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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爱大连　　大连出版社将要编辑出版“品读大连”系列丛书，我非常赞成。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和曾经参与过这个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领导人之一，我对大连总是有一种偏
爱，总是觉得这个城市所蕴涵的文化值得我们去认真挖掘。
这套丛书动员十几位作者，分十几个专题对大连的文化现象进行挖掘和梳理，我认为这项工作十分有
价值。
　　大连是一座充满活力、现代感非常强、文化不断创新的城市，也是一座有着特殊历史和个性的城
市。
因此，如何在新的时期找出大连的文化定位，挖掘大连的文化内涵，突出大连的城市性格，使城市的
根和魂能不断通过文化来体现，并最终提炼出大连的城市精神，既是城市的管理者、建设者所要关注
的，也是所有文化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千城
一面”的特色危机，很多城市面貌趋同，城市个性模糊。
实际上，城市发展不仅仅是GDP的单纯增长，文化内涵的建设与发展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文化竞争力
将决定城市未来的竞争力。
　　因此，我觉得此次大连市委宣传部和大连出版社共同策划出版“品读大连”系列丛书，可谓正当
其时。
从多层面多角度挖掘、整理、总结、诠释大连的风物人情、文化脉络、人文价值，并以图书的形式把
这些宝贵的非物质财富积累、沉淀下来，无论是对于大连这座年轻却饱经沧桑的城市来说，还是对
于600万大连市民乃至我们的子孙后代来说，都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情。
当然，在宣传城市、促进交流、满足各界人士阅读需求、提升市民文化素养、锻造城市品牌力等方面
，也都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一个大连人，我对这套丛书充满期待。
　　与中国其他城市相比，大连建市时间较短，很多人以此认为她没有文化，甚至使用了“文化沙漠
”这样的词汇来定义她，很多大连人往往也是一提到“文化底蕴”就没了自信。
实际上，大连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她缺的不是文化，而是发现的眼睛、挖掘的意识、提炼的
行动。
这正是我们应该做并且正在做的。
　　最后，我想借用一句大连的流行语来表达我的心情：　　我爱大连，从未离开。
　　这句话揭示了每一个热爱故乡的大连人内心深藏的情感。
作为其中的一员，我愿怀着赤诚之心为她作出自己绵薄的贡献。
　　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　 夏德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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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俗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现象。

   它就像一条绵延不息的长河，流传在老人们的口中，存活在孩子们的童年游戏里，反映在人们日常
平凡而普通的生活中，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远古、今朝和明天。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大连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特殊的历史际遇，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风民俗
。

   本书是作者集三十年的积累和研究，从行为、语言和心理三个领域，全面记录和反映大连民俗全貌
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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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万涛，大连市金州新区人。
历为中国地方志协会理事、大连市地方志编委员会委员、大连市史志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大连市民
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是《大连市志》执行主编，《大连通史》主编、执行主编。
出版个人专著3部。
曾受聘担任大连市社科联（院）特邀研究员、大连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辽宁师范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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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传说古时大海边出了个驴头海怪，谁家办喜事除大吃二喝之外，还要留宿糟蹋新
娘。
渔家曾联合起来同驴头海怪厮杀仍无法镇住，眼睁睁看着它作践人。
岛上有个勤劳憨厚的单身小伙与一位姑娘定了亲，但直到三十岁也不敢办喜事，害怕驴头海怪糟蹋人
。
某次，小伙出海时在岸边救回一位冻饿将死的老婆婆。
小伙上山采药，又请来未婚妻精心服侍老婆婆。
老婆婆病愈后得知二人的难处，便告诉他俩只管办喜事，只是要在新房中挂筛子、弓箭和桃树枝。
二人结婚当晚，驴头海怪果然来了，可它的驴头刚进门便被筛子像天网一样罩住了，接着桃树枝化作
金箭射中驴头海怪，顿时化作一摊黑水。
这时，老婆婆也现了原貌，原来她正是海神娘娘。
她向二位新人道喜后便驾着祥云向大海飘去。
从此以后，渔家婚嫁都在新房挂三宝，直到如今仍在传承。
 新娘入洞房前脚不沾土 海岛小伙子娶亲这天，无论穷富，新娘子到了夫家入洞房“坐福”之前，脚
不可沾土，这个规矩绝不可破。
渔家靠海吃海，对大海有深厚感情又十分敬畏。
按阴阳五行之说，大海属五行之中的水，而土克水，水生木，有木才能造船，船在水上漂，故渔家人
最忌土，新娘脚不沾土，就是忌土腥气冲了福气。
所以男婚女嫁这天，新娘的花轿抬到新郎家以后，不等新娘下轿，早有人在地上铺上席子或红毯，新
娘走到哪儿，席子就铺到哪儿，新娘要脚踩席子或红毯完成拜天地等各种仪式，称为“新娘脚不沾土
，为夫带来五福”。
这种风俗一直流传至今，渔区民众虽不再相信土克水之说，但作为渔区婚俗文化，人们仍津津乐道，
传承不变。
 新娘子扫地发家 旧时，海岛渔民办喜事，迎亲花轿到了夫家，新娘下轿时，由新郎的伯父或叔叔用
筛子遮住新娘的脸，以驱妖避邪。
接着，新郎在前，新娘在后，到天井案前拜天地，到正堂拜祖先。
拜完之后，新娘要手持扫帚向门里的方向扫地四下，婚礼司仪便根据新娘的动作高声诵念喜歌： “一
扫金，二扫银，三扫聚宝盆，四扫骡马成了群！
”此俗称作“新娘扫发家扫帚”。
 传说一户人家要娶进一个贤惠的儿媳妇，生辰八字与儿子都相符，可自从儿媳妇进门后，家中一直不
太平，没法子就请了一位道士破解。
道士被这家人诚心所打动，对这家主人说：你儿媳妇属羊，腊月生人，是个有福气的好命，只是犯了
金苗扫帚星。
原因是刚进门时漏掉了一项礼仪，没扫发家扫帚，把福禄寿财都扔在外边了。
这家人按道士的指点，为儿子媳妇重新补办了拜天地大礼。
道士喊道： “新娘子一进门，发家扫帚手中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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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品读大连第三季 风尚·大连民俗》分为十八篇，分别介绍了大连的岁时习俗、农耕习俗、渔业习俗
、婚姻习俗、生育习俗、居住习俗、文化习俗、信仰习俗，以及禁忌、丧葬等习俗。
系统的介绍了这些习俗存在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
通过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习俗活动的举例说明，让读者从中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中华民
族祖先的生存智慧和创新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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