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各类节庆、服饰、饮食起居、婚丧、宗教信仰等构成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民俗风情图画，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文化内涵和独特的美学价值。安
徽民俗文化涵盖婚嫁习俗、岁时节令习俗、社交往来习俗、烹调饮食习俗等许多方面，展示了安徽人民追求幸福、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景。关于这些民俗你
了解吗？

订婚：一般由男方托媒向女方提

亲，双方依家境相似，门当户对为佳。

旧时经双方父母认可后，便用庚帖互换

生辰，请算命先生“合八字”，占卜吉

凶。如年度八字相合，即可订婚。正式

订婚得“过红书”，又叫“过书子”。男方

请媒议聘，女方提出聘礼品种数额后，

男方按商定标准，准备聘礼。“过红书”

由男方家选择吉日，是日媒人带着“敬

请金诺”的红帖和聘礼送往女家。女方

即回“慕允玉青”的绿帖。“过书子”后就

可择期完婚，由男方托媒出面邀请女方

喝一次“哈亲酒”，双方言定完婚日期，

并分头准备嫁娶的各项准备工作。

结婚：婚期定后，女方置办嫁妆，称

为“陪送”；亲友们赠送礼物，称为“添

箱”。男方设新房，打制家具，铺新床，

办酒席。婚期当天早上发轿，轿杆上放

一只公鸡随带四色礼，回来时，女方给

一只母鸡名为“跟轿鸡”，表示双双对

对，回来时不走原路，沿途要燃放鞭

炮。女方有送亲的，一般都是新娘的叔

伯、哥哥、舅舅。喜轿回到男家时，双双

拜堂，先拜天地祖宗，再拜父母双亲，最

后新郎新娘对拜。拜后，有撤帐人端起

放有五谷杂粮、枣子、铜钱的箩筐，口唱

撤帐歌，将筐中物品撒放在新郎新娘的

头上，直到进入洞房。

腊八：农历十二月初八是腊八节，因

农历十二月称“腊月”，故名。“腊八”一过，

春节临近，家家户户要从腊八这天起，清

扫屋宇灰尘。当天要吃腊八粥。

小年夜：农历十二月二十四，俗称

“小年夜”。前一天深夜，家家户户祭

灶，供送“九田东厨司命灶君”上天奏

事，俗称“送灶”。从这天起，家家户户

清洗家具，拆洗被褥，扫除尘埃，干干净

净迎接新年。

除夕：谚云“赶忙三十夜，清闲初一

朝”。吃个年夜饭，午夜放个炮竹什么

的，这与外地的差别倒是不大。

春节：大年初一，大家都穿戴一新，

幼辈向长辈拜年，大家依次向祖宗拜

年，同辈之间也互相恭喜。这一天，讲

究忌讳，不动刀剪、不拿针线、不沾扫

帚，不向门外泼水、不打碎杯碗器皿等。

元宵节：正月十五闹元宵，家家户

户吃元宵。晚上还要送祖宗回山，在祖

宗画像前摆上酒菜，焚香祭拜，家家户

户还要张挂彩灯。

二月二：农历二月二是土地爷的生

日，古徽州称为“龙抬头”。在农村，这

一天农民忌下地，妇女忌拿针线清闲过

一天。二月二又为百花生日，故又称

“花朝节”，这一天，文人陈设百花，举行

文昌会，比赛诗文。

寿诞：俗称“做寿”、“做生日”，一般

指十年一次的大生日。孩子10岁生日

叫做“长尾巴”，由外公外婆或舅父舅母

送米馃和衣物鞋帽以示庆贺。中、青年

生日，没有请客庆贺之例，俗谚“不三不

四”，是说20、30、40不庆寿，逢这样年

庚，只增加一些荤菜而已。40岁不做寿，

还因“四”与“死”谐音，做寿不吉利。寿

庆通常从50岁开始，50岁为“大庆”，60

岁以上为“上寿”，两老同寿为“双寿”。

80岁寿辰多沿至下年补行。

寿礼：庆寿之家，先期为寿翁蒸制

米粉或面粉“寿桃”(寿越高，桃越大)分

送亲族好友，祝寿以女婿女儿为主，儿

子媳妇陪衬。

寿庆形式：寿诞日为正日，清晨，鸣

放鞭炮，亲族好友登门祝贺，俗称“拜生

日”。至时，寿翁回避，堂上虚设空座，

贺客向虚座行礼，儿孙侍立一旁答礼。

寿宴：先招待鸡蛋、茶点、长寿面。

吃寿酒，寿星本人一般不在正堂入座，

而是找几个年龄相仿的老者作陪，在里

屋另开一席。菜肴多多益善，取多福多

寿之兆。寿宴过后，寿翁本人或由儿孙

代表，向年高辈尊的亲族贺客登门致

谢，俗称“回拜”。

安徽地方民俗你知道的有哪些？

安徽婚嫁礼节 安徽节令习俗

安徽寿庆仪式

安徽地区饮食民俗大致可分为淮

北、皖中皖南两大类地区。粮食品种的

差别，淮北以小麦为主并搭配山芋、玉

米、高粱等杂粮，以面食为主食。皖中

皖南以米饭为主食。

淮北平原辽阔，土质肥沃，盛产小

麦、山芋、玉米、高粱，人民日常饮食以

面食为主，一般口味重咸辣，汤汁口重

色浓，惯用生大蒜、香菜佐味和配色。

喜食牛羊肉，其中白牛肉、焦炸羊肉、苔

干羊肉丝、羊肉汤等，地方风味特浓。

江淮丘陵和长江冲积平原区域，群

众饮食多以鱼、肉、鸡、鸭、鹅及蛋品等

制作菜肴，讲究刀工，注意形色，城市居

民口味较淡，而农村及山区群众口味偏

咸，并嗜辣味。

皖南地区菜蔬多取材于当地土特

产，善于烹制山珍野味，烹制水鲜也别

有风味，如腌鲜鳜鱼(臭鳜鱼)、烧青鱼

等。一般擅长烧、炖，讲究火工，口味特

点是芡大油重，保持原汁原味。皖南山

区还是祁红、屯绿、黄山毛峰、太平猴奎

等名茶的产区，绿茶是群众日常的饮

料。

安徽各地饮食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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