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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两宋是中国经济、科学、技术和城市文化高度发达的历史朝代, 其中, 城市文化中的民俗文化不仅

传承了前代的内容, 还有许多创新, 如妇女缠足、居民火葬、结婚喝交杯酒、相亲等, 对后代形成巨大的影响, 一

些内容至今依然在城市和民间盛行, 成为中国汉族民俗的代表性形态之一。本文探讨了宋代的城市民俗及其

特点, 尤其突出这种民俗对后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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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氏宋朝从公元 960 年建都开封到帝　投海

而死, 共经历了 319 年的历史, 这之中, 社会矛盾、

民族矛盾, 尤其是后者, 一直严重地困扰着两宋政

权。由于它在与辽、金、蒙古等国的用兵中, 大都以

失败告终, 给人以一个积贫积弱、懦弱无为的印象。

这当中有外部的, 也有内部的原因, 我们不予深究
(这是历史学家的事) , 但宋朝对社会经济的发展,

尤其是对中国文化的特殊贡献, 却是有目共睹的,

像四大发明中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便在此期得

以完成和完善。由于民族文化的交往, 以及不断征

战而造成的人民迁徙、杂居则给民俗文化带来巨大

的碰撞、交融, 使宋代的民俗不仅异彩纷呈, 而且具

有特殊的生命力。

　　 一、两宋的时代特征

我们知道, 经济文化的发展, 往往能决定风俗

习惯的发展或个性趋向, 原因是风俗习惯作为民间

生活形态的一部分, 它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紧

密地结合在一起。没有经济文化的支撑, 风俗习惯

既不可能沿袭, 也不可能形成具有特色的内容。

赵宋政权是在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中脱颖而

出, 并继而统一了大半个中国的封建王朝。立国之

初, 它接受了五代十国政权频繁更迭、战乱不已的

经验教训, 对军队和地方官员的控制都采取了一些

新的措施, 中央集权被大大加强。宋朝统治者还通

过扩大科举考试来广收人才, 为我所用; 加上社会

相对稳定, 使宋朝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有了长足

的发展, 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时代个性, 并对宋代民

俗产生了巨大影响。

首先是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

展。农业方面, 多熟制的水稻和小麦在大江南北都

得到了推广, 并实行江北种水稻和江南种小麦免其

租税的方式来鼓励民众发展生产。而农业技术方面

的改进, 诸如踏犁、秧马、人力水车、牛转水车和筒

车的发明和使用, 也促使农业生产在提高生产力和

抵御自然灾害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观。当时两浙地区

的亩产量达六、七百斤, 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手工业

方面我们从部分产品与唐代相比, 就可以知道, 它

的发展是多么明显。如唐宣宗时 (847～ 859 年) 银

的年产量是 2.5 万两, 铜是 65.5 万斤, 铁是 53.2

万斤。[1] 北宋时, 银一般的年产量是二三十万两, 最

高达 88 万两, 铜是 400 多万斤, 最高达 1460 万斤,

铁是 600 万斤, 最高达 824 万斤。从超过唐代几倍

到几十倍的数字中, 我们可以看到手工业在突飞猛

进地发展。而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使宋代的商业

日益繁荣兴盛, 市镇得到了空前的扩大。我们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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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的增加, 可以看到商业的极大发展。宋太宗时, 商

税总额是 400 万贯, 到宋仁宗时增加到 2200 万贯,

后来也一直保持在 1000 万贯上下。由于商业的发

展和交易的需要, 宋代还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交子”, 它极大地刺激并方便了商业交易, 并

对后世的金融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次, 城市规模扩大, 数量增加。唐代以来的坊

市制度得到彻底变革。唐代以前, 十万户的城市仅

十多个, 到宋代宋神宗元丰年间 (1078～ 1085 年)

已有 40 多个, 宋徽宗崇宁年间 (1102～ 1106 年) 更

发展到 50 多个。以当时每户约 5 口计算, 各大城市

的总人口已在 2500 万以上, 这当中有汴京 (今开

封)、临安 (今杭州)等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人计

算, 北宋人口最高额为一亿零四百万, 则大城市人

口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这还不包括那些城镇中的

人口。正是城市的不断发展, 使商业获得了空前的

繁荣。唐代以来的坊市有别的制度, 在宋代逐渐消

失, 取而代之的是开放的商业街市, 临街随处可以

开设店铺。大城市如开封、临安等夜市也高度发达,

营业时间可到四更, 而到五更时, 早市又已开始。另

外, 在大中城市的四郊还分布着各种各样的商业集

市, 使商品的流通更快, 人民生活更方便。这种状况

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商业文化的发展。

第三, 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宋朝

在生产力方面的发展, 最大限度地得力于科学技术

的进步, 不管是农业、手工业、纺织业、制瓷业还是

造船业等等方面,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对世界历

史具有重大影响的四大发明, 其中有三种即活字印

刷、火药和指南针, 是在宋代完成的。毕升发明的活

字印刷术, 比欧洲早 400 年, 给印刷业带来了一场

革命。指南针的发明使宋代制造的近千吨的坚固海

船拥有可靠的航海方向, 对海上交通和世界文化的

交流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火药配方的完善并大量

地运用于军事也是在宋代, 经过南宋之后的改进,

利用火药的爆炸性, 发明了“铁火炮”、“震天雷”; 它

还制成炮仗, 为节日增添喜庆的氛围。

第四, 科举制度的改革带动了书院等文化教育

事业的发展。科举考试并非宋代的发明, 但是, 宋代

在科举制度上的改革以及它对于文化教育事业的

作用和影响, 包括对后代的影响, 则是非常明显和

不可否认的。与唐代相比较, 取士人数大量增加, 宋

徽宗时每次考试取进士 680 多人, 与唐代最多 70

人左右相比, 增加了近 10 倍。对于参加考试人员的

身份要求更宽, 士农工商, 除工商者本人被禁止之

外, 其子弟均可应试。这给平民通过科举进入仕途,

打开了宽阔的道路。另外, 像考生与考官不准结成

师生关系, 皇帝亲自殿试, 考试实行糊名制和一经

及第即可入仕及“特奏名”法等规定和制度的形成,

既增加科举的公正性, 也刺激了士人参加科举的积

极性。正是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极大地带

动了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北宋初年, 仅有官办的

国子学一所, 以后设四门学、太学, 并于各府、州、县

建府州学县学。宋徽宗崇宁三年 (1104 年) 全国学

生曾达 21 万多人。社会各阶层人士为仕进, 都“诵

文书, 习课程”, 因此,“农工商贾之家, 未有不舍其

旧而为士者也”[2]。这种状况, 还带动了宋代书院制

度的极大繁荣, 一批名流如吕祖谦、朱熹、陈亮等都

聚众讲学, 书院成为半官方的教育机构, 使有宋一

代读书成风, 教育深入到封建社会的各个阶层。

另外, 宋代还有崇尚理学等特征, 它们在两程、

朱熹等理学家的提倡和身体力行下, 成为国家的主

流学术, 对后世影响极大; 不过, 对本朝人民的影响

则具有相对的局限性, 即使理学家非常强调的伦理

纲常, 宋代人民也有自行其是的一面。像宋儒讲的

“饿死事极小, 失节事极大”等观念, 在民间并没有

很大的影响。因此, 改嫁等习惯, 上至士大夫下到平

民百姓都一仍其旧。

　　 二、城市民俗空前繁荣

城市民俗的繁荣主要取决于宋代时城市在不

断地扩大和增加, 形成了许多具有生命力的新兴城

市。随着这些新兴城市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的不断发

展, 使城市居民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有了很大的改

进, 精神生活也日益丰富多彩, 尤其是形成了一整

套符合城市居民生活习惯的习俗惯制, 使它与乡村

农民的传统习俗有了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城市商业的发达, 形成了具有自己个性

特征的商业习俗。我们知道, 唐代以来的坊市制度,

在北宋时即逐渐被打破, 沿街店铺和民居相混杂的

经商方式渐渐成为城市居民习惯的商业形式。因

此, 在北宋时的汴京 (今开封)就产生了以某个中心

街段为主的商业中心, 许多个这种中心, 构成了汴

京有效的商业服务有机整体, 满足所有市民包括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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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住行娱乐服务等各方面的需要。这些城市中的经

商户还依据不同的行业建立自己的行会组织。南宋

之后, 像都城杭州, 这种习俗取得了规模更加空前

的发展, 使杭州成为当时中国, 乃至东南亚地区的

商贸中心。商贾云集, 百业兴旺, 甚至在城市的周围

兴起了各种专业性的镇市和集市, 使城市以及它的

商业概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其次, 高度发达的城市服务民俗。城市的发展,

同类型的城市居民增加, 乡村中那种人情性的无偿

服务, 已不再适应新的环境, 所以城市的商业服务

开始逐渐增加, 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习俗。当时

都城汴京和临安店铺林立, 尤其在饮食服务业方

面, 非常完美。能满足上自王公贵族, 下到平民百姓

的一般饮食需要, 也能完成他们在特殊节假日及喜

庆日子的各种服务, 酒楼、食店、茶肆和“四司六

局”, 把整个饮食业完整地贯穿起来。城市还提供公

益性慈善服务, 像清晨报更、报告天气情况, 官方还

设有消防组织, 以及提供抚孤养老等社会保险方面

的服务。而商务性的佣工, 不仅形成市场, 且有自己

的组织和领导——行会和行老, 由他们统一安排,

提供完善的商业服务。这当中, 甚至分出市内服务

和远程服务等不同的项目内容, 供需求者选择。由

于城市的不断扩大, 还出现了交通出租业——把鞍

马租赁给到较远地方去办事的人。这些服务业有自

己的行会组织, 各按行业规定来经营和统一收费,

形成秩序井然的城市行业和民俗规范。

第三, 商娱业四季如新, 已走出传统的节俗娱

乐模式。当时城市居民除了在节俗中参与各种娱乐

活动, 如元宵的点灯、清明的踏青、端午的龙舟竞

渡、重阳的登高等等, 不定期的一年四季不随时季

节俗变化而增减的商娱活动极其繁荣, 在北宋和南

宋的都城还建立了称为瓦舍的专门娱乐场所, 里面

集中了当时所有的娱乐节目, 如杂剧、傀儡戏、影

戏、小说讲经史、诸宫调、叫果子、相扑以及大量的

与现代杂技和武术表演相关的技艺。他们分成不同

的专场, 于各个勾栏中进行演出。北宋时瓦舍中有

大小勾栏 50 多座, 南宋后瓦舍的数目有了进一步

的增加, 达 23 座, 而有的瓦舍中有勾栏 13 座, 可知

各种演出专场的勾栏有一二百座, 确实是规模空

前。因为是室内的专门娱乐场所, 所以一年四季不

受风雨寒暑的影响,“诸棚看人, 日日如是”, 表明娱

乐业的极其火爆。

第四, 夜生活丰富多彩。其中, 商娱业的发展,

成为当时城市夜生活空前繁荣的原因之一。南北宋

的都城, 在一些热闹的商业街和娱乐场所, 往往形

成通宵营业的夜市, 有些地方则三四更停, 五更复

又开张, 加入早市的行列。据说在当时夜市最热闹

的地方, 由于灯火照天, 人物嘈杂, 油腻熏天, 连蚊

蚋都绝了迹。毋庸讳言, 夜市的习俗与乡村中的日

出而作日入而息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它不仅成为城

市独特生活方式的象征, 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人

们的生活质量、作息习惯、消费观念等, 给商业经济

注入一种新活力。

第五, 攀比豪奢的城市习气日益浓厚。奢侈的

风气在古代的城市, 尤其是在都城中都曾出现, 在

豪富与贵族间往往形成斗富竞奢的风气, 宋代城市

习俗的发展也不例外。史载“辇毂之下, 奔竞侈靡,

有未革者, 居室服用以壮丽相夸, 珠玑金玉以奇巧

相胜, 不独遗近, 比比纷纷, 日益滋盛。”[3] 当时衣要

鲜丽, 质要高档, 所谓“闾阎之卑, 娼优之贱, 男子服

带犀玉, 妇人涂饰金珠, 尚多僭侈, 未合古制”[3]。凡

有饰物流行, 立即风靡全城乃至全国, 以至统治者

多次下禁令, 禁止各类高档豪奢的饰品在民间通

行。这固然有统治者为了保持特权的一面, 铺张浪

费对国家的影响对于有识之士来说, 时常加以警

觉,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面。

正是这些在城市中形成或定型的民俗, 不仅对

城市居民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流风所及, 也对

宋代的城乡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 并对后来的元、

明、清各朝以至今天的民俗, 依然保持着某种看得

见或看不见的影响。

　　 三、城市民俗对后代的影响巨大

宋代在中国民俗发展史上, 正处于这样一个时

期: 一方面是继承大量旧有的传统民俗, 同时, 又根

据自己的经济发展和民族迁居、文化融合的需要加

以扩张, 使之更加繁盛; 另一方面是为了新的生活

需要, 又产生形成了许多新的民俗内容。正是这种

在宋代定型和新形成的民俗内容, 成为宋代民俗对

后世影响巨大的根源, 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些在城

市中形成或定型的民俗。

1、缠足

缠足之俗在宋代获得空前的发展而被定型。其

传播方式“大致是由统治者的宫廷传入教坊乐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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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坊乐籍传到京城, 再由京城外传到各地城市,

渐次增多起来”的[4]。因此, 缠足之风首先在贵族妇

女中时兴起来, 宣和之后益盛。《枫窗小牍》载, 当时

闺阁妇人即使被金人所虏, 也复花鞭弓履。对此, 北

宋末的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说,“妇人之缠足, 起

于近世”。此说虽有失偏狭, 但说明缠足之风, 此时

已较普遍。南宋之后, 缠足逐渐普及开来。家妓、厨

娘等也都已缠足, 普通妇女缠足也已成为时尚。南

宋理宗朝的宫人还发明了一种叫“快上马”的缠足

之式。因此, 不缠足倒成了一种例外。对此, 目睹缠

足痛苦的车若水, 最早提出了异议, 认为“妇人缠

足, 不知起于何时?小儿未四五岁, 无罪无辜而使之

受无限之苦, 缠得小束, 不知何用?”[5] 道出了当时

深受缠足之害的妇女的心声。这种限制妇女行动,

以畸形为美的习俗, 在后来中国历史上盛行了近一

千年, 其影响不可谓不大。

2、火葬

火葬之俗虽然形成的历史极其悠久, 但却在宋

代形成高潮, 成为民众一种最为盛行也最为普通的

葬法。大家知道, 火葬是在吸收了西北少数民族的

习俗和佛教信仰之后, 在宋代成为士庶并行的习俗

的。宋代的火葬有两种方式, 一是焚尸后另行收敛

加以安葬, 这一点, 目前考古发现的许多宋代火葬

墓是其明证。它有陶罐、木匣、陶棺等形制。但这种

焚而后葬的方式, 在整个火葬形态中并不占有重要

地位。另一种是焚尸后抛其骨灰, 大部分以扬弃骨

灰于水中结束。《宋史·礼志》载,“河东 (今山西一

带)地狭人众, 虽至亲之丧, 悉皆焚弃。”而当时的吴

县 (今苏州)“合城愚民, 悉为所诱, 亲死肉未寒, 即

举而付之烈焰⋯⋯以燔以炙, 余骸不化, 收举而投

之深渊。”[6] 所谓“焚而置之水中”[7] 者即是。为了适

应合城人民悉用火葬的习俗, 地方则于城郊建立焚

化院、化人亭之类的专门火化场所。面对火化之后

的抛骨扬灰, 一些封建卫道者以为火葬有悖孝道人

伦, 提出禁绝火葬, 虽然当时的统治者曾对火葬习

俗屡加禁止, 甚至增拨土地以为贫贱之家作为葬

地, 但收效甚微。终其有宋一代, 火葬之俗于杭州、

苏州、扬州、建康、泉州等大城市中实行, 其范围遍

及北京、山西、河南、福建、四川、浙江、江苏等等地

方。火葬一改传统的土葬形式, 在中国丧葬史上, 无

疑是具有积极的意义的。因此, 它对元代影响至深,

直到明代中叶, 汉族才一归旧俗, 实行土葬。

3、交杯酒

宋代实行的交杯酒习俗, 虽演化于旧合卺制,

但已变异为新习俗, 因此, 从民间到士宦都极其盛

行, 并得到统治者的首肯, 成为婚俗中成立婚姻的

必不可少的象征。据《东京梦华录》记载, 夫妻在今

天所谓结发的“合髻”礼之后,“用两盏以彩结连之,

互饮一盏, 谓之‘交杯酒’。饮讫掷盏, 并花冠子于床

下, 盏一仰一合, 俗云‘大吉’, 则众喜贺。然后掩

讫。”《梦梁录》也说, 撒帐之后,“命妓女执双杯, 以

红绿同心结绾盏底, 行交卺礼毕, 以盏一仰一覆, 安

于床下, 取大吉利意。”虽然杭州与开封两地的习俗

稍有差异, 但其形态则是一致的。这种在婚礼上喝

交杯酒的习俗, 直到现代婚礼上, 仍然盛行不衰, 说

明它的影响非常的深远。

4、相亲

相亲是以“媒妁之言, 父母之命”为最终决定权

的婚姻中极其重要的内容, 这一内容的形态就出现

于宋代。北宋时的汴京, 此俗叫相媳妇。据《东京梦

华录》记载,“若相媳妇, 即男家亲人或婆往女家看

中, 即以钗子插冠中, 谓之‘插钗子’”。若不成则以

彩缎作为压惊之物。到南宋时的临安, 习俗大致相

同, 但已被称之为相亲。其俗由“男家择日备酒礼诣

女家, 或借园圃, 或湖舫内, 两亲相见, 谓之相亲。男

以酒四　, 女则添双　, 此礼取男强女弱之意。如新

人中意, 即以金钗插于冠髻中, 名曰‘插钗’。若不如

意, 则送彩缎二匹, 谓之压惊, 则婚事不谐矣。”[8] 这

种相亲虽然不是由当事人双方参与, 并且由自己决

定终身命运, 但却开创了自己选择媳妇的先例, 对

于后来相亲由男女双方当事人参与习俗的形成, 无

疑具有开先河的意义。

5、族谱与祠堂

家族制在宋代改头换面的重新兴盛, 把中国封

建统治者的治理模式和姓氏血缘特征紧密地结合

在一起, 近千年来一直以脉脉温情腐蚀着倍受欺凌

和盘剥的低层平民百姓, 掩盖着阶级矛盾和对抗。

像族谱、祠堂等等形制, 都在宋代形成。族谱是在过

去的谱谍基础上变异而形成的, 它改变了由官方掌

握图谱的方式, 族谱不仅由族人修撰, 而且由宗族

自行保管。其目的也由原来以谱谍夸示门第而一变

为理清支系、确定长房嫡传、宏扬宗族精神、团结同

族之人。因此,“敬宗收族”成了宋代时修族谱的主

要目的。祠堂是基于宋代品官很少有建立家庙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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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的状况, 经由朱熹、陆九渊的倡导而逐渐建立

起来的。为了与家庙之制不相混淆,“特以祠堂名

之”。正如朱熹在《家礼》一书中所指出的, 祠堂的建

立目的是为了体现“报本反始之心, 尊祖敬宗之

意”。为此朱熹不仅主张于居室之东建祠堂, 祠堂由

宗子主持, 族人共同所有, 祠堂内设四龛, 供奉高祖

以下先世神主; 他还规定了祠堂所设祭器及祭祀的

仪式、服式等[9]。就在朱熹倡导建祠堂的同时, 陆九

渊已建起“祖弥祠堂”, 规定每天清晨暮寝, 家长率

族人请安致礼[10]。因此, 它不仅是祭祖的地方, 也

是全族人各种活动的中心。宋代所建祠堂虽并不普

遍, 但它的开先河作用, 以及元明清之后祠堂在家

族组织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说明它的历史价值和意

义是非常巨大的, 时至今日仍大有市场。

至于在商业习俗方面, 集市贸易的发展和城市

商业组织行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给后代的商业经

济注入了一种新的兴奋剂, 使传统的经商发展成一

种具有现代意义的商业文化。

另外, 元宵节吃元宵 (汤圆) 习俗的形成, 端午

竞渡走出端午节而被娱乐化, 以及年画的应运而

生, 煮茶渐变为现代通行的泡茶和娱乐业的极度兴

盛, 都对后代的习俗形成发生了影响。

正是这种衣食住行节日娱乐业等等方面都具

有的革新和开拓, 使宋代城市民俗不仅在自己的时

代具有个性, 而且产生深远的影响, 并确立自己在

民俗历史发展中的应有地位。因此, 当我们回顾这

段历史时, 发现宋代的城市民俗也就显得特别具有

光亮点和个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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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Urban Folk Customs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Its Influence

CHEN Hua 2wen
(College of Humanities ,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 Jinhua 321004, China )

Abstract : In the Song Dynasty , Chinese economy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re well 2developed ,

as well as its urban culture , among which folk culture not only carried forward its former traditions ,

but dramastically brought forth something new , such as women’s foot 2binding , cremation , newly 2
married couple’s drinking wine with crossed arms , making dates , etc. They have greatly influenced

the later ages. Some of them are still popular in cities and in the country 2side to be one of the typical

forms of our Han nationality customs . The article studies the urban folk customs and its features in

the Song Dynasty , especially its influence on later 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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