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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霞客《浙游日记》所涉的民情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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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融地理学与文学于一书的《徐霞客游记》，向来被看作是一部奇人写的奇书。徐氏七次游浙，浙江是他

涉足次数最多的省份。明崇祯九年（&%(%）他第七次游浙，写下了著名的《浙游日记》，这篇游记成为他整个游记中的重

要篇章。《浙游日记》中对地方性的民情风俗多有所涉，在行文的三言两语中，涵义深刻，语言简练，蕴含着丰富的社会

生活内容。我们对它作注、作释、作解，有助于对其整个游记的社会价值的认识和理解，也有助于今天的旅游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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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伟大的地理学家徐霞客于明崇祯九年（&%(%）农历九月十九日从其家南直隶江阴（今江苏

省江阴县）起身，经苏南运河而入浙江，历余杭、临安、桐庐、金华、兰溪、衢州、常山诸郡县，至十月十

六日出常山西境而入江西，在浙游历 (( 天，并写下了著名的《浙游日记》。

《浙游日记》为《徐霞客游记》的第 &* 篇，全文 & 万多字，不仅记录了这次游历的实况，还同时反

映了他亲见亲历所得的感想，字里行间涉及浙江各地的民情风俗，虽没有具体的描述，但其笔之所

及，颇令人深长思之。本文特作简要的论述，既可为读其游记之助益，也可为开发旅游文化作参考。

一、兰溪江“诸舡鳞次”

《浙游日记》“（十月）初八日”记：“早登浮桥，桥内外诸舡鳞次，以勤王师自衢将至，封桥聚舟，不

听上下也。”［&］这里，“诸舡”的舡在朱惠荣《徐霞客游记校注》本中有“注”，“舡（!"#$% 乡）：船。”船是

一个笼统的名称，各地关于船的名称，因其种类的不同而有不同。而且还因为船的不同构造、不同

用途和不同撑驶，而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风物。例如绍兴水乡有用脚划的“乌蓬船”，就是绍兴的一

大风物；富春江上往来于沿江各村镇摆渡城乡客商的小火轮，就是富阳的一大风物。而在兰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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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供达官贵人会客、游乐的“茭白船”（又名江山船、花舫），就是兰溪的一大风物。徐霞客在游记中

所触及的“舡”，是“勤王师”用的，很可能就是“茭白船”，即花舫。

徐霞客当年所见的浮桥，就在兰溪江上。兰溪江简称兰江，与衢江、婺江、新安江、富春江、钱塘

江合称“六水”。旧时称兰溪为“七省通衢六水腰”，可见兰溪水域的开阔了。江上旧有花舫，沿江停

泊，成为交际、娱乐和游憩的场所。据有关志书的记载，旧时花舫前后舱设有小房间，作客座，左右

两窗，可以凭眺江岸风景。每一花舫有花舫女二三人至八九人。花舫以“驾长娘”为主持人，她们雇

有水手若干名，以备迎送顾客，买办酒肴。抗日战争之前，兰溪商业已很繁荣，许多商家以花舫为宴

客之场所，酒阑奏曲，有时通宵达旦。每逢灯节和庙会，花舫的营业更佳。

花舫始于何时，无从考证。但它有两个俗名，似可为探究其源之线索。一曰“茭白船”，一曰“江

山船”。茭白船之名的来历有两说：一说因其舫尾置炉灶处突然耸起，称“高拔船”，它演化为同音的

“茭白船”。一说从前兰江上有姓白的撑船人，有一次其船为官船撞碎，官家新造一只船赔偿，匠人

称此船为“交白船”，意思是眼下造的船是要交给姓白人家的，后来演化为“茭白船”。有人以为应名

之为“靠舶船”，因为此船常年停泊不动。“江山船”之名的来历，据有关古籍记载：船户九姓，皆桐庐

严州人，世传陈友谅既败，其将九人逃至睦杭间，其裔今为九姓船也。元末陈友谅与朱元璋打江山

争天下，结果只争得“九姓船”，俗名“江山船”也。旧时俗有“江山九姓美人麻”之说，意思是说“江山

船”上多美女。九姓，据考为陈、钱、林、李、孙、许、袁、叶、何。其船上至衢州、龙游，下至严州、杭州

（杭州称花牌楼），但以兰溪为最多。现代著名文学家郁达夫有诗：“阿奴生小爱梳妆，家住兰舟梦亦

香，望煞江郎三片石，九姓东去不返乡”，咏的就是当时兰江上的花舫。

原兰溪市文化馆干部蔡斌先生写有《“茭白船”考》，提出兰江上的游船分宴游、博游、清游三类。

因为他是当地人，就比一般的调查要了解得深了，这可作为徐霞客《浙游日记》中关于“舡”的补充解

释［!］，现引述如下：

宴游，俗称吃水果酒，收费高昂，一般都是官绅富商，市民不敢问津。⋯⋯船家聘有苏杭著

名厨师。宴席分点心席、午席和夜席，每席都有上市水果、干果和瓜子。游客上船，先赴点心

席，菜肴有八盘、八炒、四粉、四面、二台心、二水点等名目。午席称便席，也称中顿，菜肴有四冷

荤、四热荤、八大碗、二水点、二面食等名目。夜席称正席，菜肴品种与午席差不多。也有把午

席之菜肴与夜席一拆为二的。宴游时，女多陪客，侑酒把盏，行令猜拳。

博游，除设水果酒席外，客以赌博为主，每局麻将入圈，招牌主得 "! 元。圈数多少以客多

少而定，圈数越多，招牌主得的越多。多的称阔客。扑克，招牌主每局得 !# 元和 $# 元。赌客

在船上可吃两餐，即午、夜两席。博游入席后，博客需各拿出银币 ! 元，放桌上，称为台面，为招

牌主所得。船主抽头。

清游，一般是文人雅士，约三五知己，乘船游览，或谈心，或品茗，或饮酒吟诗，或泛船江上，

游沿江名胜、寺院，如横山殿，兰荫寺等。旧时有妓烹茶侍唱。如需在途中用餐，事先招呼，船

家向酒楼订菜上船。［!］

正因为江上的花舫有如此许多名目，所以徐霞客当年所见“勤王师”而“不听上下”，对泊于浮桥

内外的“诸舡鳞次”也是十分精到而真切的一笔。

至于花舫的起源，除陈友谅部为朱元璋所贬而落户江上一说之外，据笔者阅读所见，尚有新的

一说，即清许奉恩著《留仙外史》所记，源于一个“袁姬从良”故事：袁姬在勾栏认识顾生，用计要求翁

媪两船靠拢，在每天傍晚将自己积蓄的“万金”悄悄搬入顾生之船，半年后，嫁与顾生，随船而逃。此

后，顾生纳资捐官，做了县令，在好多地方都有政绩，大约从这以后，“九姓渔户”便有“水上婚礼”之

俗，即由女方船上“抛新娘”到男方船上，然后两船“并彩”，沿江而行［$］。此说可作蔡斌《“茭白船”

考》一文的补充，谨录以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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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由于浙赣铁路建成，兰溪行商逐渐移向金华，茭白船随之衰落，但由于它在江南颇负盛

名，为适应交际、娱乐、宴请等需要，茭白船已由宁帮个体商集资恢复。首只茭白船名为“水上乐

厅”，全长 ! 米，内设音乐茶座、卡拉 "#、小型舞厅等，已于 $%%$ 年 & 月下水开放，并兼营兰溪船菜，

受到人们欢迎。

二、金华山“叱石成羊”

《浙游日记》“（十月）初九日”记：“绕其（金华北山）西，从两山夹中北透而上，约共七里，则北山

上倚于后，杨家山排列于前，中开平坞，巨石铺突，有因累级为台者，种竹列舍，为朱开府之山庄也。

其东北石累累愈多，大者如狮象，小者如鹿豕，蹲伏平莽中，是为石浪，即初平叱石成羊处，岂今复化

为耶？”［$］在朱惠荣《徐霞客游记校注》中有一个注，叙述了金华山“叱石成羊”传说故事的主要情节，

但却没有写明出处，只说“相传”两字。其实，这个故事最早见于晋葛洪《神仙传》卷二，《太平广记》

卷七“皇初平”条也引《神仙传》，但文字有出入。我们虽无法尽知皇初平为何时之人，其生平事迹在

史传中也不见载，但齐梁间确已有游历皇初平兄弟登仙之地的记载，并留下诗文。如齐隆昌元年

（’%’），东阳郡守沈约即有《游赤松涧诗》，表达怀古和羡慕神仙的思想。因为后世从唐宋至明清，文

人游历题咏从未间断过，并非鲜为人知，所以徐霞客当年也只写“初平叱石成羊处”却未复述故事，

这种简略，想来也有其一定的道理。

由于在民间传说中，皇初平“叱石成羊”已演化为“黄大仙”，不仅在金华地区广为流传，而且远

及台、港、澳地区及东南亚，甚至美国。因此，有关部门已着手开发黄大仙传说的景观，并举办黄大

仙节，这就有必要进行一番探讨了。

笔者认为，开发人文景观，应当把历史人物与神话人物相区别。“叱石成羊”故事的主人公，有

所谓确凿的“生平事迹”，这显然是神话人物的历史化，是不应当作为“信史”来搞什么纪念活动或纪

念节日的，而有的地方加“风情”两字似乎要恰当一些。最早将这个故事历史化的是《金华赤松山

志》中的“二皇君”条，其中已有皇初平、皇初起的出生年月日。光绪《兰溪县志》和《浙江通志》定皇

初平的出生地，由《神仙传》的“丹溪”为“兰溪”，且将“皇”更改为“黄”。《浙江通志》卷二〇〇更定他

为“兰溪黄湓人”，至今离兰溪城区约 $ 公里的黄湓村，尚存有牧羊台、二仙井等，这显然都是神话故

事历史化之后附会而成的景观。“丹溪”、“兰溪”，一字之差，音又近，音转而成是极有可能的。丹溪

在今义乌市，旧《义乌县志》有“丹溪，县南七十里，旧名赤岸”的记载。金元时的名医朱震亨，号丹

溪，人称“丹溪翁”。显然，这些时间、地点的因素，是在民间口耳相传中发生的差异，这并不奇怪。

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对民间口碑资料的运用应当慎重，只能从精神实质和思想倾向上去剖析其

积淀的民众的心理和心态，意志和愿望，而不能把具体的细节也看成是历史的真实。否则就陷入历

史唯心主义的泥坑。

这里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为什么石头与羊联系在一起？也即民间传说中为什么会产生石头变羊

的故事？这就必须追溯到古老的原始时代。我们知道，石头是天地间的自然物。在人类处于其发

展的第一个阶段，即原始群阶段时，便开始使用天然的物质———木棍和石头作为工具和武器。自然

形成的山石洞穴是原始群最早的居处，“穴居野处”的生活是原始人在极其漫长而艰苦的岁月中几

乎惟一的选择。沧海桑田，变化无常，而石头却耐久不变，巍然屹立。由此，人们认为石头是有灵性

的，从而对它产生了敬畏的心理，产生了石头崇拜和有关石头的神话故事。一块耸立于平川上的柱

石，一座形状奇伟的山峰，一大堆累累如在滚动的石浪，往往会在人们的心理上激发起某种遐想，于

是，这柱石、山峰或石浪就被附会上了某种神话和传说。而当人类从原始的狩猎社会逐渐走向农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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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 社会时，成群的牛羊便成为人们生活的依靠，但是在人类的古老记忆中，却仍留有“石头有灵”

的记忆，所以会产生“叱石成羊”的幻想。既然石头有灵，石头可以生人（例如治水的大禹就出生于

石头，其妻涂山氏化石而生儿子启，石头成为母体的象征），那么，“叱石成羊”不也就顺理成章了么！

正是因为有过这种原始互渗的思维原则，“叱石成羊”的故事也就并非出于一地，更不为某地专

有，而是流传颇为广泛的一个古老神话。就是在《徐霞客游记》的《粤西游日记四》中，也有相似或相

同的记载。其中戊寅年三月十一日记有如下数语：“由此西望，则羊角山湾竖于两界之中，此叱石之

最大者也。”凡其形如羊的石头，均俗称为“叱石”。可见这类故事流传十分广远，对此，我们无法确

定其实在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即使已经“确定”，也只能视之为“附会”或“粘合”。

三、双龙洞“杭伞送人”

《浙游日记》“（十月）初十日”记曰：“而双龙则外有二门，中悬重幄，水陆兼奇，幽明凑异者矣。

出洞，日色已中，潘姥为饮黄粱以待。感其意而餐之，报之以杭伞一把。”［!］这里，徐霞客所记的“潘

姥”是借给他浴盆沐浴的老妇人。潘姥居于双龙洞口，她热情待客，还“饷以茶果”。

徐霞客风尘仆仆，餐露饮风，随身所带之物除必备者外，都随买随送，广结人缘。他送给潘姥的

杭伞，是杭州的著名特产，也是与杭州风俗人情密切相关的地方风物。徐霞客拿它送人，自然是深

会其意，是他“入乡问禁，入乡随俗”的一种表现。

明代崇祯年间，杭州的商业有过辉煌的发展和繁荣的历史，早在唐宋之际，杭州就有“东南第一

州”的美誉，到南宋，它既是全国的首都，又是经济、文化、商业中心，也是世界一大都会，“西湖为贾

区，山僧多市人”，就是当时商品经济繁荣的写照。在元取宋的九十多年时间里，杭州的天灾人祸不

断，商业日趋衰落，进入低谷。至明代，杭州的商业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成为全国 "" 个较大的商

业城市之一。这一时期，杭州的手工业也较发达，手工业产品丰富多彩，出现许多享誉海内外的名产。

除杭伞之外，尚有杭线、杭剪、杭扇、杭粉、杭烟，即所谓“五杭”，自产自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格局。

明崇祯九年（!#"#）农历九月十九日，徐霞客乘船从大运河南下，经过无锡、苏州、青浦而入浙

江，于农历九月二十八日到达杭州北新关（今武林门），然后又行船至棕木场（松木场），三十日一早，

出外游览市区，并买了人参寄回家中。下午，他与僧人静闻一起由昭庆寺（今少年宫一带）泛湖入涌

金门，并购制了几件铜制的炊具和装水用的竹筒，以供长途旅行之用。他随身所带的“杭伞”，如果

不是前两次游浙时所购，就是这次从市上所得。

伞的故乡在中国。据《玉屑》记载，发明伞的是鲁班之妻云氏。据说春秋战国时，鲁班的妻子云

氏看到丈夫终日在外给人盖房，雨淋日晒，十分辛苦，她就动脑筋制作了一把雨伞。不过，杭州有传

说雨伞是鲁班的妹妹鲁妹发明的。《鲁妹造伞》的故事收在《西湖民间故事》和《杭州的传说》两书

中。相传鲁班兄妹同游西湖，遇雨。两人相约比赛，各造一个可使人雨中游湖之物，鲁班一夜间造

了十座式样不同的亭子。鲁妹却造了个活动的“半个亭子”，用 "$ 根长竹条、"$ 根短竹条巧妙装

成，可收可放，撑开如同亭子一般，可以雨中随意行走。鲁班为之折服，初称之为“雨散”，后来便叫

成了“伞”。各地也流传着类似鲁妹造伞的传说。

这虽是民间的传说，但伞在杭州的手工业品中确是占有一定地位的。它既是一种古老的生活

必需品，也是一种文化。在民间风俗中，还流行着伞可以避邪的说法，小孩满月后，父母撑着伞抱着

孩子到外面去兜一圈，便可以消灾除难，这种风俗，至今仍在江浙一带流行。在我国古代的许多戏

曲中都曾以伞为道具刻画人物的形象。南宋杭州的《白蛇传》故事中，就有一把连结了许仙与白娘

娘之间爱情红线的纸伞，十分动人。我国古代的“走索”，就是用雨伞来作为杂技演员走钢丝时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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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的道具，用伞作道具不仅巧妙，且也使杂技表现富于色彩和美感。

徐霞客以杭伞为礼物送给热情招待他的双龙洞农家老妇，这是很有“情义”的一种表现，也是他

以四海为家，艰苦跋涉、不畏艰难的探险精神的显示。

四、白坑村“烧石为业”

据《浙游日记》同日所记，徐霞客在游览金华北山三洞之后，即从北山后支南下第一岭而入兰溪

境内。“岭下坞中，居民以烧石为业。”当他下到北山后支之第四层时，“循涧南趋五里，暮至白坑。

居人颇多，亦俱烧石”［!］。从金华北山到兰溪六洞山，徐霞客是为寻访藏有佛教经典《大藏经》"#"$
卷的“栖真寺”（一名洞源寺）。一路上所见居民均以烧制石灰为业，“只见石窑满前，径路纷错”。到

达六洞山麓的洞源村时，见“山石半削，髡为危崖，其下石窑柴积、纵横塞路”。这里，徐霞客在记录

每日的行程时，十分自然地涉及到当地的民情风俗。

当地居民确实以烧制石灰为业，在山前村口，有不少石灰窑，并且敬神，以“豁口老爷”为石灰窑

的祖师。对此，笔者曾在《徐霞客与兰溪六洞山》［%］一文中有过论述。因曾深入当地采风，有一些较

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所以不嫌其烦再作补充。

我国南方山区，除了从事山地垦植、山货采集之外，主要还从事窑业生产，计有砖窑、瓦窑、陶

窑、瓷窑、炭窑和石窑等。这些窑业各有信仰和禁忌，构成独特的地方风俗。笔者从事过信仰文化

的研究，曾致力于窑业生产风俗习尚和信仰禁忌的调查采录，感到很有意味，可知此业人员在旧社

会地位的低下和生活的艰辛。

例如砖瓦业，它是烧制建筑材料砖瓦的行业。因为旧时缺乏科学知识，窑火难以合理控制，自

己辛勤的劳动，有可能完全废于一旦，所以便敬奉神灵。其所奉之神不一，有鲁班、老君、普安、窑

神、窑土地公公等。浙江嘉善县是全国著名的砖瓦产地。该地的砖瓦业奉鲁班为祖师。《浙江风俗

简志·嘉兴篇》记有祭神的情况。砖瓦业所以奉鲁班为祖师，大概因此业与建筑业关系密切，而鲁班

是建筑祖师的缘故。可是金华地区武义县的砖瓦业却供奉窑土地公公。据《武义风俗志》载：“武义

的砖窑、瓦窑建成后都要在窑侧立窑土地公公的牌位。牌位用砖石或木块搭神座，神座上用红纸写

上‘乌泥变宝玉，窑门出黄金’”，以寄托窑工的美好愿望。神座前摆香炉祭品，入窑和出窑时都要祭

祀，此窑土地公公即掌管砖瓦窑的土地神。

又如陶瓷业。陶瓷业敬神的道理同于砖瓦业，其所敬的神有童宾、赵慨、蒋知四、华光、范蠡、土

地神、碗神、章氏兄弟、伯灵翁、金光圣母、尧帝、舜帝、陶正等。因窑烧制陶瓷，故陶瓷业所奉之神又

多称窑神，或有实指，即用以上所述某些神，或无具体所指，仅称窑神。范蠡是春秋时越国大夫，宜

兴陶业奉其为祖师，因传说他是宜兴陶业的创始者。相传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弃官逃至

宜兴，隐居在鼎蜀镇一带。他发现当地的泥土可以制作陶器，就教大家采泥做坯，筑窑烧陶，以为生

财之道。由此宜兴陶业便兴旺起来。

至于炭灰业，虽然从事者也有一技之长，但终因其业低微，向来不为人所重视，对于他们的生

产、生活、技艺、信仰等习俗，均属空白，今笔者据调查所得在此作补笔，也算是对徐氏游记的一种有

益诠注。

在山中砍木烧炭也有炭棚或者炭窑。窑工敬的神俗称“芦茨菩萨”，有庙，在今富春江上一个天

然港湾芦茨湾内（今尚存遗址），每年农历十月十六日为其庙会，四方八乡迎神赛会，热闹非凡。据

传这芦茨菩萨真名除伯年，因为给山民做的饭特别香，人们觉得奇怪，便派人偷看，结果秘密揭穿

了。原来他是把自己洗烂脚的水也倒进饭里去烧，从此人们吃饭时就恶心，遂恨死了他，把他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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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里去烧。可是他烧不死，只烧红了脸，后来便神化成了菩萨，据说农家的牛病了去求他就能治好，

十分灵验。

而在兰溪那些山中凿石灰石，把石头烧成石灰的工匠，则多信奉“豁口老爷”，尊他为石灰窑的

祖师。并且还有这样一个传说：从前兰溪六洞山麓白坑村出了一个汉子，力大无比，能一肩挑起两

座小山，行走如飞。可是有一次挑时因为用力过猛，把一张嘴给豁开了，因此人们就称他为“豁口老

爷”，是他想出砍柴烧石灰的办法。后来因他爱打抱不平，与强抢良家之女的西山寺和尚斗法，遭到

暗算被压在石灰岩的底下。当地民众怀念他，说正月十五是他的生日，便在这天用猪头、全鸡为他

上供祭祀。又说附近石窑烧石灰只用三个昼夜就熟透了，这是因为豁口老爷的一双草鞋甩在石灰

窑顶上，把窑封住了，因而火力十足。显然，这是因血肉之躯的凡人对民有功而被神化了。它虽为

行业始祖神，但同时也是对人们生产、生活起保护作用的“守护神”，人们对它的崇拜和信奉也许比

专事保护职能的大神更加崇敬和虔诚。

徐霞客在游记中对地方性的民情风俗多有所涉，可是语焉不详，但却精确无误。可见他的考察

和调查研究活动是相当周密和精细的。游记中的三言两语，涵意深刻、语言简练，而其背后却有丰

富的社会生活内容。我们研究徐霞客的游记，不可不对其中所涉的民情风俗不加注意，对它作注、

作释、作解是完全必要的，如果对其全书在这方面下专门的功夫，我们所得的成果也一定相当可观，

也会有“传世”的价值。本文“抛砖引玉”，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参与和关注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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