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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7_8F_E9_A3_8E_E6_c34_510613.htm 杭州的民情风俗,是随

着杭州历史经济以及自然条件的变化发展,不断地由广大人民

所创造、所丰富而逐步衍变而成的。它为杭州增添独特的江

南风情。 从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丰富文

物说明,杭州最早人类活动的原始村落,已具有江南特征的民情

风俗。他们有的在山上构建半穴居式的房屋,有的已在地面上

架设适应地势低洼的干栏式屋舍。他们利用石头打磨石犁、

石锛,从事稻谷、芝麻等农耕生产；利用弓箭、石刀,从事狩猎

活动；凿刻独木舟,编织渔网,进行捕鱼作业,形成了原始农业

生产上的一整套习俗。他们还能用石轮纺织麻布,用石针缝制

衣服,雕琢精美的玉器和烧制陶器,来改善、装饰自己的生活。

春秋战国时,杭州地属越国或吴国,后并于楚。秦汉时杭州地开

始建县,当时的钱唐县是武林山麓一个小县,临江滨海,以水为

邻。《汉志》载：“吴粤之君皆尚勇,故其氏好用剑,轻死易

发,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数与楚接战,互相兼并,故吴越风

俗,略与楚同。” 隋朝置杭州,兴建州城,开凿江南大运河,对杭

州城市发展起到奠基作用。《隋志》载：“江南之俗,火耕水

耨,鱼稻富饶,不忧饥馁,信鬼神,喜淫祀。”又载：“吴郡余杭,

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商贾并辏。其人君子尚礼,庸

庶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 自唐以

后,杭州进入全国著名城市的行列。杭州的城区从城南的江干

扩大到城北的武林门。城市人口从原来的1．5万户猛增到10

万余家。经济繁荣,还与日本、朝鲜等国建立通商贸易关系,杭



州已成为“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随着杭州城市的发展,社会

风俗也渐趋都市化,生产、居住、饮食、服饰、婚丧、岁时、

庆典、礼仪等民情风俗,都有了相应变化。诗人白居易曾在他

的诗中,讴歌唐代杭州“鱼盐聚为市,烟火起成村”的社会风

俗,“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的岁时风俗,“岁熟人心乐,朝

游复夜游”的西湖夜游风俗。 杭州的民情风俗自北宋以后,变

化较大。首先,杭州曾经历我国历史上两次人口南迁的影响,形

成南北风俗的大融合。西晋时,北方屡遭战乱,晋室南迁,北方

的士大夫甚至平民也随之纷纷渡江,云集富庶的三吴(吴兴郡、

吴郡、会稽郡)地区,南方大片土地都成为东晋贵族的田庄。因

此,北方风俗也影响杭州。特别是北宋末年,北方女真贵族入侵

中原,赵宋政权南迁,建都杭州,大批士庶渡江南下。南渡的北

人将原有的家法礼俗一并带到南方,使杭州原有的民情风俗起

了很大变化。 杭州,作为南宋的都城后,经济日益繁华,社会风

俗更加多样。当时,杭州已成为北方商贾集中的地方,尤其从汴

京迁来的军器制造、土木营造、纺织、印刷等工业和手工业

作坊,纷纷在杭州重新建立基地,商贾也纷纷开店设肆。云集的

商品,丰富的民物,使杭州出现许多著名的街市,如米市、菜市

、羊市、鱼市、肉市、柴市以及花市、灯市、珠宝市、猴市

等等,至今在杭州仍保留着许多相关的街巷地名。《武林旧事

》等书记载当时杭州有四百四十行,一条横贯南北的御街,或称

“天街”,从北首的斜桥向南,一直通到凤山门,路面均铺石板,

两旁商肆林立,“无一家不买卖者”。南宋《梦粱录》载：“

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不但白天营业,夜市也

与日间无异。“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

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趁早市者,复起开张”。 当时杭州最



多的是饮食行业,市民宴饮、品茗成风。据《都城纪胜》记载

：“京城食店,多是旧京师人开设。”这些店铺都还保持北方

饮食习惯,以适应南渡北人的口味食俗,连南宋皇帝赵构也怀念

乡情,要去品尝一下宋五嫂亲手烹制的北方鱼羹美味,因此,“

宋嫂鱼羹”这道名菜一直流传下来。 “南人吃米,北人吃面”

。杭州人本以米饭为主食,后因北方流寓人多,面食骤然增加。

北宋京师上层社会妇女的衣饰,南渡后也传到杭州。连最时髦

的“瘦金莲”、“方莹面丸”、“遍体香”等化妆品,也在杭

州逐渐流行起来。《梦粱录》“民俗”条曾记载这样一件事

：“自淳祜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

异服,三五成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 南

宋杭州的岁时风俗,在南渡初年,与北方风俗还有很大差异。但

到南宋末年,随着南北文化风俗的融合,最重要的是中原文化的

崛起,南宋杭州的婚娶、育子、满月、百日、周岁的仪式礼节,

也渗入了中原的习俗,娱乐风习也有不少是继承北方遗留下来

的习俗。北宋汴京有“瓦舍”,南渡后的杭州也出现了游乐场

所“瓦舍”,而且为数众多。影戏的初时只以素纸雕形,南渡后

用羊皮加上彩色装饰。说唱诸宫调的,汴京有孔三传编传奇灵

怪,人曲说唱,后杭城有女艺人熊保保及后辈女童仿效学唱。随

着北人的南来,连奉祀的神庙,也迁建杭州。 北宋士大夫崇尚

园林,也成为南宋官僚阶层的一种习尚。当时,西湖四周都建起

园苑。《梦粱录》中说：“杭州苑囿,俯瞰西湖,高挹两峰,亭

馆台榭,藏歌贮舞,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矣。”元朝李果

《风俗通义》题辞中说：“上行下效谓之风,众心安定谓之俗

。”宋室南渡,君臣耽乐湖山,过着花天酒地的奢糜生活,上行

下效,也形成市民阶层“四时幽赏”、行乐西湖的风气。 杭州



都市风俗经过南北融合,已基本上在生产、生活、婚丧、岁时

、娱乐等方面逐渐形成一套具有杭州地方特色的风俗习尚。 

元、明、清三代都继承、发展了这些风俗。同时,元、清两代

因少数民族掌握中央政权,影响所及,杭州民情风俗还渗透、融

合了蒙、满族的部分风俗。清时还有因对清廷统治不满,专敲

穿黄马褂的清贵族的竹杠,出现了“刨黄瓜(褂)儿”等杭州俗

语。 杭州的民情风俗,在长期封建统治下,具有浓重的封建色

彩。但自鸦片战争以后,杭州的近代风俗受到西俗的影响,经常

出现旧俗中有新的因素。新俗中又有旧的形式等新旧交错的

复杂现象。辛亥革命后,杭州旧的封建伦理道德和婚姻礼教受

到一定程度的冲击,社会、礼仪习俗,相应起了变化,但是,由于

民间风俗的传承性,有的习俗仍在延续。而且,在接受外来西方

文明的同时,有些坏风陋习也传人进来。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

放,杭州市的民情风俗起了除旧布新、移风易俗的巨大变化。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歪风邪气、陋俗恶习有的被清除,有的被取

缔,新的社会风气正在逐步形成。 新的社会体制的建立,使旧

的家庭体制起了相应的变化。原来杭州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墙

门结构已基本解体。随着《婚姻法》实施,男女婚姻自由,封建

包办、强迫和买卖婚姻制度已经废除,晚婚和计划生育,以及尊

老爱幼,正成为新的社会风尚。丧葬方面,也作了改革。春节、

端午、重阳、冬至等传统的古老岁时节令,大部分都保持原来

的习俗,并增添一些新内容,如春节前后的“拥军爱民”、“拥

政爱民”,向离退休老干部、职工慰问拜年；清明时节青少年

祭扫革命烈士墓,等等。此外,还新增“三八”妇女节、“三一

二”植树节、“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五一四

”母亲节、“六一”儿童节、“八一”建军节、“九九”老



人节、“九十”教师节、“十一”国庆节等新的节日。 但是,

在出现大量新风的同时,还有许多旧俗,甚至陋俗,不时沉渣泛

起。为把杭州建设成为美丽、清洁、文明、繁荣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城市,杭州市正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继承优良

传统,改革陈规陋俗,塑造杭州新形象,树立一代新风尚。百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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