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俗是来自于民众，传承
于民众，规范民众，又深藏于
民众的行为、语言和心理中的
一种特殊力量。而一些安徽
独有的民俗也深入人心，比如
皖南的跳钟馗、叠罗汉，皖北
的肘阁、旱船等不仅地域特色
鲜明，而且有极强的观赏性。
九华山的“荤年素年”民俗有
浓郁的地方特色和宗教特色，
而且已经逐渐成为广受喜爱
的九华山冬游项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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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地区的剪纸，应用范围很广。

一种是在喜庆节日用红纸剪作装饰的，

如窗花、门笺、灯花、喜花等，内容多系象

征吉祥与喜悦、或隐喻；另一种是作为鞋

帽、围嘴、兜肚等儿童服饰上的刺绣底

样，取材一般为花卉、鸟、虫等。阜阳剪

纸善于运用粗细线组合，阴阳刻交替的

手法，融合我国北方剪纸的粗壮浑厚和

南方剪纸纤巧秀丽的风格，形成了刚柔

兼备、节奏和谐、朴实优美的地方特色。

阜阳很早即有剪纸出现和应用。从

现存资料看，阜阳博物馆收藏的“兰桥

会”、“牧笛”、“祭塔”等，都是清代的阜阳

剪纸，作鞋花、袜底花之用。作品构图简

洁、形象生动，剪口清晰，想象丰富。

阜阳剪纸的大部分作者都是土生土

长，他们以自己的作品来表达生活情趣，

美化周围环境。逢年过节，婚丧喜事，祝

寿送礼，人们习惯用剪纸装饰物品。妇

女们在鞋帮、衣帽、枕套、手帕、围裙上绣

花样，也欢喜用剪纸作底稿。朴素的审

美观，形成了艺人剪纸风格和作品内容。

阜阳剪纸，以传统多样的题材、丰满

严谨的构图、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纯朴的

艺术特色而享有盛誉。剪纸的形式大体

上可分为单色和彩色两大类，南北剪纸

又因风格各异而有所不同。阜阳剪纸兼

有南北方剪纸的艺术特色，即粗犷之中

蕴纤巧，质朴之中见秀丽，刚柔兼备，情

趣醇和。其作品有单色的、填色的、染色

的，有粗壮单纯的、细致精繁的，还有借

鉴西洋绘画的线条组合形式的。

阜阳剪纸

安徽独有的民俗知多少（上）

徽州祠祭

徽州宗祠祭祀是徽州宗族的一项重要

的礼仪活动，曾广泛流传于古徽州的祁门

县、歙县、黟县、绩溪等地。到了明代嘉靖年

间，徽州宗祠大量涌现，宗祠祭祀活动成为

徽州宗族活动一个重要内容。祭祖是徽州

宗族一项重要的礼仪活动，过去这项活动被

认为是封建迷信而制止，在徽州众多地方很

少举行，已经鲜为人知，并且有在徽州消失

的可能，人们只能在有关文献资料查找，而

在安徽省祁门县西乡的箬坑乡、历口、闪里、

渚口等地比较完整地进行春祭活动。

特别是箬坑乡马山村整个春祭活动环

境热烈、过程繁杂、组织完整、程序规范、仪

式隆重，有较强的宗族色彩。为研究徽州宗

族的祭祀礼仪以及民间音乐有着较好的参

考价值。因此,我们以马山村春祭活动为例

就徽州宗族的祭祀进行述说。

马山村虽地处深山僻壤，民风纯朴，民俗

悠久。每年腊月二十四要挂祖容像，进行冬

祭。三十夜要到宗祠拜祖先，然后再回各支

祠拜祖容，春祭时间为正月初二、初四，三个

祠堂轮流，祭后每人发一杯米酒。初七为人

日，收祖容，耍舞狮。有老人送子的习俗，如

添男丁要做衣服、供香油、接蜡烛，以致谢

意。五月十三祭关云长，办关帝会。十二晚

开始祝寿，十三打锣。清明节六支后裔轮流

派人到历口镇沙堤叶村标坟。中元节在村口

栲基山社的河滩做道士戏，祭祀孤魂野鬼，要

搭高台，竖长旗，闰月为十三幡旗，常年为十

二幡旗。八月初一到西北面的西峰庙接西峰

大圣，中秋节送回。

祁门县箬坑乡马山村的春祭活动基本

上保留了徽州宗族祭祀模式，是研究徽州宗

族祭祀的一个活的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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