衍

生出了丰富多彩的风俗习惯，如“抬阁”，民间迎

神赛会时，在木制的四方形小阁里有人扮演“蚕

神马头娘”由众人簇拥，抬着小阁游行于繁市。
老百姓尊称蚕神为“蚕王菩萨”、“蚕花菩萨”或

“蚕花娘娘”，江南水乡还有蚕花节以及各种与

蚕桑生产密切关联的庙会等，对蚕神的膜拜祈求

热闹非凡，五彩缤纷。这些民俗都富有很强的地

方文化特色，都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四、醉里吴音相媚好:

对富有地域色彩的方言俗语的

描摹流淌着真情

特定区域人们所共同使用的方言俗语，最能

见出地域民俗文化精神的承传关系。嘉兴方言

俗语是江南水乡文化的厚重的活化石，承载了嘉

兴江南水乡地域和文化的历史积淀，呈现着丰富

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地方风采。
丰子恺散文中有许多带有鲜明地域民俗文

化特征的方言、俗语的生动描写，他亲切地称方

言为土白。在《庐山游记》里他写到旅途中有一

个人“听见我们五个人讲土白，就和我招呼，说是

同乡。……我们就用土白同他谈起天来。土白

实在痛快，个个字入木三分，极细致的思想感情

也充分表达得出。这位湖州客也实在不俗，句句

话都动听。……我只记得他说又一次独自走到

一个古塔的顶上，那里面跳出一只黄鼠狼来，他

打湖州白说:‘渠被俉吓了一吓，俉也被渠吓了一

吓!’我觉得这简直是诗!”［5］583 － 584挚爱之情溢之

言表。
丰富的方言俗语使作品更加灵活生动、趣味

盎然，地域特色更为鲜明。《东京某晚的事》写

道“东京的夏夜很凉快”，我们“一面闲谈，一面

踱步，踱到了十字路口的时候，忽然横路里转出

一个佝偻的老太婆来。……看她吃苦，心里大概

又觉得过意不去，所以趋避似地快跑几步，务使

吃苦的人不在自己眼睛面前”。［6］127 － 128《忆儿时》
写到中秋吃蟹，“在深黄昏，移桌子到隔壁的白场

上的月光下面去吃。……半斗蟹的蟹肉，过两碗

饭还有余，就可得父亲的称赞。又可以白口吃下

多余的蟹肉”［6］138，其中“凉快”“横路里”“吃苦”
“过饭”等都是嘉兴方言，“白场”即场地的意思，

“过”是用菜下饭的意思，“白口吃”即空着口吃。
“我们一淘游玩的时候”，“一淘”指“一起”。“他

的祖母每次看见我俩一同玩耍，必叮嘱囡囡好好

看待我，勿要相骂”，“一同”“囡囡”“看待”“勿

要”“相骂”等皆是方言土语。《立达五周年纪念

感想》有许多方言俗语，如“那时我日里在西门

另一个学校中做教师，吃过夜饭，就搭上五路电

车，到老靶子路的两幢房子里来帮办筹备工作。
那时我们只有二三张板桌，和几只长凳，点一盏

火油灯……吃完了酒，‘茶房’烧些面给我们当

夜饭吃。夜半模样，我再搭了五路电车回到我的

寄食处去睡觉”。［6］100 这里简直满口都是用方言

在和我们随意聊天。《作父亲》中写到我向挑担

的人说 话: “小 鸡 卖 几 钱 一 只?”“一 块 洋 钱 四

只。”“这样小的，要卖两角半钱一只? 可以便宜

些否?”“便宜勿得，二角半钱最少了。”［6］258 这里

人们仿佛能听见当时彼此的对话。词语的语音、
语汇、语法都是丰子恺不经意间沿袭了故乡方言

的习惯，向我们如同老朋友似地娓娓道来，朴实

贴切而又平易近人。
同样，俗语在丰子恺散文中比比皆是，如形

容瓜子吃不厌，叫“勿完勿歇”，形容瓜子吃不

饱，叫“吃三日三夜，长个屎尖头”。［6］236 － 237 写到

延长 寿 命 是 医 生 的 天 职，是“好 死 勿 抵 恶

活”［5］502。“停船三里路”的意思是“船在河中行

驶的时候，倘使中途停一下，必须花去走三里路的

时间。”［5］562“拉得被头直，天亮了!”［6］86 形容拖长

了时日做事情的感受。“陈抟老祖活了八百，勿曾

见过黄梅水勿发。”［5］226说的是江南黄梅天。
方言俗语是最鲜亮的地域文化印记，饱含人

生经验和人生智慧，任何一个来自别处的作家无

论如何模仿都不会令人与之混淆、无法如此行云

流水水到渠成的。



117
审
美
文
化
研
究

唐
惠
华

丰
子
恺
散
文
中
的
江
南
水
乡
民
俗
文
化
研
究

五、结 语

综上所述，具有鲜明地域特点的江南水乡民

俗文化对丰子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他曾饱

含深情地写道:“我们是浙江石门湾人，住在上海

也只管说石门湾的土白。吃石门湾式的菜，度石

门 湾 似 的 生 活 …… 这 真 是 一 种 奇 妙 的 生

活!”［6］464丰子恺散文中，无论是寻常百姓的衣食

住行，还是独特别致的传统节日，抑或那些平凡

拙朴的走到天涯都改不了的乡音俗语等，都无可

避免地渗透着独树一帜的江南水乡民俗文化特

色，烙刻着鲜明的地域文化印记。美国学者本尼

迪克特认为“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就

是一种“文化模式”，它对人的“生活惯性与精神

意识”的“塑造力”极大，甚至令人无可逃脱。［8］

江南水乡民俗文化的胎记如此深刻而永恒地镌

刻在丰子恺的作品和精神里，任何力量也无法将

之抹去。

参考文献:

［1］钟敬文． 民俗学概论［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2］余风． 文艺民俗学引论［J］． 文艺理论家，1990，( 4) :

17 － 23．
［3］曲金良． 民俗美学发生论［J］． 文艺研究，1989，( 2) :

42 － 49．
［4］丰子恺． 缘缘堂随笔［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3: 227．
［5］丰陈宝，丰一吟． 丰子恺文集: 第 6 卷［M］． 杭州: 浙

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
［6］丰陈宝，丰一吟． 丰子恺文集: 第 5 卷［M］． 杭州: 浙

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
［7］丰陈宝，丰一吟，丰元草． 丰子恺文集: 第 3 卷［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
［8］本尼迪克特． 文化模式［M］． 王炜，张志刚，张李玺，

等，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5．

The Study of the Folklore of South China
Towns in Feng Zikai's Prose Works

TANG Hui-hua
(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Tourism，Jiaxing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Jiaxing 314036，China)

Abstract: Folklore refers to the culture that is created，enjoyed and transmitted by the masses of a country or nation． As the
common lifestyle of the people of a particular age and region，it is an ideology as well as a part of social life． The folklore
of South China towns with its peculiar regional color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Feng Zikai． As a spiritual heritage，its vi-
tality，manifested directly and indirectly，permeates and informs his works． Whether it is the ordinary life of the common
people，the traditional holidays or even the dialects，everything in his works reflects the uniqu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South China towns and bears a distinctive regional flavor．
Key words: Feng Zikai; prose; Jiangnan towns; folk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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