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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从考古学上的马家浜文化算起，上海迄今有六千年的历史；如果从唐朝天宝十年(751)置华亭县算
起，上海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如果从元朝至元二十八年(1291)置县算起，上海有七百多年的历史
；如果从1843年开埠算起，上海也有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了。
在这绵延的历史中，由于“僻处海奥”，繁衍于上海这块土地上的先民们在创造卧渐丰裕的物质生活
的过程中，孕育了富有个性的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明正德《松江府志》称：“诸州外县多朴质，附郭多繁华，吾松则反是，盖东北五乡故为海商驰骛之
地，而其南纯事耕织，故所习不同如此。
大率府城之俗，谨绳墨，畏清议，而其流也失之隘；上海之俗喜事功，尚意气，而其流也失之夸。
”“东北五乡”，即上海县辖境。
这就是说，至迟到明代正德年间在时人的心目中上海民俗文化已显示出自己独特的个性。
民俗文化由长久的历史积淀而成，是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礼仪、信仰、风尚、娱乐等民
间风俗习惯的总和。
它蕴藏于普通老百姓中间，与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浑然一体，并在社会变迁过程中表现为一种无意识
的力量。
所以，黄遵宪曾说：“风俗之端，始于至微，搏之而无物，察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然一二人倡之
，千百人合之，人与人相接，人与人相续，又踵而行之，及其既成，虽其极陋其弊者，举国之人，习
以为常；上智所不能察，大力所不能挽，严刑峻法所不能变。
”又说：“礼也者，非从天降，非从地出，因人情而为之者也。
人情者何？
习惯也。
川岳分区，风气间阻，此因其所习，彼因其所习，日增月益，各行其道。
习惯既久，至于一成而不可易，而礼与俗皆出于其中。
”这两段出自《日本国志·礼俗志》的话，非常鲜明地点出了民俗文化的两大基本特性，即公共性和
稳定性。
所谓公共性，是指任何一种民俗事象都不是个体的，而是特定区域人群的“共有的习惯”，因此，它
具有超越个体的普遍性；所谓稳定性，则是指一种民俗事象一旦形成，就不容易改变，因此，它又具
有超越时间的恒久性。
正因为民俗文化具有超越个体的公共性和超越时间的稳定性，所以，它常常在社会整合、族群凝聚和
身份认同等方面都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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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俗上海:奉贤卷》主要内容：民俗文化是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人生礼仪、岁时节令、
信仰习俗、社会风尚、休闲娱乐等民间风俗习惯的总和。
上海民俗中新俗与旧俗、土俗与洋俗的并存，促进了多元民俗文化的互渗与交融，这里既有上海本地
的民俗，也有异地色彩的民俗，甚至还有异国情调的洋俗，上海民俗文化所呈现的是海纳百川、活力
充沛、日新月异的“海派”精神与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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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传统服饰与发型明初，奉贤地区老者服装上长下短，少者上短下长，后渐易两平。
式样为“皂隶所穿冬暖夏凉之服，盖胡制也”。
后来，先后流行“阴阳衣”、“十八学士衣”等式样。
隆庆万历后，又流行道袍式服装。
用料有绫、绢、罗、布等。
未中举的读书人常穿布袍，故称“布衣”。
逢春节，尚穿红袍，儒童年少者，则穿浅红色长袍。
清初，官僚士绅穿各色花素绸纱绫缎长袍，冬以大绒茧绸为料，夏用细葛。
庶民一般只用紫花细布或白布为袍。
袍内，不分冬夏，无论贫富，都加穿裙。
袍的式样，长到脚板，袖宽尺许；后来衣渐短而袖渐大，短仅过膝，裙拖袍外，而袖宽至三尺，再后
来，袍又长及脚髁。
袍外加外套，即“马褂”。
起初，外套短者及脐，后仅比袍短五寸许，再后又短。
明代妇女身穿裙袄，袄用大袖圆领，裙有销金拖。
衣裙上刺绣各类图案，甚至有刻丝织文的。
清代，农妇穿青衫裙布。
市井之妇袖尚小，有仅盈尺者，后大至三尺，与男装相同。
自顺治以后，女袖又渐小，后又不过一尺多些。
妇女服装配各种装饰，领口裁白绫为云状，披及两肩。
胸背刺绣花鸟，还加缀金珠、宝石、钟铃等，步行时叮当作响，称为“宫装”，是家常服装。
女裙在明代时较考究，但至清代，不事装饰，唯以长布汲履，用料与男子同。
清末民初，长衫、折叠式大腰裤为士绅、教师、账房先生等平时服装。
富家夏天穿纺绸、印度绸衬衣或长衫；冬天穿皮袍，骆驼绒、衬绒袍，也有穿毛料袍子、麦尔登呢袍
子。
农民及体力劳动者只在喜庆做客时穿布料长衫，平时穿粗布短衣。
逢礼，穿长衫加马褂，腰间挂香囊。
女子多穿旗袍、大襟服，不穿旗袍的无论冬夏多束裙。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俗上海>>

后记

《民俗上海》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出书了。
我如释重负，把心放下了。
下面我简单交待一下成书的过程。
2004年7月底，我从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岗位上退下来，当时给自己提了两个问题：一是作为一个生命
个体继续存在的价值在哪里？
二是今后的路怎么走下去？
答案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发挥余热，应当和还能做几件对社会有利有益的事。
正巧许明研究员和我商量成立氏办研究机构(NGO，非官方非营利的机构)，我欣然同意，又商量这一
机构成立后；做什么事。
我提出编一套上海民俗文化丛书。
为什么有这一“理念”。
我想，直接推动力是上海2010年要举办世博会；其次是考虑自己的条件和分析过去哪些事情没有做好
，今天可以做得成的。
大家知道，上海是人文荟萃之地。
松泽已发现6000年前的“上海人”化石；元代建制后800年以来，上海作为长三角的重要出海口，逐渐
成为江南经济、文化的中心；近一百五十年来，上海成为中国移民最多的都市，凝聚着丰富的民俗文
化遗产。
然而相对于外地，上海的民俗学严重滞后。
上海目前不仅没有一个民俗学刊物，而且已完成多年的上海市、区、县的民俗志至今未出版。
问题在于上海文化界与学术界对丰富而有特色的上海民俗文化缺乏应有的重视。
民俗文化的整理和挖掘并给予充分的展示，无疑将有利于提高上海人对上海的认同，也有利于在国际
交往中展现上海文化总体形象和文化品格。
我希望上海民俗文化丛书出版这一基础性建设工程的完成，成为世博会期间展示上海软实力的重要方
面。
今天，民俗文化在国际交往中具有重要作用。
如在2003年上海召开“亚洲银行会议”时，上海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五种上海本土的民俗表演项目
，受到外宾的热烈欢迎。
2003年，上海率团到加拿大申请世界园艺会，上海的民俗表演使当地的观众激动得站在椅子上欢呼。
近二十年来，“文化寻根热”遍及全球，对本土民族原创性文化的珍视，是民族自尊与创造力的一种
表达方式。
因此，在国际重大活动如奥运会、世博会中，举办国会千方百计展示本土的原创性文化，如汉城奥运
会的开幕式以鲜明的韩民族文化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悉尼则以有悠久历史的土著文化成为其展示
的主题。
大阪世博会也是一个成功的典型，以其鲜明的大和民族的文化展示给世人。
意味深长的是，大阪世博会别的没留下，唯有建在万博公园的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不仅留下而且成
为大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更重要的是成为展示日本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的民俗展示地、世界文化人类
学(民俗学)的学术交流中心与博士生的培养基地。
成功经验证明，世博会在显示国家总体形象时，不仅是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展示，而且更重要的是文化
品格的显示。
而民俗是民族最普遍也最有特色的文化形态。
于是，我们就下决心做这件大事情。
而根据自身的条件，也许是可以做成的。
在2004年10月，我们召开专家组会议。
参加者都是上海研究民俗学的知名学者。
同时，组成编委会，人员是各区县宣传部长。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俗上海>>

因为绝大部分宣传部长我都认识，他们说，老部长想做这件对上海、对文化建设和发展都有利的好事
，我们支持。
2004年第四季度，先后讨论了三次分别由蔡丰明、王宏刚和仲富兰三位专家提交的提纲。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现在大体相同的框架结构。
当时我们讨论就明确：丛书是上海各区、县第一套民俗文化专集。
它不仅是外地游客了解上海各区、县民俗的导游书，让他们从中体会到当地人的生活智慧与文化创造
力，而且，应该成为区、县今天与明天的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性参考书。
丛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俗志和地方志，虽然整体框架仍要反映各区、县的全貌，但重点在特色，要
突出当地的特色民俗，要选择有历史文化底蕴的民俗事项，特色部分要详细、有质感；对民俗事项有
透彻理解作用的历史渊源要有简明的追索。
丛书的行文与民俗志有区别，面向大众，力争行文流畅，文字优美，每一事项力争配有代表性照片，
包括一部分珍贵的老照片，努力做到图文并茂。
丛书的基础性资料要依靠当地人，当地人写当地事，自然会有一种历史责任心，也容易写得比较深入
。
各卷主编要有驾驭全局的能力，抓进度抓质量。
要重视调查，内容之一是对一些将要消亡但有重要文化价值的民俗事项，如金山的渔村民俗，它将会
引起国际学术界与海外游客的关注，这方面的资料搜集将填补上海民俗研究的空白。
调查、写作过程中要有长远眼光，对某些有丰富内容的民俗专项，如南汇的锣鼓书，松江的顾绣，嘉
定的竹刻、草编，金山的农民画、黑陶等，因本丛书篇幅限制不能展开的，应及时积累资料，可以考
虑下一步从上海市的角度出版专集。
丛书要有新意，要强调科学性，完成的稿子要与当地人一起核准，要使这套民俗文化丛书经得起历史
推敲。
经过讨论，大体上框定每一卷是十万字加一百幅照片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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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俗上海:奉贤卷》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如果从考古学上的马家浜文化算起，上海迄今有六千年的历史；如果从唐朝天宝十年（751）置华亭县
算起，上海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如果从元朝至元二十八年（1291）置县算起，上海有七百多年的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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