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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位于中国东
南部，是中国东部襟江
近海的内陆省份，境内
山河秀丽、物产丰富、稻
香鱼肥、江河密布。五
大淡水湖中的巢湖、洪
泽湖在此横卧，素为长
江下游、淮河两岸的“鱼
米之乡”。接下来我们
来看下它的民俗。

安徽各地民俗风情面面观
龙灯——池州民俗风情

九华山及附近乡邻逢年或重大节

日活动时，以舞龙灯、狮子灯庆贺助

兴。龙灯以竹篾扎成拱形，一拱一板,

每板长约1.5米，内燃蜡烛,少则九板、

多则数十板（均为奇数），每板1人扛

舞，并敲锣打鼓随行。龙灯是民间庆

贺喜庆的一项大型集体活动，所到之

处观者如潮,十分热闹。

相山庙会——淮北民俗风情

每年农历三月十八，为古相山庙

会。古时，每春秋两季，该市境内地方

官员都要到相山显通寺举行祭礼，祈

求神灵保佑平安，降福于民。而周边

民众则于农历三月十八左右来此庙敬

献香火。建国后，庙会曾经改成物资

交流大会，高峰时可有十余省市、数十

万客商和群众赶会。近年来，赶庙会

逐渐发展成为一项休闲、踏青的传统

文化活动。

挑花——望江民俗风情

传统的挑花多以土布为底，现在

的多以平布或者绸布为底，用绣花线

在布眼上按照一定的针法绣制而成。

挑花有丰富的图案题材，不仅有动植

物和喜庆福寿的各种图案，还有亭台

楼阁和神话传说等多种异彩纷呈的图

案。望江民间的挑花工艺可追溯到距

今1000多年前的唐代，起初只是农闲

之余，妇女们凭借自己的智慧才华，飞

针走线制作出的头巾、手帕、腰带、荷

包、围裙、坎肩等，既实用又美观。后

来发展至近代，望江挑花不仅进入了

人民大会堂，还打入了国际市场。

门歌是一种流行于皖中南地区的

民间歌谣。歌词一般是“望风采柳”，如

见到人家门口一棵柳树，就唱“老板门

前一棵柳，放下柳树打笆斗，打了笆斗

量大麦，量了大麦酿烧酒，五湖四海结

朋友。”幽默风趣，乡土味十足。按歌词

表现内容可分劳动歌、情歌、生活歌、仪

式歌等，按表现手法有比喻、夸张、形

容、对比等。门歌的表现方式一是走街

串户演唱，二是逢年过节玩花灯、划旱

船时演唱。门歌也有座唱形式，由众人

凑钱，固定在一个地方唱几天，如同说

书一般唱连台本戏，如《梁山伯与祝英

台》等。门歌表演所用道具极其简单，

一鼓一锣。

门歌音调随着歌词内容跌宕起伏，

韵味悠长，余音绕梁，字字泥土香，句句

家乡音，给人以美的享受。

门歌——合肥民俗风情

历代官府均十分重视维护九华山

佛地尊严，禁止各种弊害，如对占佛地

作摊场、砌酒店塞交通、宰猪杀羊、秽

污教理等现象均勒碑警戒，于是形成

了以素食为主的生活方式。清至民国

间，九华街商户入居，杂以山民，佛教

查禁不严，荤禁松弛，出现了僧人吃

素、山民吃荤的混合局面，逐渐习以为

常。但为尊重历史习俗，当地居民于

春节之际，先过荤年，后过素年。荤

年，农历腊月二十八（小月二十七），当

地居民举家荤食，次日以草木灰将锅

碗器皿擦洗干净，开始素食。三十（小

月二十九）再做素菜过正年，吃过斋

饭，或祭拜祖宗、或守岁、或娱乐、或进

香，素食一直持续到新年正月初三。

荤年、素年已成为九华山冬游重要项

目之一。

荤年素年——池州民俗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