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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魏晋南北朝风俗演变及趋向

陈华文

提 要 本文在分析魏晋南北朝 鲜明 的 时代特征及独有的特性基拙 上
,

从整体 角度去把握

和论述这一 历 史时期 风俗演 变情况及其特征
,

揭 示 了其 习 俗所表现 的独有的发展个性
,

风俗演 变

的趋向 以 及此期叛古
、

趋 时
、

突变
、

珠异等的 明 显特点
,

显示 了这一 特休朝 代风俗所具有承上 启 下

的历 史价值
。

魏晋南北朝是我 国一个极其特殊的朝代
,

这一

时期
,

由于社会处于大动荡状态而使一切都具有鲜明

的时代个性
。

许多学者对这一时期的风俗进行过研

究
,

但那往往限于这一时期的具体习俗 —即个案的

研究
,

忽略了这个朝代更替频繁
,

以及南北对峙
、

等级

森严社会的背后 同样存在具有共性的习俗和历史的

趋向性
。

本文试图从魏晋南北朝整体角度去把握和论

述它的风俗演变情况及其特征
,

从而揭示魏晋南北朝

习俗不仅具有时代特征而且具有鲜明个性
,

具有承上

启下 的历史价值
。

魏晋南北朝起 自公元 年曹魏立国至公元

年隋文帝重新统一 中国
,

历时 年
,

其中由于 民族

迁徙
,

政权交替更换
,

它 的 民族和 文化交融是 中国历

史上最为频繁和 活跃的
,

因此
,

此期的历史具有鲜明

的时代特征
,

表现出 自己独有的特性
。

首先
,

政权更替颇繁
。

这是历 史上 少有 的朝代更替
、

国家易姓 频仍时

期
,

从三国开始到隋朝统一
,

三个半世纪中
,

在整个 中

原大地
,

大江南北先后建立过 来个不 同的政权
,

长

的一二百年
,

短的只有数年
,

皇帝象走马灯一样地轮

换
。

频繁的政权更替
,

带来 了政招阴谋
、

谋杀
、

篆位 以

至战乱和动荡
,

极大地影响甚至制约了社会生产力的

发展 同时
,

也给人们的思 想观念
、

思维方式
、

价值取

向以极大的冲击
。

亲先于君
、

孝先于 忠的思想便是当

时士大夫视政权更替为家常便饭而形成的特有观念
,

否则人们便很难立身处世
,

服务于不同的政权

其次
,

门闷制度处于黄金时期
。

魏晋南北朝的整个时期
,

可 以说都是在门阀制度
·

的阴影下生存的
。

九品中正制的发展极其完善
,

但也

开始走 向僵化
,

使品评 乡党人物不重才能只 重门弟
,

高门势族掌握着政权和 国家经济及政治走向
,

寒门庶

族受到严重排挤
,

出现 了
“

上 品无寒 门
,

下 品无势族
”

的崎形政权结构
。

正是这种在门阀制度基础上建立起

来的封建法权
,

由于它的个性 —即势族的特权被过

分强调
,

从而对社会生活 的各个方面产生强大的
、

连

续不断的与政权不断更替正好相反的影响
。

这些影响

表现在姓氏等级制
、

婚姻讲究门阀出身
,

即士庶不通

婚以及其它的特权
、

等级观念等方面 尤其是南北朝

之后 门阀制度绝对化
,

九品中正制衰落
,

成 了例行的

公事
,

已不再重要
,

士进完全讲究血统
,

人们辨别姓

氏
,

防止士庶混淆
,

谱谍学极其发达
,

在用人时重视的

只是先人的名位等等 这一切与门阀制度密不可分
,

成为当时治理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主流
。

第三
,

民族处于大触合时期
。

所谓
“

五胡乱华
” ,

就是匈奴
、

鲜卑
、

揭
、

氏
、

羌等五

个民族在迁徙和战争中先后进人中原
,

在晋朝统治者

内部争斗时
,

利用不同的方式
,

建立 自己 的政权
。

这些

政权大都建立在原来汉 民族传统聚居 区
,

从而加强 了

异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的碰撞和交流
。

值得注意的是

北魏孝文帝 的迁都和 改制
,

使鲜卑族的 汉 化不 断加

强 尤其是提倡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之间建立婚姻关

系
,

对于 民族的融合起 了催化剂的作用
。

从十六国到

北魏统一北方一直到北魏分裂被北齐
、

北周取代
,

民

族间的杂居和融合便是社会发展的主流
。

由于各民族

间文化背景
、

传统观念
、

生产方式的不同
,

给社会发展

提供了更多的抉择机会
,

尤其是民族文化的碰撞和交

流
,

使魏晋南北朝 的文化呈现 出多姿多彩的色调
,

加

速了其学习
、

变异的速度
。

许多旧的文化样式被淘汰
,



而许多新的文化样式则被创造
、

被流行
。

这是一个 民

族融合的时代
,

也是一个碰撞
、

交流
、

学习
,

异彩纷呈

的时代
。

第四
,

宗教兴 盛
。

不断变更的政权
、

战乱
,

使人 民生活在动荡不定

的社会之 中
,

人生
、

命运
、

朝代
、

政权
,

如 变幻 的万 花

筒
,

瞬间即逝无法把握
。

人们为寻求解脱便浸淫于 宗

教信仰
,

企望得到神的启示 和 来世的幸福安宁
,

即使

是统治者
,

也非常明 白利用宗教来治理平民百姓
,

使

他们能从无常的生命感受中得到神不灭 的心理平衡
,

这无疑推动 了宗教信仰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教发展
,

成为道教
、

佛教传布

弘扬的兴盛时期是有其 自身道理的 道教讲究修炼服

药
,

认为修炼服药可使人成仙 长生不死
。

因此
,

从魏

晋开始
,

服散成风 隐居修炼成 了一种崇 尚 而佛教则

渲染极 乐世界
,

那些脑满肠肥 荣华享尽
、

坏事做绝的

人只 要立寺造像布施财物便 可 立地成佛
、

往极 乐世

界 对于 统治者 士大夫又何乐而 不 为呢 因此
,

凿石

佛
、

建寺庙一时大兴
,

教煌
、

云 岗石窟倒成了人类宝贵

的文化遗产
,

但也是当时统治者俊佛的见证
。

而这一

切又无不深刻地影响着人民群众的生活
,

过节增添了

浴佛
、

盂兰盆
,

人死要做斋七
、

百 日等
,

受佛教影响
,

梁

朝时小到正月初一吃一只鸡蛋的习俗也被改掉
,

原因

是不茹荤
。

第五
,

南北差异很大
。

这种差异一方面来源于地域环境的不同
,

另一方

面来源于民族族源
,

而其中不同政权的建立 以及人为

的隔阂是南北差异形成
、

加大的重要原 因
。

东晋与十

六 国的对峙
,

主要的差异是 民族政权 的不 同形成的
,

南北朝时期
,

当时南方轻薄奢淫
,

北方则斗狠劫杀〔’〕

则是主要趋势
。

试想在优游的生活和玄谈风气的影响

下
,

能不轻薄奢淫吗 而在弱肉强食 倡导武功的影响

下
,

又 岂能不斗狠劫杀 其实 南北差异是多方面的
,

它们在衣食住行诸 方面
,

都有极 其 明显 的碰撞 和交

锋
,

如裤摺与袍衫
,

茗饮与酪浆
,

席地与胡床
,

骑 马 与

乘车等等都显示 了南北差 异
,

是政权 的差异
,

有时是

政治的差异
。

这种差异后来都融人中华 民族文化的发

展中
,

成为南北多彩文化的一部分
。

魏晋南北朝时期

的风俗习惯就是在这样一个大 的背景 下按 照 自身的

规律生存
、

发展
、

变异
,

并形成 自己的历史个性的
。

而

且
,

从本质上说
,

历史背景的大趋势
,

决定了魏晋南北

朝的风俗习惯的发展和演变
。

魏晋南北朝的风俗习惯
,

大致是承继 了秦汉 的主

流而不断发展形成的
,

因此
,

大部分风俗 习惯 的 内容

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痕迹
,

证明它们的传承关系
。

但

是
,

正像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非 常独特 的历史阶段一

样
,

风俗习惯也表现 出 自己独有 的发展个性
,

尤其是

民族的融合
、

社会的动荡
、

政权的更替
、

统治者 自我标

榜的正风辨俗等等原因
,

使魏晋南北朝的许多风俗习

惯义项发生 巨大的变化
,

并对隋唐之后风俗习惯的发

展产生长远的影响
。

因此
,

下面几个方面的风俗演变

趣向是值得往愈的
。

首先是风俗习惯在 民族文化的冲击和碰撞 中发

生演变
,

这一 点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来说是最明显

的
,

而研究汉 民族风俗在此期的演变更不得不注惫此

点
。

虽然从主流上来说是汉 民族风俗对少数 民族风俗

在演变上 占主导地位
,

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在许多义

项上
,

由于吸收了少数民族风俗而对后代产生久远的

影响 如踞坐胡床
,

它不仅是坐具的改进或变革
,

更深

远地是它改变 了汉 民族长期 以来形成的席地而坐 的

习俗
,

从而在礼仪
、

观念方面带来一种革命
,

为后来的

椅子的产生提供了思维支点 又如胡服 即裤摺之类
,

这种满档裤和更合体的服装
,

不仅给人 以美感
,

而且

更适于劳作也更适于行伍
。

所 以
,

胡服首先从军队中

盛行开来 而胡饼即我们现在所说的麻饼或芝麻饼
,

则盛行二千年而不衰
。

另外在婚俗
、

音乐器具
、

节 日习

俗等方面都有相互促进而使风俗习惯趋向变化的
。

其次 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因吸收历史教训而使风

俗发生演变的
。

如胡服便是因为战争需要从赵武灵王

开始采用 的
,

魏晋南北朝时由于 战争频繁
,

所 以盛行

开来
,

并成为居常服饰
,

后来发展为朝服
。

神灵信仰也

是如此
,

如那城城隆虽然它的作用是源于某种神奇的

传说
,

但从心理角度上看
,

客观存在仍然是 民众的一

种基于现实生命财产需要的经验
,

所以
,

传奇积淀着

历史教训
。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魏晋南北朝的薄葬
。

历

史上厚葬总是被盗墓者挖掘
,

暴尸 荒野
,

尤其是魏晋

时
,

眼见战乱使汉 氏诸陵无不被挖掘
,

引起人们对厚

葬弊端的反思
。

曹王曾说
“
自古及今

,

未有不亡之国
,

亦无不掘之墓
。

丧乱以来
,

汉 氏诸陵无不发掘
,

至乃烧

取玉匣金缕
,

骸骨并尽
,

是焚如之刑
,

岂不痛哉 祸 由

乎厚葬封树
。 ’

心 〕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 从曹操开

始的曹氏皇族提倡薄葬
,

一些权贵大 臣 也纷纷响应
,

后来形成了在历史上少有的薄葬高潮
。

再次
,

具有时代特征的士庶分明的阵营使习俗也

带上鲜明的时代个性
。

门阀制度的发展制造了大批凌

驾于平 民百 姓
,

甚至 当时出身低微的皇帝之上 的势

族
。

他们 自我封闭
,

不与庶族发生联系 因此
,

使此期

的习俗许多演变为畸形的禁忌
。

如在交往中士庶不同
· ·



坐
,

太后之孙路琼之拜访王僧达
,

王不仅语言傲慢
,

并

且将琼之 坐 过 的床烧掉川 而 这仅仅 因为路 出身庶

族
。

又 如士庶不通婚
,

为了不外嫁庶族
,

不惜 中表结

亲 ’
,

甚至将庶族认为
“

非类
’

, 拒绝结亲等等 在家

族乡里等习俗方面
,

也是 以势族 占主导地位
,

因此
,

权

贵名士 的风俗行为
,

对 民众产生极大 的影响
,

像谢安

兄弟居丧不废乐
,

虽然是违犯古礼的
,

但
“

衣冠效之
,

遂 以成俗
” ,

可见对 习俗的演变产生 的影 响是不小

的
。

这种士庶分明而使习俗产生演变的主要心理依据

是
,

士族 占有绝对 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的主导地位
,

从

而 民众产生依附
、

仿效的行为

第四
,

奢华的风俗趋向得到加强
。

这一方面是源

于 当时贵族追求标新立异 一方面是 战乱频仍
,

政权

更替频繁促使人们安于 眼前现实
,

及时行乐 还有一

方面则是人性的弱点
,

即攀比消费
。

三者的结合
,

促使

魏晋南北朝时期
,

崇 尚奢华成 为一 种 时 尚
,

不仅衣饰

要华丽高贵
,

坐 车要别致新 颖
,

而且饮食也要精 良细

味
,

居室高屋大户
。

难怪周朗要感叹
“

凡厥庶 民
,

制度

日侈
。

商贩之室
,

饰等王侯 佣卖之身 制均妃后
。 · ·

一
见车马 不辨 贵贱

,

视冠服 不 知 尊卑
。 ’

巾 〕简直是不 得

了
。

但是
,

其根源则在权贵和士族 自己没有带好头
。

魏

晋时
,

石祟与王恺斗富
,

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个人的

比赛
,

而是一种崇尚奢丽的畸形社会风气的展示 北

魏时的元珠在竞夸富奢之后 曾说
“

不恨我不见石崇
,

恨石祟不过我
。 ’

, 〕也是这种社会风气的延续
。

正是权

贵的斗奢竞丽
,

施及 民间使风俗古今大异 所谓
“

古者

尧有茅茨
,

今之百姓竞丰其屋 古者臣无玉食
,

今之贾

竖皆厌粱 肉 直者后妃乃有殊饰
,

今之脾妾被服续罗

古者大夫乃不徙行
,

今之贱隶乘轻驱肥
。 ’

, 〕从这种竞

相奢丽的习俗演变 中我们可 以见 出习俗的等级性在

淡弱的趋势
。

第五
,

崇 尚玄学
,

自任放达
,

所以 习俗也常常朝着

怪诞或叛逆的方向演变
。

魏晋时
,

许多人为了避祸
,

常

常沉醉于酒精之中
,

以 常醉不常醒来摆脱当政者通官

或挑剔言论而摧祸 的可能性
。

有些喜欢追随风气的人

便酗酒成风
,

怪诞不经
。

由何宴开 始的服散是为了强

身健体
,

后来士族仿效成风
,

竟有市人当街称石发
,

令

人绝倒
。

居丧饮酒食肉
,

观棋娱乐或居 丧不废乐
,

制做

凶 门柏历等等
,

使风俗出现剧变
,

并逐渐形成新 的习

俗
,

对后世产生影响
。

第六
,

由于社会原因而造成魏晋南北朝时许多人

及 时行乐
、

醉生梦死
,

因此 出现 了许多颓废不经的风

俗
,

表明风俗习惯也有可能在人的驱使下朝着陋俗方

向演变
。

这种颓废的风俗主要表现在女置面首左右
,

自以为是男女平权 不过从男女平等社会看来
,

男人

· ·

多妻妾同样是不合理的
。

而男人则寻求畸形的性刺

激
,

大兴妾童之恋
,

甚至官私不分
,

影响身分和人格
。

另外
,

男子傅粉
,

在贵族子弟中
,

从魏晋到南北朝一直

未绝
。

曹魏时的何宴是
“

粉白不离手
’
,

。〕 梁朝时贵游

子弟也是
“

熏衣剃面
,

傅粉施朱
” ,

审美畸形
。

凡此种种

说明
,

颓废风俗也是魏晋南北朝风俗演变的一个方

向
。

不过
,

当人们认识清这种习俗的不可取之后
,

便逐

渐消亡
。

魏晋南北朝的风俗习惯不管怎么演变
,

有一个大

趋势是可以肯定的
,

就是风俗朝着更加适宜于生存的

方向发展
。

战乱
、

动荡的社会和政权的快速变更
,

使这

一时期的一 切文化现象更加注重实效和现世功利 目

的
,

一句话更接近于 自身的生存需要
,

而且这种变更

许多时候也被 旧制度的维护者所默许
。

像婚姻礼仪
、

衣饰风俗
、

社会崇尚等等都是如此
,

而且有些 内容还

对后世形成 巨大的影响
,

成为后来长期实行的民俗义

项
。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风俗 由于历史
、

政治
、

思想观

念
、

社会崇尚
、

民族融合
、

战乱和社会 动荡等多方面

原因
。

造成 了此期叛古
、

趋时
、

突变
、

殊异等明显特点
,

成为中华民族风俗发展史
,

尤其是汉 民族风俗发展史

中具有特色的
、

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

它承上启

下
,

继往开来
,

对隋唐及其以后 的风俗发展演变 匡 定

了一定的方向
,

具有深远的影响
,

、

叛古

叛古是对古礼的挑战和遗弃
。

一般情况下
,

中国

人民是最讲究拟古的
,

言必称古是那些卫道者最常见

的手段
。

而风俗习惯皆有 由来
,

它们或传之古远
,

或承

继前代
。

但是
,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特殊的时代
,

当时的

统治者或 民众往往 因时势
,

或吸取教训 而 人 为地 改

变
,

使风俗习惯在许多时候背古俗而行之
,

形成叛古

的特点
。

他们或改变旧 俗
,

或另立新俗
,

使旧有 习俗走

向衰亡
。

如南北朝时佛教影 响大增
,

人们为 了信仰上

的原 因
,

在饮食习惯方面作了许多调整
,

不吃荤成为

时尚
。

在梁武帝的提倡下
,

正 月初一原本要 吃一只鸡

蛋的习俗被取消〔” 〕。

薄葬是此期叛古 的另一个热点
。

这在 自古以厚葬为主流
,

以厚葬来表达人们对死去亲

人 的情感
,

以厚葬来检验和展示人们 的孝道 的社会
,

若无大的变故和真正 勇气和决心是很难决绝地去实

行的
。

但是
,

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 的薄葬证明 了时人

对厚葬危害的认识和背弃古俗的勇气和 决心
,

虽然在

魏晋南北朝的后期
,

厚葬 已抬头
。

再如男子傅粉
,

这虽

然太过脂粉味
,

但 以之为美
,

且与整个社会趋势不合



拍
,

则证明它是一种与传统的要求相背离的时尚
。

尚

白色的情形也是 如此
,

当时人穿白衣
,

戴 白帽
,

乘 白

车
,

以古人的丧色为时尚
,

形成一种与传统服饰完全

不同的札俗
,

更可知也是背俗而行
。

又如魏晋时祟 尚

放达
,

在生活上不拘礼俗
,

更是对传统现实的挑战
,

他

们喝酒下棋吹箫弹唱
,

以个人或群团行为挑战传统文

化
“

惠帝元康中 公元 一
,

贵游子弟相与为散

发裸身之饮
。 ” 〕则更是对古礼的背叛

。

这些甚 至 连

冠也不戴
,

衣服也不穿的人
,

怎么也难以与循规蹈 矩

的人相提并论
。

而婚姻举乐
,

居丧不废乐
,

都是古俗所

不允许的
,

此期却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

当然是

叛古的现象
。

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山阴公主置面首左

右之事
,

而且不是一人二人
,

而是 人
。

后人皆以为

是淫举
,

殊不知从本质上却是一种叛古行为
。

若从要

求男女平权角度去着
,

帝王可 以缤妃成群
,

则女性为

何不可 凡此都说明魏晋南北朝时不拘古俗并常常叛

古而行的习俗现象
。

而且
,

许多时候叛古不是一人的

现象
,

有的甚至影晌后代
,

成为常俗
,

如婚礼举乐
、

薄

葬等等
。

、

趋时

趋时是魏晋南北朝时风俗习惯的又一个特点
。

其

实每个朝代的风俗习惯都有趋时的特点
,

但是
,

在魏

晋南北朝表现得特别明显
。

这主要原因是面对不同的

政治需要
,

除了趋时 自保以适应环境
,

寻求活得更 自

在之外
,

似乎很难找到其它途径 它表明风俗习惯总

是与社会历史大背景是相一致的
,

不可背离
。

魏晋南北朝风俗习惯的趋时特征
,

主要是指它们

更符合现实要求的结构
,

它包含两个方面 的内容
,

一

个是崇尚往往演变并固定成为一种风俗
,

一是风俗习

惯更接近现世的实用性
。

崇尚本来仅仅是一种暂时的趋势
,

但是这种趋势

被锁定
,

并且在被更多人所趋附
、

在现实生活中被重

复 则往往演变固定而成为一种风俗习惯
。

如魏晋时

权贵斗富竞夸奢丽
,

后来演变成了无数争奇斗艳的奢

侈风俗
,

它表现在衣食住行婚丧礼仪的各个方面
,

所

谓
“
愚民因之

,

浸 以成俗
,

骄艳
‘

竞爽
,

夸丽相高
’
, 习指的

便是这种现实
。

魏晋时崇尚服五石散
,

散发时极其痛

苦
,

需宽衣 旧衣才能使皮肤不被磨破
,

因此
,

那些名士

服 散者不得 已 的宽衣大袖
,

竟成为 天 下人仿效的对

象
,

并以此表 明 自己 的潇洒放达
,

终于形成 了魏晋南

北朝时宽衣大袖貌若神仙的衣饰风俗
,

所谓
“

一袖之

大
,

足断为两 一裙之长
,

可分为二
’
, ‘ 〕,

便是其明证
。

另外
,

南北朝时接佛成风
,

人们便创造形成 了斋七
、

百

日
、

浴佛节
、

盂兰盆节等习俗样式
。

官民信鬼神成风
,

便创造 了各种神抵并修建大量寺庙以供大家祭祀
。

凡

此
,

都是崇尚而成为习俗的例证
。

比如当时耕牛通借

的习俗
,

它也是一种政令
,

目的是为 了保证因丧乱缺

乏耕牛而不致贻误农时
。

所以
,

它既接近于现实
,

又具

有直接的 目的性
。

宋明帝忌古来为丧家之色的白色
,

其实隐含着的是惧怕变乱的实用性政治 目的
,

是一种

本质上的播弱
。

在婚姻上强令婚配是为了战乱而大量

衰减 的人 口 得以迅速藩衍
,

它与拜时妇
、

三 日婚等习

俗一样
,

是一种为了现实 目的而采取的特殊方式
,

目

的性非常明确
。

至于宽衣大袖源于服散的特殊原因
,

裤褶之制是为了穿着更合体更舒适 姓氏等级 门阀制

度是为了保证势族的特权
、

地位 神灵信仰是为了人

们的心理获得平衡满足和政治需要 胡床的盛行是为

了人们坐的更舒适等等
,

这些习俗有 的改进
、

有的 吸

收
,

目的都是为 了更具有实用性
,

或者从根本上说更

接近现实
,

更符合人们的生存需要
。

而归根结蒂
,

作为

文化的风俗习惯
,

目的就是为 了使生存于其中的种群

具有归属感和活的更 自在
、

更快乐
。

、

突变

突变是相对于渐变而言
。

风俗习惯有一个特征就

是传承变异
。

传承指的是它在族群中不断被重复 但

习俗的重复不是原样画葫芦的一成不变
,

在许多 习俗

的细节上往往 因时因人的条件而异
,

所 以
,

习俗大致

总是处于变异之中
,

只是这种变异
,

常常是一种渐变
。

而魏晋南北朝时风俗习惯除了渐变之外
,

由于各种原

因
,

包括战乱
、

政治需要
、

民族文化交融以及时尚等原

因而使风俗习惯发生急剧变化
,

并成为此期习俗传承

的特点
。

习俗的突变有两种表现形式
,

第一种是 旧 有的习

俗被彻底改造
,

成为一种相近或相似但又 不同的习俗

主体 第二种是在原来现实的基础上创造新的习俗主

体
。

前者是突变的正常形式
,

后者是突变的独特形式
。

造成魏晋南北朝风俗突变的第一种形式
,

主要是

战乱
、

民族迁徙融合 以及历史的发展
、

人们观念的改

变等等原因
。

尤其是战乱和 民族融合给 习俗突变提供

了最大的机会
。

比如薄葬便是基于战乱使陵墓不断被

挖掘的现实而改变厚葬形成的
,

在这里战乱中盗墓基

尸原野是人们吸取教训使习俗突变的最直接 目的
。

而

胡坐
、

裤摺则是民族交融的直接后果
。

胡坐改变了汉

民族 自古以来的席地而坐也改变了人们的坐具 裤摺

则改进了传统的袍衫之制
,

使上衣下裳的衣饰受到极

大冲击
,

尤其是对男人
,

则更为彻底
。

另外
,

冠式变为

巾帽
,

恺甲变为两档而外穿
,

不仅是历史的发展
、

人们

观念改变的结果
,

也是人们 出于 对现实实用 的需要
。

至 于上 已节被固定在三 月三
,

乘马改为乘车
,

甚至乘

马车改为乘牛车
,

都是此期鉴于实用和各种条件限制



而形成的习俗
。

它们有的 由时间不固定为固定
,

有的

由甲种变为乙种或乙种祟尚变为甲种崇尚
,

完全改变

了原来习俗形态
,

突变而为新的形式
。

值得注意的是
,

习俗突变之后
,

许多旧有的 习俗往往被淘汰或失去 主

导地位
。

魏晋南北朝风俗突变特征给 习俗带来另一个后

果
,

就是产生许多新 的习俗样式
。

如重视生命惫义的

生 日习俗 体现信仰价值的斋七
、

百 日风俗以及建筑

上的寺庙佛塔之式
,

节 日里的元宵
、

浴佛
、

孟兰盆会等

等 体现民间俗信的凶 门柏历和 乡贤祭祠 以及创新的

商业集市
、

庙会 习 俗和 生产中的借牛等等
,

都是因为

社会
、

生产
、

信仰等等需要而产生的新的习俗
,

它不仅

映衬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习俗突变的特点
,

大都还对后

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

有些至今仍在传承
。

、

殊异

殊异是指习俗的差异性特大
·

殊异之所以成为稗
晋南北朝时期习俗的特点

,

乃 是因为当时政权割据
,

南北长时期分裂分治地对峙 以及地理环境不 同或民

族共同体不同等原因造成的
,

五胡乱华及南北分裂是

最主要的原因
。

顾炎武说当时南方轻薄奢淫
,

北方斗

狠劫杀指的就是南北分治后最主要的区别
。

殊异表现在许多方面
,

北方重牧业
,

南方重农业
,

这是指生产方面的大的区别 表现在外在的衣着打扮

方面
,

情形就更明显
。

当时汉 民族以束发加冠来固定

自己的发饰
,

而北方的少数民族则披发
、

辫发
,

在衣服

方面
,

除了传统的袍衫之外
,

则盛行袄子
、

裤摺
、

碟跳

带等所谓胡人的打扮
。

鞋子方面南方盛行穿屐
,

北方

则盛行穿靴 饮食方面南方是稻谷鱼鲜
,

北方则获麦

牛羊 北魏时许多南方人投奔到北方或到北方做生

意
,

由于饮食上的差异而 自成集市
,

号 为吴人坊鱼鳌

市 〕,

从中也说明南北饮食的殊异
。

饮食上的殊异还

有一点是南方时兴茗饮 喝茶
,

北方则饮乳酪
。

王肃

北投之后 出于政治原因竟称茗饮为酪奴 〕,

两者的

差异显然是绝对的
。

殊异还表现在交通
、

婚姻
、

丧葬
、

丰仪等等方面 当时北方时兴乘马 以代步
,

而南方则

提倡乘车
,

尤其是乘牛车
。

南方婚礼是以
“

六礼
”

为基

准
,

按传统方式进行
。

北方则
“

青布恢为屋
,

在门内外
,

谓之青庐
,

于此交拜
。

迎妇
,

夫家领百余人或数十人
,

随其奢俭扶车
,

俱呼
‘

新妇子催出来
’ ,

至新妇登车乃

止
。

婿拜阁 日
,

妇家亲宾妇女毕集
,

各以杖打婿为戏

乐
,

至有大委顿者
”

, 〕在丧葬方面
, “

江南丧哭
,

时有

哀诉之言耳 山东重丧
,

则唯呼苍天
,

期功 以下
,

则唯

呼痛深
,

便是号而不哭
” 〕则民间哭丧南北也殊异

。

丰仪方面
,

南方人见面执手
,

北方人见面作揖 前者是

一种创新
,

后者则是传统
,

可见南北殊异
。

不过殊异仅权是一时之特色
,

随着历史发展
,

南

北殊异的许多习俗在学习交融中不断同化
,

到隋唐之

后
,

许多已成为一体之民俗
,

不再有个性上的区别
。

魏晋南北朝的风俗特征当然并不局限于这一些
,

比如讲究奢华
,

祟尚放达
,

追求怪诞以及士庶极其分

明等等
,

都是此期具有特色的民俗个性
。

如果我们结

合魏晋南北朝风俗习惯的演变具体地去寻味它们 的

特征
,

那么
,

我们的感受可能就会更深刻
,

也更全面一

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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