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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

盐城地方民俗传承与发展
石清清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江苏 盐城 24000）

摘要：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行为，使其在都市环境中具有了新的表现形态和新的内容。在各种因素的影

响下，民间民间文化的传承也在悄悄地改变，不管是城镇，乡村，民间习俗都有了新的发展。本文以盐城地区的岁时节俗与婚丧嫁娶习

俗为研究对象，探讨盐城都市化过程中民间文化的变迁与传承，探讨今后该区域民间民俗的继承与发展之路。盐城的地域继承与发展趋向，

是在新时期盐城区域的宏观经济发展和变迁，并结合其所具有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的精神状态等方面进行分析。盐城是江苏省的重要城市

和沿海城市，是全国重点推进的城市，在新农村和小城镇的发展方面，盐城的发展已经初见成效。然而，盐城地区人口众多，资源丰富，

产业结构单一化，问题也比较突出。本文拟从盐城地区的历史沿革入手，运用实地调研和搜集的大量文献，探讨新时期盐城地区所面对

的种种发展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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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民间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

文化、民间习俗和生活方式，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盐城具有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形态：“五大历史文化名城”

之首，“四条大河波浪宽”之海，“世界长寿之乡”“国家园林城市”

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

盐城民间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在历史上，

盐城与江南、塞北有着密切联系；在经济上，盐城是重要的工业

基地；在艺术上，淮安学派、海派、京派等影响深远。

民间风俗是一种自然的社会现象。由于黄海盐城一带的泥沙

性，几千年来，陆地不断向海洋扩展。以范公堤为分界线，一面

是古老的陆地，一面是新的大海，两者兼备。初期的发展，不仅

是当地的居民，也是吴语区人口的补充，使盐城一带的吴话方言

岛屿得以生成。这里是新移民的家园，他们和当地的人一起生活，

并将当地的风俗文化带入其中。当代中国的近代化速度越来越快，

特别是在年轻人中，现代人的生活步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民间

习俗和现代生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盐城民间文化艺术”“民间收藏”等内容进行了深入交流，

就盐城民俗、盐城民间艺术的挖掘、整理以及保护和传承等问题

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并共同达成了一个共识：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推动文化创新发展，坚持以科学发展观引领发展全局，坚持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继承和弘扬盐城历史经验和优秀传

统文明之路上不断前行。

从“岁节”和“婚丧”两大类型的传统文化习俗入手，对盐

城地域民间习俗在当代城市社会中的继承和变化进行了论述。以

盐城为代表的“岁节”为代表的民间文化中，以“喜事”“喜事”

为主要内容，对这两种民间文化从古到今的变迁进行了探讨，并

以此为切入点，展现了城市生活中的民间生活形态。在继承和发

展当地民间文化的同时，还应与时俱进，发展经济。

一、岁节庆的民间文化传统

盐城民间文化源远流长，其主要表现为民间信仰、地方戏剧、

曲艺等方面；民间风俗与宗教活动密切相关，主要表现为盐城的

岁节庆。

岁时节事是民间的一种文化，在谈到民间的文化时，节期是

一个无法回避的主题。在民众的假日活动方面，政府也给予了一

定的关注。在民间，传统的节庆是重要的一章。本论文所论述的

节会主要集中于四个全国性的法定假日，旨在探究盐城节俗的特

色。

（一）盐城民间节庆与民间习俗

“过了腊八就是年”，在盐城民间，从农历腊月初八（1 月 21 日）

到除夕前一周，都被称为“过小年”。

这个时候，家家都要大扫除，打扫干净后在院子里铺上新买

的灶坑（用于烧火取暖的灶坑）或把旧的灶坑移到堂屋门口，以

备迎接客人。

在盐城，人们把这一年的节日称为“过节刻”。印水心在他的《盐

城乡土地理》中，记载了盐城人从正月初三到除夕的风俗。节气

是以农作为基础的，盐城一带，尽管是一片广袤的平地，河流纵横，

农田遍地，但是中年轻人却很难再耕种了。在 80、90 后人群中，

大部分人仅会背节气歌谣，而对某些与节令相关的农事却了解较

少，无法成为代表性。

四个法定的国庆节，在盐城一带都是举足轻重的盛事。作为

四大节庆之一，中国传统的节庆习俗也是最丰富多彩的。从打扫

卫生的那一刻起，我就嗅到了一股过年的味道。十二月二十四是

“扫尘”的日子，盐城话里有“掸灰”的意思，盐城的人们，都

会在家里做一次大的清扫，以“去陈，除旧”的意思，以祛除瘟

疫，祈祷来年健康。采购年货也是年关之前的一个大项目，尤其

是在乡村，因为年关的时候，许多商店都不开门，因此大家要在

新年之前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要为家里的食物做好准备，在

新年的时候要用到礼物，春联，窗上的花朵。“以祭奠先人的雕

像为祭品，祭祀神灵，称“谢年”。除夕祭奠先祖，也是盐城百

姓必不可少的一项仪式。当地的人很看重这一仪式，他们相信，

这会给他们带来好运，让他们在新的一年里把他们的先辈都给供

奉起来。虽然这是一种迷信，但也有民众对未来的憧憬。除夕之

夜，除夕之外，还会有许多有趣而有趣的事情，例如吃宵夜，庆

祝新年，燃放烟花爆竹。盐城的春节，可以说是一顿丰盛的大餐，

有一只大草鱼，一盘青菜，一份豆腐羹，比家里的盘子还要多。

鱼代表着一年又一年的丰盛，不过很忌吃的，通常都会将鱼整个

端上来。除夕之夜，这条鱼是不能倒掉的，必须是正月里的早晨，

家里的主人会将这条鱼翻过来，然后撒上一些醋。一碗叫“陈汤”

的蔬菜豆腐汤，是要告诫自己的家人要有节俭的心态，简朴的人生。

最终是一些餐具，超过了原来的数量，一是为了留给祖宗，二是

为了让家里子孙繁衍，每年都有新的成员。接下来就是庆祝新年，

燃放爆竹。通常，吃完年夜饭，收拾好餐具，放爆竹，全家围着

春节联欢晚会。大年三十早上，一家人还得起来，燃放爆竹，给

家人准备早饭，通常都是吃糯米、糯米、糯米。第一天早上起来，

大家都不能直接开口，要先让家长准备好的水果和阜宁蛋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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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给他们一块，让他们在新年里过得更好。然后，大家都换上

了一身崭新的衣服，拿着礼物，到家里拜年，收钱。

过完年，又到了清明节。盐城大部分地方的海拔都在五米以下，

因此，在这个节骨眼上，并没有什么攀岩运动，有的只是一种普

通的祭祖仪式。他们会“换帐子”，比如父母，送上祭奠的食物，

打扫墓穴，打扫墓穴，焚烧冥币。当地居民很看重祭天仪式，相

信尊老爱幼可以保护后代的健康。所以，为了表示敬意，很多“大

事情”都是在清明节举行的。大部分当地人对清明节的饮食都不

是很上心，都是些“粉块豆腐”之类的蔬菜。

端午节是国家的第 3 个法定假日。盐城的端午节风俗主要表

现在食物上，即包饺子。盐城的北方和北方相隔比较远，许多风

俗习惯都是从北方来的，例如吃饺子。南方口味偏向于咸味，北

方则偏向于红枣味。饺子的外形也多种多样，有的呈三棱锥型，

有的呈扁圆形，有的呈圆筒状。

国家法定的传统假日是中秋。祭月亮是最基础的中秋节风俗。

如果家里有老人，老人就会制作一大块“冷锅饼”，让孩子们在

家里吃上一顿。还有，我们也会做一些中秋节。不过，也要在祭

奠祖先的时候，将中秋节的祝福传递出去。

（二）盐城民间节庆与民间习俗的演变

虽然在地方风俗中，传统的节庆十分重要，可是随着时间的

推移，都市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工作习惯

也会发生变化，许多风俗习惯无法得到贯彻。盐城的传统节庆习

俗与人们的工作、生活的步调相适应，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上一代对传统的节庆方式传承得很好，主要是年轻人和中年。

教育、卫生等方面的优势都集中在城市，年轻人的学习和工作也

越来越趋向都市化。

一些常规的仪式还在继续，只不过分配的方式有所改变。过

年时，参加年节和祭祀的人越来越少，烟花爆竹也不是必不可少

的了。很多人都喜欢趁着过年的时候，到当地的旅游胜地旅游，

或者和自己的好闺蜜一起逛街，看电影，聚餐等等。

如今，各种电器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用移动电话转帐、发个

大红包已经很普遍了。过年的时候，还是以现金方式发放红包。

除了祭祖之外，因为是春天的缘故，所以很多人都会在这个时候

来郊游。年轻人热衷于这项新的运动。

端午节，端午节是当地一户人家最常用的节日。如今，许多

企业都会组织端午节的活动来营造浓厚的端午节气氛。到了中秋，

年夜饭仍然是当地人民最重要的一项节日。但在城市中，也有不

少团体的节日，比如灯会、晚会、月饼等。

二、婚丧葬习俗的传承与发展

乌丙安曾经说：“在民间的思想中，生命的礼节表现为一种

从生到死亡的社会性生命，以及从死亡到生命的信念生命的历程。”

在民间，婚姻习俗和丧葬习俗都很重视。他们完全可以反映出地

方民间故事，就像是一个“有剧本、有情节”的戏剧，有一种比

较稳定的表演方式，不同区域有很大的差别。

（一）盐城民间婚姻习俗中的风俗习惯

中国的习俗主要有六种：纳采、问名、纳吉、请期和亲。汉

族大部分地方的结婚风俗都是基于此而有所改变的。没有红娘，

是不可能办的，虽然现在大部分都是以谈情说爱为主，但到了结

婚的时候，男方家里也会邀请家里的有头有脸的老人。红娘到了，

会给新娘送上八字，然后夫家给两个人“算命”，看两个人的属

性有没有匹配，有没有冲突。“算命”虽然没有任何的依据，但

对于父母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算过命”的时候，男方

要拿着结婚证书，邀请红娘到娘家人那里“下聘礼”。以结婚为

凭证，以聘礼为依据。嫁妆结束，男方要带着两个儿子的八字去

“算日子”，选好的日期，然后送到娘家人那里，商议一番，确

定婚期。所有的手续都是结婚之前的一项工作。到了大婚的时候，

婚礼的规矩就更加的复杂了。到了这一天，新娘子们早早起床，

打扮得漂漂亮亮，新郎们则是备好了马车，等待着婚礼的开始。

不管是新郎还是新娘子，都会聚在一起喝茶吃水果。新郎到了，

就必须上彩礼；新娘子走了，就是要哭丧。到了女方家里，要喝

红枣、桂圆、喜茶，还要让男孩戳破窗户，这是古代传统的传统，

现在就是为了好玩，好让孩子们早点出生。三日后，新郎要和新

娘子一同回家，男方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

虽然表面上是一种礼节，但也有积极的教育作用，让新人明白，

结婚的人要学会珍惜和尊重。

（二）盐城民间婚姻习俗中的异象

盐城的丧葬习俗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不过在很多习俗中，这

一套最为完整，特别是在乡下。现在，他们的子孙都在外面工作，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他们是不会再回来的，但是如果有什

么婚礼上的事情，他们肯定会参加。然而，由于日常工作的繁忙，

人们不能在结婚和葬礼上投入过多的精力。

（三）盐城婚俗的现状

随着盐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盐城婚俗发生了很大变化，但

是我们还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比如人们的观念、生活方式以及

人们的精神面貌等等。盐城民俗文化是我国地域民间文化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主要包括民俗事象、民风民俗、民间文艺、饮食

文化和民间文学等内容。盐城民俗学专家刘树成先生认为民俗文

化包括物质生活层面的一些事项和精神生活层面的一些事项。其

中民俗文化就是由特定区域中的人或物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并

具有共同特性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

三、结束语

“民俗代表着一种生活实践与文化认同模式”，它可以发挥

“引导个人融向社会集体的导向作用”。同时，“在使用同样语

言，生活于同样回忆中的人们之间，是可以产生感情的，这就是

人之间互爱”本身在社会发展中具有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趋势，

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民俗的传承上，盐城政府相关部门可以起牵

头作用，保护好传统民俗，组织专业的人员对传统民俗进行统计

与记载，使之在将来至少有史可寻。加大宣传，呼吁群众对传统

民俗重视起来。因为人是朝着未来不断前进的，无论是谁都无法

改变社会的前进节奏。民俗文化是民族的精神财富，它反映了一

种民族的精神面貌和民族心理，是民族文化内涵的重要表现形式。

盐城民间传统习俗的传承发展受到社会大环境影响，如人们受西

方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受市场经济冲击、外来文化侵入等，使盐

城民间传统习俗面临新的挑战和考验。

盐城民俗文化是江苏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盐城民

俗文化不仅可以丰富江苏民间文化的内涵，而且可以促进江苏民

间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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