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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下的定义
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
、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
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它包括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实践、礼仪、
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
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是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突出的代表性的民间文
化遗产，它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民族记忆的背影”。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基因，凝聚着民族智慧，联结着民族情感，它是中
华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标识，内含着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承载着我国各民族、
各地区文化生命的密码，是体现中华民族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冲击下，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
土壤、环境正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急剧变迁。
由于现代物质文明的迅速发展和强烈冲击，改变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需求，也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
们世代相承的传统生活方式。
民众生活方式以及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嬗变，使悠久的文化传统正处在生存与消亡的十字路口
，丰富的文化遗产正在受到严重的冲击，文明多样性和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也在受到严重的威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传承面临严峻考验，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消亡，大量珍贵实物和资料遭
遇毁弃、流失。
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将成为应对全球化和文化单边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必要行动。
由此，我们今天面临的抉择和取舍就有了非比寻常的意义，我们肩负的历史重托就有了不同寻常的分
量。
　　嘉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嘉兴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嘉兴历史文化之根，也是嘉兴历
史的见证和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使得生活在现代的我们与历史文化血脉相连，这是嘉兴的光荣和骄傲
，也是嘉兴悠久历史和文化传承的体现，它蕴含着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特有的精神价值
和思维方式，体现了作为江南文化之源的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顽强生命力、丰富想象力和独特创造力
。
嘉兴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蕴藏丰富，其种类之繁多，形式之多样，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引人注目。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独特的方式抚慰着人们的心灵：一首嘉善田歌，能勾起无数嘉兴人对家乡的思念和
牵挂；一盏硖石灯彩，可令世界各地的嘉兴人对故乡魂牵梦绕。
我们只有充分发掘和保护我市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并使其融入现代生活，才
能延续嘉兴的文化生态基因和城市文脉。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如何更好地把这一项项和先人血脉相连的文化遗产传承给后代，是我们
躲不过去的话题和责任。
进入新时期以来，本着对历史、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使嘉兴的历史文化能传薪续火，不断弘
扬光大，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嘉兴市文化部门切实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保护与传
承的力度。
2004年至2008年，根据文化部、浙江省文化厅的统一部署，嘉兴市先后开展了民族民间艺术资源普查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基本摸清了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家底。
全市共搜集“非遗”线索九万五千六百七十八条，调查项目八千九百七十九个，累计编纂文字资料二
百一十册计九百六十五万字，拍摄照片—万七千余幅，录音三百六十八小时，录像七百四十八小时，
搜集民间作品、实物两千六百四十二件。
在深入普查的基础上，市政府公布了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一百零五项，其中列入“世遗
”名录的一项、“国遗”名录的十三项、“省遗”名录的四十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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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集成》的编纂，是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重要成果，是开展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的重要举措。
它以整理、抢救嘉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己任，系统地介绍了迄今为止已列入嘉兴市级以上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内容涉及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
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十个门类形态和学科领域。
从时间上看，名录涵盖并纵向追踪嘉兴数千年历史风貌；从空间上看，名录分布横跨嘉兴各县（市、
区）。
随着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展开及名录保护制度的日趋完善，还将继续分册编纂。
　　该书定位于文化科普类读物，兼顾权威性、知识性、通俗性和普及l生，文稿撰写注重记述事实，
不取论证、预测、描绘的方法，力求史实严谨，文字精要通俗，图文并茂，学术性与可读性俱佳。
本书正文文字内容包含项目历史沿革、传承脉络、技艺特点、文化内涵等诸多信息。
正文体例首先是项目概述。
其次是项目特点，包括艺术特点、工艺制作特点、地域特点；产地及制作流程；表现手法等。
第三是代表作品及代表性传承人介绍。
第四是价值评价。
第五是濒危状况与保护。
　　《嘉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集成》编委会　　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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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嘉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集成》是嘉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持编纂的一部全面介绍列入
嘉兴市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科普读物。
　　编纂者查阅了大量嘉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资料，走访了全市相关部门的专业人员和项目传承
人，共整理文献资料数十万字，征集有关图片资料近三百幅。
存编纂中，对个别尚未纳入扩展名录但门类相似的省、市级名录项目进行必要的归类合并，如“平湖
九彩龙”、“平湖龙舞”、“七星龙舞”并入“龙舞”类一起介绍。
名录项目排列顺序按国家、省、市级顺序编排，同一级别名录按政府文件公布的顺序排列。
名录项目名称原则上以上一级政府文什公布的名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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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会11.乌镇香市12.大曹王庙庙会13.做社14.新塍元宵民俗15.嘉善淡水捕捞渔俗16.护国随粮王庙会17.平
湖婚俗18.经蚕肚肠19.桐乡神歌附录一附录二附录三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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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平湖乍浦地处水陆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宋朝就有水军驻扎。
清乾隆、嘉庆年间，福建水师部分官兵移师乍浦，镇守西山海域（即平湖山湾），他们的后裔成为山
湾渔民。
山湾渔民常年以船为家，以鱼为伴，艰苦的环境，繁重的劳动，形成了他们豪爽、开朗、乐观、豁达
的性格和吃苦耐劳、团结互助的精神。
渔民的劳作经常需要众人通力合作。
在集体的劳动作业中，为保持步调统一、运力一致，必须由一人发声指挥，众人应声而行，这样便逐
步形成了渔民号子。
　　渔民号子分拉船号子和拉帆号子两类。
当渔船受损需要维修时，必须将船拉上海滩，修毕又须将船拉回海面才能重新作业。
由于船体庞大，这项工作必须由十几人乃至几十人同时操作。
拉船时先在船头两侧各系一根粗绳，拉船渔民分成两队，各执一绳。
为保证步调统一、运力一致，渔民往往会一起唱号。
领号人站在两队中间指挥，一声领号，众拉船人便应声附和，一边唱号，一边身体前倾，一起用力将
船拉上一段；指挥者又_声领号，拉船者再一次附和，船又被拉上一段。
就这样，在阵阵号子声中，船被一步步拉上海滩或拉回海面。
正是在这个合作过程中形成了拉船号子。
渔船驶入大海，必须扯起篷帆，才能借助风势跑得更快，驶得更远。
扯帆时数人同时拉住篷索，将篷一点点往上拉，当篷升至一半时，由于篷大桅高，再加上所受风力，
手中所持分量已相当重了，这时就必须开唱拉帆号子。
指挥者一声领号，众拉篷者应声附和，同时身体一起随声下蹲，将篷拉上一段。
如此不断重复，一声号子，一股合力，慢慢地将大篷升至桅顶。
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拉帆号子。
　　渔民号子是渔民的劳动结晶，充分体现了渔民的创造性。
其曲调简洁，歌词随意，可多次重复，反映了渔民朴实、淳厚的性格；节奏铿锵有力，旋律激情飞扬
，体现出渔民与大自然顽强搏斗的勇敢无畏的精神；渔民号子唱和配合默契，渔民之间的友好和谐尽
显无遗。
　　渔民号子具有浓烈的乡土气息和神秘的海洋风情，是一种独特的渔民文化。
但由于历史原因，目前会唱渔民号子的人已所剩无几且年事已高，渔民号子濒于失传。
　　渔民号子被列入第二批嘉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8.海宁思情山歌　　思情山歌是流传于海宁市东片袁花镇夹山村一带的民间歌谣。
夹山村东接海盐县中坟山，西靠包家山、沈坟山，南临黄湾镇菩提寺山，北接海盐县通元新功村，省
级航道六平申线经沙塘港穿村而过。
村民如到袁花镇办事，须翻越包家山与沈坟山之间的庄康岭。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该村村民的生活习俗乃至口音等与周边地区有所不同，思情山歌就产生于这样
一个小山村中。
　　据该村四新组董玉坤老人（1919年出生）介绍，传说在清道光年间，在山脚下有个小长工，每天
早上到小河浜淘米，经常碰到河对面的一个村姑在洗衣服，日久天长，两人产生感情，就以眼前之风
物起兴作比，用当地流行的民间曲调即兴唱和，倾吐心声，本色天然。
歌中以女子的口吻诉说相思之情，用山河浜桥、阴晴圆缺、朝朝暮暮的“隔”，来反映两情相悦的不
容易，歌词哀而不伤，表达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坚定的追求。
　　思情山歌以流传于海宁、海盐一带的民间小调为基调，完全使用袁花镇夹山村一带的方言演唱，
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曲调音域不宽，旋律起伏不大，内敛而低沉，简单而委婉。
唱腔采用6／8拍节奏，具有较强的叙述功能，其中还采取“夹唱夹白”的表现手法，极其自然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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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青年男女相互爱慕的内心情感，曲调缠绵流畅。
其歌词引入当地的山、水、桥、浜等具有地形特征的事物以及劳动、生活等方面的民俗形象，往往以
山起兴，采用民歌常用的“复沓”手法，一唱三叹，反复吟咏，回肠荡气。
歌中多用“比”的手法，夸张地表现两情相悦，以此反衬对爱情追求的那种“没命成灰土，终不罢相
怜”的义无反顾，语气坚决，哀而不伤。
特别是歌词朴实无华，曲调婉转动听，对江南民间音乐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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