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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堕民》

内容概要

《绍兴堕民》内容简介：堕民，曾广布于浙东地区的区域性贱民，主要靠为当地居民的时令节俗和人
生礼仪提供趋吉避邪的服役为生。新中国成立后逐渐消融。绍兴是堕民历史最悠久、人口聚居最多、
堕民特征最显明的地区。 堕民被学者列入清代四类贱民之一。历史悠久，文化渊源可追溯到春秋战国
时期的“越巫”，宋代以后沦为一个边缘阶层。寄附特性最为典型，对百姓的特色服役成为特有产业
和寄附特权。研究堕民的目的，除了尽快掌握这真正的最后机会，收集仅存的第一手资料了解堕民外
，便是透过堕民进一步了解传统中国的贱民社会。堕民是各种贱民中研究最薄弱的一种。作者花十年
之力，深入开展田野调查，较为系统地探讨了堕民的起源和形成、人口和社会结构、寄附特权、职业
生活、习性、特殊信仰和习俗、地位、解放和消融等九个方面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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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堕民》

作者简介

俞婉君，浙江大学历史系历史学硕士，浙江省绍兴文理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区域文化研究所所长，主
要从事绍兴历史文化的研究教学，主持省厅级以上科研项目5项，已发表论文近3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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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堕民》

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绍兴堕民的起源和形成  一、“堕民”的称谓及相关群体辨析    堕民与乐户/堕民与惰民/堕
民与丐户、丐头/堕民与轿夫/堕民与“小姓”  二、莫衷一是的起源说    宋代罪俘说/赵宋皇室后裔说/
唐代“千秋太子”的梨园子    弟说/明初被贬蒙古贵族说/被贬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    部属说/胡惟
庸案被罚者说/古越后裔说/不可考证说  三、堕民起源考辨    堕民与于越族的渊源关系/堕民的巫业与于
越文化的传承  四、堕民阶层的形成    宋代的社会转型与堕民地位的边缘化/“丐户”与明代堕民的贱
民化第二章  绍兴堕民的人口和社会结构  一、堕民的人口    人口数量和分布/堕民人口的变迁/平民的流
人  二、堕民的社会结构    家族/邻里/姻亲/第三章  绍兴堕民的寄附特权  一、“门眷”的形成和成因    
“门眷”的形成/“门眷”的成因  二、“门眷”是堕民的支柱产业    “门眷”的收入/“门眷”是绍兴
堕民的“田地”/“门眷”是衡量贫富的基本指标  三、“门眷”是堕民的寄附特权    “门眷”是依附
特权/“门眷”是寄生特权第四章  绍兴堕民的职业生活  一、堕民职业生活概述  二、礼仪民俗中的执
业活动    “绍兴人办喜事是堕民老嫚的市面”/其他礼仪民俗的执事活动  三、堕民的“走节”    堕民“
走年节”/其他节俗的执业活动  四、堕民的副业    挑货郎担/小手工制作/家政服务业  五、堕民的戏业   
堕民成为绍兴戏业的台柱子/民俗生活中的堕民演出活动/堕民对绍兴乱弹的贡献/绍兴堕民的戏班生活
第五章  绍兴堕民的习性  一、堕民的寄附性    自觉寄附于平民/主顾面前的奴性  二、堕民的反抗性  三
、堕民的诚实性    诚实不佰/崇尚贞节/讨赏有度  四、堕民的勤勉性第六章  绍兴堕民的特有信仰与习俗
 一、堕民的特有信仰    戏神崇拜/巫术神灵崇拜  二、堕民的衣食住行    服饰/饮食/居住/出行  三、堕民
的时令节俗    过年/其他节俗  四、堕民的礼俗和语言习俗    礼俗/语言习俗第七章  绍兴堕民的地位  一
、堕民的政治地位    明代打入丐籍/一纸空文的“除籍令”  二、堕民的社会地位    平民对堕民的歧视/
堕民戏班的社会地位  三、堕民的经济地位第八章  近代绍兴堕民的解放  一、清末的“收教堕民”    “
收教堕民”的社会背景/“收教堕民”令的出台/绍兴同仁    农工小学堂的艰难创建/“收教堕民”的意
义  二、民国时期堕民的解放    改善堕民生活的政令/有识之士对解放堕民的倡导/堕民    自我意识的觉
醒  三、近代的堕民学校    近代堕民学校概况/个案调查：绍兴同仁小学堂第九章  绍兴堕民的消融  一、
堕民的翻身    获得“劳动人民”的身份/当家做了主人  二、堕民“门眷”的丧失    “门眷”根基的丧
失/“门眷”的丧失过程  三、堕民与平民的融合    堕民坊的“围墙”被打破/堕民歧视的淡/堕民与平民
通婚自由/堕民的特有习俗消失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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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堕民》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绍兴堕民的起源和形成　　一、“堕民”的称谓及相关群体辨析　　在浙东地区广泛存
在过这个群体，主要以为当地居民的四时八节和人生礼仪场合提供趋吉避邪巫术活动为生，俗称这个
群体为“大贫”。文人笔下写成“堕民”、“堕贫”、“惰贫”、“惰民”或“大贫”。有时又被称
为“乐户”、“小姓”、“丐户”、“丐头”和“轿夫”等，其中以“堕民”、“惰民”两词使用最
为频繁。称其“堕民”者，视其为堕落之民。称“惰民”者，视其为生性怠惰之辈。“乐户”、“惰
民”、“小姓”、“丐户”、“丐头”和“轿夫”等词，都非特指这个群体，易生歧义。“堕贫”、
“惰贫”和“大贫”等词，含意不清，且不常用。只有“堕民”一词历来特指这个群体，且堕落的特
性在堕民身上体现也较为明显。故本书采用“堕民”一词指称这个群体。　　（一）堕民与乐户　　
地“有乐户十余姓，业鼓吹歌舞役，自相婚配”。《康熙会稽县志》在介绍女堕民侍候新娘“扶掖出
轿”时也用了“乐妇”一词。对此，乐户研究专家乔健和项阳的解释是，堕民是乐户的区域化称谓。
　　堕民和乐户两者在生活方式、社会政治地位上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以至于雍正年间向朝廷倡言
解放堕民的噶尔泰也认为，堕民“实与乐籍无异”，要求照开豁山西、陕西乐籍例放良。但笔者认为
，堕民并非区域化的乐户。　　首先，两者服饰不同。中国传统社会，统治者依据地位高低和职业分
工，规定服饰的不同形制和色彩，堕民开始广泛存在的明代也是如此。洪武三年，朝廷对官奴身份的
乐户服饰作了明确规定：“教坊司乐艺，青字顶巾，系红绿褡愬。乐妓，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民
妻同。御前供奉俳长，鼓吹冠，红罗胸背小袖袍，红绢褡愬澹，皂靴。色长，鼓吹冠，红青罗芝丝彩
画百花袍，红绢褡愬。歌工，弁冠，红罗织色，胸背大袖袍，红生绢锦领中单，黑角带，红熟绢锦脚
祷，皂皮琴鞋，白棉布赤袜。乐工服色与歌工同。凡教坊司官常服冠带，与百官同；至御前供奉，执
粉漆笏，服黑漆幞头，黑绿罗大袖裥袍，黑角偏带，皂靴。教坊司伶人，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
。乐人皆戴鼓吹冠，不用锦绦，惟红褡愬，服色不拘红绿。教坊司妇人，不许戴冠，穿褙子。乐人衣
服，止用明绿、桃红、玉色、水红、茶褐花。俳，色长，乐工，俱皂头巾，杂色绦。”

Page 5



《绍兴堕民》

精彩短评

1、蛮有意思
2、第一次听说“堕民”是在餐桌上听一个“老绍兴”同事说起。但是只是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无
意间在当当发现这本书，欣然购买。本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绍兴“堕民”的渊源、发展以及生活背景
、状况。是一本了解绍兴文化、中国民俗传统的很好的材料。
3、几个星期啊,尚未收到邮局的包裹,不知怎回事
4、做为一个绍兴人，通过这本书知道了绍兴的历史，看到了一些习俗的由来，很有用
5、堕民，在读这本书之前，完全不懂何为堕民。又长了见识，绍兴，是个出人才的地方，绍兴师爷
就是其中的一种，大文豪鲁迅也是出自绍兴。可真没想到绍兴还是清代四大贱民之一的堕民的集中地
，这也可以看出大千世界的复杂性了。
6、社科论文，有点意思，了解到一类人。
7、涨姿势的书。但这本品相不好！
8、很有意思的视角，很有意思的生态，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小细节。粗粗看下来似乎有些地方有点
矛盾，但是就是感觉这种矛盾很真实⋯⋯有时间再看看
9、周氏兄弟
10、很有意思
11、呃。。。有完整的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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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堕民》

章节试读

1、《绍兴堕民》的笔记-第1页

        活儿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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