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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上海》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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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民俗文化的公共性和
稳定性是建立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基础之上的，一旦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剧烈的变
迁，民俗文化也会随之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不可能“一成而不可易”。清嘉庆《上海县志》称：“上
海故为镇时，风帆浪舶之上下，交广之途所自出，为征商计，吏鼎甲华腴之区。人皆知教子乡书，江
海湖乡，则倚鱼盐为业。工不出乡，商不越燕齐荆楚。男女耕织，内外有事。田家妇女，亦助农作，
镇市男子，亦晓女工。嘉靖癸丑，岛夷内讧，闾阎凋瘵，习俗一变。市井轻佻，十五为群，家无担石
，华衣鲜履，桀诘者舞智告讦，或故杀其亲，以人命相倾陷。听者不察，素封立破。士族以奢靡争雄
长，燕穷水陆，宇尽雕楼，臧获多至千指，厮养舆服，至陵轹士类，弊也极矣。”这段话说的就是上
海置镇以来随社会变迁而来的民情风俗的变化。开埠以后，受中外贸易通商的推动，上海以惊人的速
度朝着近代化国际性大都市迈进。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从城市规模到市政格局，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
，从社会结构到城市功能，从市民生态到市民心态，从生活方式到价值观念，无不发生了异乎往古的
深刻变迁。伴随都市化的进程，以及城市社会经济的结构性转型，特别是1895年以后现代工业制造业
的发展，上海的城市人口急剧增长，据统计，上海人口1852年为54．4万，191O年为108．7万，1920年
为225．5万，1935年为570．2万，1949年为545．5万。在不足一百年的时间里，上海人口增长了近十倍
。上海人口的这种超乎常规的惊人增长，充分显示出上海无所不包的巨大容量、吞吐吸纳的恢宏气概
，以及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同时也造成了上海中外混杂、多元并存的社会情境。上海真是一个万花筒
。⋯⋯只要是人，这里无不应有尽有，而且还要进一步，这里有的不仅是各种各色的人，同时还有这
各种各色的人所构成的各式各样的区域、商店、总会、客栈、咖啡馆和他们的特殊的风俗习惯、日用
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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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上海》

内容概要

《民俗上海:徐汇卷》民俗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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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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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的民俗，甚
至还有异国情调的洋俗，上海文俗文化所呈现的是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活力冲沛、日新又新的（海派
）精神与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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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上海》

书籍目录

总序前言衣食住行[一]服饰[二]饮食[三]居住[四]出行[五]桥梁[六]老地名生产商贸民俗[一]店名习俗[
二]特色老商标[三]旧时工商习俗[四]徐家汇商业园民间工艺岁时节俗[一]岁时节俗[二]俗节庙会[三]新
俗节人生礼仪[一]婚嫁习俗[二]丧葬习俗[三]寿诞、成年礼俗[四]人际交往习俗信仰民俗[一]佛教、道
教[二]天主教[三]基督教[四]东正教[五]民间信俗民间文艺[一]戏曲曲艺[二]民间美术[三]民间舞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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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间收藏[四]儿童游戏主要参考书目总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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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上海》

章节摘录

Page 5



《民俗上海》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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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人文荟革之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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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6



《民俗上海》

编辑推荐

《民俗上海:徐汇卷》如果从考古学上的马家兵文化算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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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有七百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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