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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吴越丧葬文化的区域性特征

[摘　要 ] 　通过对吴越区域文化之内丧葬文化或习俗的独特特征进行概括和研究 ,揭示

丧葬文化与区域文化历史背景、自然生态环境、文化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密关联 ,并在更广泛的

意义上证明文化的区域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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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articlediscussesfuneralcultureintheWuYueareaindetail,

tellingusthecloserelationshi pbetweenfuneralcultureandre gionalhistor y,natural

environment,culturaldevelo pmentandeconomicdevelo pment.Ultimatel y,the

phenomenaofcultureasre gionalexistenceis 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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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以往的丧葬文化的研究中 ,研究者更多的是

关注丧葬文化的共性 ,对于丧葬文化因各地

历史文化背景、地理环境等因素不同而造成

的不同的区域性特征 ,却并不在意。研究者在得出

中华民族文化大一统及其影响结论的时候 ,却忽略

了中华民族文化本身具有多元来源这一事实。本文

试图通过对一个区域文化之内的丧葬文化或习俗的

独特特征进行概括和研究 ,揭示丧葬文化与区域文

化历史背景、自然生态环境、文化经济发展之间的紧

密关联 ,并在更广泛基础上证明 ,事实上文化是作为

区域性而存在。

一
吴越文化区是中国传统意义上七大文化区①

之一 ,在中国整个文化发展过程中 ,具有自己的源起

个性和发展历程。从一般的区域界定来看 ,吴越文

化区主要是指包括上海、浙江的全部和江苏的大部

分地区以及安徽和江西的部分地区 ;而从习惯的角

度来看 ,吴越文化区主要是以吴语为特征的文化区

域 ,包括上海、浙江的全部和江苏的苏南地区。

吴越文化是建立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吴与越这两

个诸侯国基础上并沿着自己历史和地域上需要发展

演变而成的一个独特的文化形态。这一文化形态不

管从考古学还是从典籍记载文化以及民间文化角度

来看 ,都有自己的个性特征 ,其中一些具体的文化形

① 另六大文化区分别是中原文化区、三晋文化区、齐鲁文化

区、荆楚文化区、巴蜀文化和岭南文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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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如信鬼神而淫祀的民间信仰 ,善舟楫的以船代车

的交通方式 ,与中原地区以冠笄而行成人礼不同的

“断发文身”,使用着被称为“鸟语”和“鸟虫书”的语

言文字 ,以及在早期就与中原地区的“墓而不坟”的

埋葬方式区别开来的堆土为坟的土墩墓等 ,都与中

原地区的文化以及其他一些文化区的文化具有明显

的差异。

我们知道 ,一种文化的形成与其生存环境以及

历史文化渊源是密不可分的 ,吴越文化也是如此。

吴越文化区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丘陵地

区 ,地势低平 ,河道交错 ,水网密布 ,其北部大致以典

型的水乡生存方式为主 ,而在其南部则大致以丘陵

和山地的生存方式为主 ,吴越地区的主生产生活方

式的所谓山水文化就是因这种自然环境而来。

吴越文化区的北部是以平原和丘陵为主的苏

南、上海和浙江的杭嘉湖平原为主组成的水乡自然

环境区域。江苏省的绝大部分地区在海拔 150 米以

下 ,是我国地势最为低平的一个省区。在属于吴越

文化区的苏南则以长江三角洲和宁镇丘陵为主 ,宁

镇丘陵位于镇江、扬州的西部 ,由宁镇山地和茅山丘

陵组成 ,一般海拔在 200 ～400 米左右 ;长江三角洲

则是包括西起镇江 ,北至通扬运河 ,南到杭州湾的地

区 ,由长江和钱塘江冲积而成 ,面积约 5 万平方公

里。上海市属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 ,地理环境非常

优越。全境地势平坦 ,平均海拔在 5 米左右 ,偶尔有

一些近一百米左右的小山丘。浙江省的地形较为复

杂并具有多样性 ,丘陵、山地、平原 (包括盆地) 、岛屿

等分布于不同的地区。其北部是属于长江三角洲冲

积平原的杭嘉湖平原 ,杭州湾以南则有宁绍平原 ,这

两个平原水网密布 ,地势低平 ,海拔在 20 米以上。

浙江中部有著名的金衢盆地 ,西部有浙西丘陵 ,东部

有浙东丘陵和温 (岭)黄 (岩)平原等。这种自然地形

的多样性 ,为吴越丧葬文化的多样性 ,提供了想象和

变革的依据。

吴越文化区不仅地形多样 ,而且河道纵横 ,湖泊

众多 ,水网密布。流经此区域的大河有长江、黄浦

江、吴淞江、苕溪、钱塘江、曹娥江、甬江、灵江、瓯江、

飞云江和鳌江等水系 ,这些水系的流域面积几乎覆

盖了此区域的所有有人居住的地方。同时 ,吴越文

化区的湖泊众多 ,较为著名的就有太湖、石臼湖、固

城湖、　湖、阳澄湖、长荡湖、西湖和东钱湖等。其中

太湖位于江浙沪交界处 ,面积 2200 多平方公里 ,属

于我国的第三大淡水湖。这些湖泊大多与河流相

连 ,支叉众多 ,加上河流本身拥有众多的支流以及属

于本区域内的京杭大运河等 ,从而构成了吴越文化

区中河湖交错 ,水网纵横的江南水乡特色。独特的

地形和众多的河流湖泊 ,在为交通提供便利的同时 ,

也为不同地区或相同流域的文化交流互动 ,提供了

极大的方便 ,为吴越丧葬文化的区域性特征建构奠

定了基础。

另外 ,吴越文化区属于温带季风型气候带 ,气候

特点是春夏秋冬四季分明 ,无霜期达 7 到 9 个月 ,冬

季平均气温在 2 ℃至 4 ℃,夏季平均气温在 26 ℃至

30 ℃,年平均气温在 14 ℃至 18 ℃之间。气候湿润 ,

雨量充沛 ,年降水量在 1000 到 1800 毫米之间 ,其

中 ,夏季时随着“梅雨”和台风等热带风暴的到来 ,雨

量明显增加 ,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40 %至 60 %。冷热

分明 ,降水集中 ,使居住于这一区域的先民 ,很早的

时候就已经采用干栏式建筑来防止春夏之交过于潮

湿带来的对于人类生存的不利因素。

也许自然地理环境仅仅是人类生存的一种依

托 ,在当今人类许多时候都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或

依靠高科技来战胜自然的情况下 ,自然的许多因素

可以忽略不计。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 ,自然环境对

于原始人或对于科技并不太发达的古代人来说 ,是

一个根本上不可逾越的因素 ,在大部分情况下 ,人类

必须依赖自然或顺从自然。因此 ,在我们研究吴越

丧葬文化时 ,首先关注的是此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

因为 ,正是这种自然地理环境决定并制约着后来吴

越地区的文化 ,其中也包括丧葬文化的发展和变化。

二
正是基于吴越地区的独特历史和地理环境 ,形

成了吴越地区有别于其他区域的丧葬文化特征。这

种特征 ,粗略地概括 ,大致有下述几方面 :

11 在墓葬方面 ,吴越的堆土为坟与中原或其他

地区的墓葬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别

我们所知道的堆土为坟 ,大致以馒头坟式为主。

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 ,孔子就已经看见了不同的堆

土为坟的样式 ,而且自己选择了“斧”式坟为父母合

葬坟墓的样式 (《孔子家语·曲礼公西赤问第四十

四》) ,但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其他样式却已经

逐渐地淘汰 ,只有馒头式的堆土坟 ,在北方和南方保

留了下来。其目的可能如孔子所说 ,作为标识。因

此 ,目前在环太湖流域以及浙江的许多平原地区 ,这

种坟式也是最为重要的。然而 ,堆土为坟在吴越文

化区域 ,尤其是浙江等地 ,却并没有单一发展馒头坟

式 ,而是在此基础上改进并发展出了一些新的墓葬

形态 ,成为吴越丧葬文化在墓葬方面区别于其他文

化区域的一种特征性的代表。

八字坟是江浙地区非常流行的墓葬坟式之一 ,

八字坟是以石块或砖块等根据特定的样式建造而成

的一种墓葬样式 ,其坟式前部类似于一个“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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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明显 ,八字坟是从平面的石砌坟墓发展演变而

来的 (见图 1、2) 。图 1 中的石砌八字坟 ,是在坟前

平面的基础上 ,从两边延伸的结果。而坟前的平面

式石块的垒砌 ,大约又与墓碑制度存在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图 2 是砖砌式八字坟 ,这种八字坟在稍为

富裕的家庭中是最为常见的。从图式中我们已经可

以非常明显地感受到居室建筑在墓式中的体现。砌

面的瓦和样式 ,是江浙民居建筑的一种仿制形态。

这与古代墓式仿象居室是一致的。像缙云等地的四

柱或八柱八字坟 ,则是这种八字坟的发展形态。

图 1 　浙江省武义县的石砌八字坟

图 2 　浙江省武义县的砖砌八字坟

除了八字坟之外 ,在吴越文化区非常著名的一

种墓葬形式是椅子坟。关于椅子坟 ,何彬在《江浙汉

族丧葬文化》一书中 ,曾说了下面一段话 ,应该是可

信的 :

追溯椅子坟的历史 ,玉环县坎门的轿椅坟已有

三百多年的历史 (建在明或清初) ;丽水一带的“高椅

靠”,解放前已有 ,最早出现年代不详 ;温州“交椅坟”

自明代已有 ,明嘉靖年间张阁老 (名王息 ,永强人) 的

交椅式祖先墓修在永强区。乐清县一带人们历代选

择向阳坡地土层松软较厚处筑坟 ,年代久远的荒坟

渐渐沉入地下 ,经过数十年的时光 ,地面上一切如

初 ,后人不知道哪里曾经是坟墓 ,哪块地葬过先人 ,

于是“沉老坟、建新坟”(乐清县俗语) ,人们在松软的

土层表面又修筑坟墓。乐表县城 50 年代建城施工

深挖土层时 ,曾发现土层断面有二三层叠压 ,坟墓年

代不详 ,据当地民政干部介绍 ,土层松软处 200 年左

右坟就沉下去 ,按此估算三层重叠则有 600 年左右

时间 ,可大致推至明代初期。龙泉县有明确记载的

是“北宋熙宁年间”(1068 ～1077 年)椅子坟。[1 ] (P70)

这种类似于交椅或太师椅式的坟墓 ,在温州等

地非常流行 ,原来只有富有阶层才能建造 ,到改革开

放之后 ,由于经济条件大大改善 ,曾经成为一种最为

普通的坟式。后来由于占地太多 ,严重地影响了当

地的生态环境 ,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 ,并在殡葬改

革中 ,成了率先革除的一种墓式。据笔者初步调查 ,

这种坟式 ,除了在温州等地盛行之外 ,它还沿瓯江流

域向上游的丽水以及地属金华市的武义县柳城镇一

带延伸 ,同时 ,它也沿着海岸线向北产生影响 ,在象

山县沿海的乡镇分布着数量不少的椅子坟式坟墓。

但从墓葬的新旧程度上来看 ,大约只有一二十年的

时间。

吴越地区的墓式多种多样 ,在台州一带成为主

流式墓式的石椁木棺浮坟。其中形式非常特殊 ,不

知 ,何彬在研究江浙的丧葬文化时为何却没有提到。

这种坟式的特点是在地表清理出一块平地 ,然而铺

上石板 ,再在石板上搭建石椁 ,石椁分单眼和双眼 ,

甚至有多眼的。双眼以上为合葬墓。石椁的盖也是

以石板制成 ,入葬之后封好 ,上面堆上泥土 ,与土坟

相应 (见图 3) 。

图 3 　浙江省温岭市层层叠叠的石椁木棺浮坟

这种坟式的石板大都出自于温岭的长屿镇 ,这

儿采石的历史 ,据北京大学对长屿峒天国家级风景

旅游区的考证 ,已经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大约在

南北朝时期。从采石的方式和所遗留的石洞等情况

来看 ,与绍兴的东湖古代越族人的采石方式是一脉

相承。历史上曾记载 ,越国为楚国所败后 ,其中有一

部分越族人越过南山 ,进入东瓯即包括现在的台州

在内的地区。这种采石方法和墓葬方式不知是否继

承了历史上越族后裔的独特文化形态 ?

石椁木棺浮坟主要分布在台州地区 ,而台州地

区则主要分布在温岭为中心的区域 ,到台州与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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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界的仙居和缙云一带 ,则逐渐减少。即使相似的

坟式 ,也采用石块来堆砌 ,叫土库。

独特的墓葬形态 ,在吴越文化区并不仅仅限于

上述这些 ,还有厝坟、坟屋、稻桶坟等各种样式。但

不管它采用的是什么形态 ,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 ,那

就是基本上它都是浅圹甚至是无墓圹 ,这一方面是

为了适应吴越地区多暴雨和地表水位高的特点 ,防

止坟墓为雨水浸泡 ;同时 ,则与中原地区原来的深挖

墓圹或墓道等加以修建的坟墓 ,鲜明地区别开来。

21 在丧葬习俗文化方面 ,吴越地区也存在着自

身非常明显的特征

如果说 ,一次葬、二次葬是汉民族大部分地方都

存在的葬制 ,那么 ,对吴越地区的丧葬文化来说 ,还

非常普遍地存在着一次葬与二次葬相结合而被称作

冥婚的习俗。这种被称为冥婚而实际上是一次葬或

二次葬相结合的葬俗方式 ,解放前曾盛行于杭州、宁

波、金华、衢州、舟山等地 ,其常见的方法是一方 (男

性与女性不定) 先前去世 ,另一方面 (与先前去世的

一方正好不同性别) 在去世后 ,由于双方都属未婚 ,

因此 ,双方亲属议以为“婚姻”,最终方式则将双方合

葬一墓。或者 ,双方都已去世 ,后来议以为“夫妻”,

实行合葬。[2 ]这两种方式都与一次葬或二次葬相结

合 ,表现出一定的区域文化特征。

另外 ,在二次葬这种葬制中 ,有一种土葬后再行

洗骨葬或称拣骨葬的方式 ,也是我国东南地区民族

或者说是环太平洋地区居住民 ,其中就包括吴越地

区部分居住民比较特殊的尸体处理方式。[3 ]这种流

行区域非常广的二次葬式 ,在浙江等地 ,叫“捉骨葬”

或“拾骨头”。[4 ]与一次葬二次葬不同的是吴越文化

在土葬、火葬之外 ,还存在与其他区域有着明显差异

的“潮魂”葬法。潮魂是舟山渔民的一种葬法 ,一般

是“渔民死在海里 ,没有找到尸体 ,只得扎个稻草人 ,

叫道士打醮、超度 ,在潮涨时叫亲属到海边去把失落

在海里的阴魂招来 ,招进稻草人中 ,放进棺材 ,埋在

山岗上。”[5 ]事实上 ,这是一种衣冠冢式的葬法。

31 丧葬极度铺张

厚葬薄养是长期以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

形成的一种独特孝观念的表达。孟子就认为“君子

不以天下俭其亲”(《孟子·公孙丑章句下》) 。荀子在

这个问题上则说得更清楚 :“夫厚其生而薄其死 ,是

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 ,是奸人之道 ,而倍叛之心

也。”(《荀子·礼运篇》) 因此 ,从汉代开始 ,厚葬就成

了中国丧葬文化的主流 ,所谓“死以奢侈相高 ,虽无

哀戚之心 ,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 ,显名立于世 ,

光荣著于俗 ,故黎民相慕效 ,以致发屋卖业。”(桓宽 :

《盐铁论·散不足》) 甚至于有人认为 ,“孝莫重乎丧”

(宋祁 :《宋景文集》卷六一《孙仆射行状》) ,把丧葬提

高到孝道的最高层次 ,从而使民众在丧葬文化中大

肆铺张。这种铺张 ,一方面是注重丧葬仪式 ,从去世

到出殡再到祭奠和超度亡灵等 ,非常繁琐 ;二是仪式

内容越来越铺张 ,花费越来越大 ;三是人们的普遍攀

附心理 ,使丧葬成为“炫耀”孝道的场所。据笔者调

查 ,在实行殡葬改革之前的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及

以前 ,丧葬费用已经成为吴越地区丧家非常沉重的

负担。在农村人均年收入不足 3000 元时 ,每个丧

家所花费用在上万至数万元以上 ,温岭等地甚至出

现以死者年龄来确定送葬乐队的人数 ,场面极度壮

观 (见图 4) ;温州地区 ,80 年代中后期有的光修墓一

项就达 2 多万元。[6 ]以至于有人感叹“死人死不起”。

图 4 　浙江温岭市浩浩荡荡的送殡队伍

除了丧葬铺张排场之外 ,在丧葬的具体仪式方

面区域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的存

在 ,导致了人们丧葬观念等的巨大变化 ,从而成为区

域丧葬习俗特征的重要表达形式。

三
吴越丧葬习俗的区域性特征是一种不容置疑的

存在 ,在大部分情况下 ,人们不仅正视这种特征的存

在 ,而且把这种特征的存在作为文化差异性的表达

加以认可。因为文化的存在大都总是与存在文化的

历史背景或生存环境等密切相连 ,丧葬文化也是这

种。

那么 ,吴越丧葬文化的独特特征 ,是基于什么原

因形成的呢 ? 我以为下述几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

11 文化历史渊源的独特性

我们知道 ,吴越文化不仅是一种文化形态 ,更重

要的是这种文化形态是在原生态的文化与中原汉族

主流文化相碰撞和融合的基础上才逐渐形成的。[7 ]

吴越文化之所以有自身的个性 ,是因为吴越文化在

许多基本的层面上依然还保存着自身渊源的文化内

容。如石棚墓、土墩墓在吴越文化区上古时期的普

遍存在 ,从根本上规范着吴越文化区丧葬文化中有

关墓葬的规制和形态。虽然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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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吴越文化更多地接受了中原文化影响 ,但这种影

响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思想、观念、伦理道德等层

面 ,在生活方式方面 ,其中非常突出的是在器物文

化 ,却依然还保存着自身的特点。如饮食、民居等方

面 ,就与其他区域的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21 自然生态环境的独特性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这种独特的自然生态环

境。充沛的雨水和湿润的环境 ,使吴越地区 ,尤其是

江浙等地的地表水相对来说比较高 ,不适宜于像北

方地区深挖墓圹来埋葬死者。所以 ,葬是“藏也”的

观念 ,必定来自北方。江浙等地的独特的自然生态

环境 ,决定了吴越地区在墓葬方面必须有符合自身

生态环境的方式 ,这种方式其基本前提就是不挖圹

或挖浅表的墓圹 ,然后在上面建造墓室或相关的建

筑 ,以掩埋死者。这种掩埋方式 ,最大程度地避免了

地下浅表水对墓葬的破坏 ,而堆土为坟又为人们怀

念已经逝去的亲人提供了场所 ,加上每年在不同季

节对坟土的添加 ,使坟墓能较长时间存在于地表之

上。这种以建筑于地表之上的坟墓以示纪念或祭祀

的方式 ,也与吴越文化中存在的多鬼神和淫祀等独

特的信仰相一致 ,能满足人们心理上的需要。因此 ,

它是一种既符合了自然生态环境的需要 ,同时又融

入了人们的文化独特性的独特的丧葬文化。

31 文化经济发展的独特性

浙江不仅地理环境独特 ,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具

有自己的个性。如果从河姆渡、马家浜、良渚等原始

文化层面来看 ,江浙本土的文化经济的发展 ,在一个

一定的时期内与中原华夏族文化相比 ,并不落后和

逊色 ,相反在定居农业的水稻种植方面 ,还领先于全

国文化经济的发展。虽然这种发展在中原汉族文化

兴起并向周边不断传播扩散之后 ,似乎大大地减缓。

然而 ,随着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建立 ,吴越地区的文化

经济发展又面临着新的机遇 ,唐代 ,尤其是进入宋代

之后 ,吴越区域的文化经济已经进入全国的先进行

列。南宋建都浙江的临安 (今杭州市) ,不仅使政治

文化通过政治中心获得传达 ,其经济的影响力也大

大加强 ,从而使吴越文化区一举成为中国整个经济

文化发展的重心之一。这种情况至今依然没有改

变 ,地属吴越文化中心区域的江浙沪二省一市 ,在全

国文化经济发展中 ,一直处于领先地位。2000 年江

浙沪二省一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总量的 21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于全国平均数 7078 元的 2181

倍 ;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数 2253 元的约

1199 倍 ,人均消费支出高于全国平均数 1670 113 元的

1194 倍。[8 ]

文化经济发展的独特性 ,尤其是较为富裕的当

地居民 ,根据传统和自己对于丧葬文化理解的需要 ,

就出现了较为独特的墓葬建筑和一些附属建筑 ,并

形成了花费巨大的丧葬文化仪式 ,从而最终导致了

我们上述所称的丧葬铺张文化的出现。

41 从众和攀比心理

在现实生活中 ,从众和攀比心理在一定程度上

支配着人们的行为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流行文化现

象。改革开放之后 ,江浙一带的吴越文化中心区域 ,

是属于率先富起来的地区之一。一批先富起来的人

在某种程度上引领着文化经济发展的方向 ,他们的

行为在很大程度对于当地的普通百姓具有巨大的影

响力 ,其中就包括丧葬文化的仪式、消费程度等内

容。在一些地方 ,如浙江的台州、温州等地 ,丧葬的

隆重场面不仅是在向乡邻表达传统的孝道 ,同时 ,也

在宣示一种富有和生活方式。这种表达和宣示 ,能

最大程度上刺激后来者的仿效和超越心理。这种心

理就是从众和攀比的心理。从我们在调查中所看

到、见到、听到的情况来看 ,墓式是越造越豪华、越造

越别致和越造越独特 ,花费是越来越大 ,给人们造成

的经济负担是越来越重 ,都是这种心理造成的。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造成了吴越丧葬文化具有自

己独特的区域性特征 ,而这种特征的形成又反过来

强化了具有区域性特色的丧葬文化的发展 ,并最终

导致区域性的丧葬文化模式的形成。这既是丧葬文

化发展的一个特点 ,同时也是文化发展的一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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