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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的社会变革与民俗文化改造
———以浙江为例

□　陈华文

　　内容提要 　民国初期 ,中国社会处于巨大的变动之中。以革命的名义革除或消灭旧有的

文化 ,包括旧有的民俗文化 ,是此期一个最重要的主题 ,浙江也没有例外。历史巨变下的浙江

社会民俗文化 ,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巨大的变化 ,并打上深深的时代和地方的文化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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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长达二千多年的

封建帝王统治 ,也结束了满族建立的清王朝。

1912年 1月 1日宣告成立的中华民国 ,象征着资

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新型国家在这片古老的土地

上诞生。民国初期是中国历史急剧变化的转型

期 ,不仅新旧文化交错冲撞而变化非常巨大 ,中西

文化也交错融合互相影响 ,整个中华文化都处于

剧烈的变革和演化之中。这种演化和变革 ,对浙

江民俗的冲击和变易 ,是极其直观和巨大的。

一、快速变化的社会文化

辛亥革命的胜利不仅是政权的更替 ,也带来

了社会文化 ,包括民俗文化的巨大变化 ,给原有的

民间风俗造成不可恢复的改变。这种改变是急剧

的 ,甚至是让一些民众无法迅速接受的。对于老

百姓来说 ,似乎天还是那个天 ,日子还是那个日

子 ,但当政者变了 ,他们的日常生活也随之发生了

变化。这种变化从城市到乡村 ,渗透进生活的方

方面面。对于这种现象 ,在辛亥革命后不久 ,有人

这样叙述 :

　　共和政体成 ,专制政体灭 ;中华民国成 ,

清朝灭 ;总统成 ,皇帝灭 ;新内阁成 ,旧内阁

灭 ;新官制成 ,旧官制灭 ;新教育兴 ,旧教育

灭 ;枪炮兴 ,弓矢灭 ;新礼服兴 ,翎顶补服灭 ;

剪发兴 ,辫子灭 ;盘云髻兴 ,堕马髻灭 ;爱国帽

兴 ,瓜皮帽灭 ;爱华兜兴 ,女兜灭 ;天足兴 ,纤

足灭 ;放足鞋兴 ,菱鞋灭 ;阳历兴 ,阴历灭 ;鞠

躬礼兴 ,拜跪礼灭 ;卡片兴 ,大名刺灭 ;马路

兴 ,城垣卷栅灭 ;律师兴 ,讼师灭 ;枪毙兴 ,斩

绞灭 ;舞台名词兴 ,茶园名词灭 ;旅馆名词兴 ,

客栈名词灭。①

在一种体制迅速变革时期 ,常常也是采取果

断的方式来改变旧体制下的一些旧制度旧文化 ,

其中对于人们认知方面产生巨大影响的将会首先

被革除。浙江省在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军政府就在

禁烟、剪辫和禁止缠足、赌博等方面 ,出台了强制

性的规定。1911年 11月 5日建立军政府 ,很快

就出示晓谕 ,限令本省人民在一个月内一律剪除

发辫 ,否则剥夺其公民权。当时的情形据《申报 》

记载 :“自民军光复后 ,一般急进派纷纷剪辫 ,而

以咨议局议员为尤多。惟绅商各界多因地方攘大

局未定 ,观望者也复不少。本日经都督府出示晓

谕 ,限令人民一律薙发。”②有关发辫习俗 ,尤其是

剃青习俗 ,是满族在入关后根据自身的文化强加

给汉族的。但在长期的实行后 ,反而被汉族认可 ,

成了一种新的发饰 ,它改变了传统的蓄发盘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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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当然 ,这次随着革命后的剪辫 ,虽然改变了

满族人的发饰习惯 ,但却没有恢复传统的发饰 ,而

是采取了西方式的短发。许多民众对于急剧的变

革不能适应。虽然政府要求各地广设剪辫会 ,一

方面劝导教育说服 ,另一方面则强行剪除发辫 ,但

没有获得民众的完全认同 ,有的束发于冠中 ,有的

躲在家中。因此 ,根据实际情况 ,军政府准予宽限

至 1912年 2月 17日 ,并强调 ,“如有逾期不剪者 ,

即将其公民权剥夺 ,并严加惩治。”③这种禁制与

当时全国的主流文化完全一致。当时南京的临时

大总统于 1912年 3月 5日颁布了限期剪辫致内

务部令 ,要求全国剪辫。头发问题成为一个有关

民族政权的政治问题 ,说明了民俗所具有的象征

意义和深刻的影响。

　　满虏窃国 ,易于冠裳 ,强行编发之制 ,悉

从腥膻之俗。当其初 ,高士仁人 ,或不屈被

执 ,从容就义 ;或遁入缁流 ,以终余年。痛矣

先民 ,惨罹荼毒 ,读史至此 ,辄用伤怀。嗣是

而后 ,习焉安之 ,腾笑五洲 ,恬不为怪。矧兹

缕缕 ,易萃霉菌 ,足滋疾疠之媒 ,殊为伤生之

具。今者满廷已复 ,民国成功 ,凡我同胞 ,允

宜涤旧梁之污 ,作新国之民。兹查通都大邑 ,

剪辫者已多 ,至偏乡僻壤 ,留辫者尚复不少。

仰内务部通行各省都督 ,转谕所属地方 ,一体

知悉。凡未去辫者 ,于令到之日 ,限二十日一

律剪除干净。有不遵者 ,违法论。该地方官

毋稍容隐 ,致干国法。又查各地人民有已去

辫尚剃其四周者 ,殊属不合。仰该部一并谕

禁 ,以除虏俗 ,而壮观瞻。此令。④

这个通令不仅回顾了历史 ,强调辫发是满族

之俗 ,是不卫生的行为 ,而且对于当时城市与乡村

之间对于剪辫存在的差异 ,也一并加以指出 ,并要

求地方官员彻底地执行。同时 ,在通令中还规定 ,

剪辫的同时 ,四周剃发是不合规范的 ,并将剪辫与

否 ,同样提高到法律的高度来看待。

与此相关的是 , 1912年 3月 12日临时大总

统还颁布了与习俗相关的劝禁缠足令。此令一

下 ,浙江军政府也立即发布《令各县知事禁止缠

足文 》,要求“已缠者 ,令其必放 ;未缠者 ,勿许再

缠 ”,而各自治会则应做到广为劝导 ,各知事则切

实将禁谕加以落实 ,以期禁绝缠足之习。⑤当然 ,

这个劝禁令对于城市和居住于城市附近的乡村农

民来说 ,大致得到了执行 ,但对于居住于僻远农村

的许多村民 ,则直到二三十年代 ,依然还有缠足

者。这一点从我们后来的调查情况 ,在九十年代

之后的七十来岁老太太当中还有缠足者 ,可见一

斑。社会的巨大变化而导致习俗的巨变 ,经历过

辛亥革命的黄炎培有过这样的叙述 :

　　社会风俗人心 ,在某些部分看来 ,辛亥革

命以后和以前大大改变了。所有卑贱、颓废、

放荡行为 ,有些减少 ,有些完全消失了。让我

具体来说 :辛亥以后 , ( 1 )很少见口头上、书

面上被称或称人“大老爷 ”、“老爷 ”、“少爷”;

(2)“磕头 ”“三跪九叩 ”、“打请安 ”没有了 ;

(3)男子一律剪辫子 ,女子裹脚从此解放了 ,

已裹的放掉了已经裹小的也放大 ,社会上很

自然地一致认定 ,民国纪元以后生下的女儿 ,

一概不裹脚 ; (4)鸦片风没有一时消灭 ,但较

辛亥以前渐减 ,大家认为这不是一件体面的

事 (辛亥以前一般认为鸦片瘾越大 ,越体

面 ) ; (5)满族倡始渐及汉族的男妓 ,辛亥后

逐步消灭。总之 ,辛亥革命无数头颅所换来

的 ,除推翻封建帝制外 ,广大民众的体格、品

格相当提高了。⑥

浙江社会快速变化的民俗文化 ,说明此期革

命带来的政治上的巨变而导致社会的巨变 ,它深

刻地影响了民众的生活文化并使它成为一种在一

定时期传承的新的民俗内容。这是一种与主流社

会相一致 ,或曾经引导主流社会文化发展的民俗

文化形态。民国时期 ,在浙江民俗文化的变化和

发展中已经不是个案 ,而是一种主导的方式。

二、社会巨变与生活习俗的改变

1. 从制度变革到社会巨变

由于从皇帝统治进入了民主共和 ,国家体制

和政治制度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因此也导

致了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民

国时期 ,尤其是在早期 ,表现得非常明显 ,其中下

述方面尤其突出。

(1)现代教育体制确立

现代教育制度和方式源于西方 ,随着西风东

渐和国门被迫打开 ,西方式的学校教育在清末大

量出现。辛亥革命之后 ,成立了教育部 ,并于

1912年公布专门学校和大学令 ,鼓励创办公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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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的大学。1913年公布大学规程 ,并于 1917

年加以修订。加上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管理实

践 ,如改北大的门为系 ,重视文理两科 ,建立由教

授组成的评议会 ,鼓励教师、学生参与学校的管

理 ,鼓励学术科研 ,成立各种学术社团和学生组织

等等 ,使大学成为一种具有蓬勃生机的先进文化

和精英文化的典范。在浙江 , 1912年 8月朱瑞、

吕公望发起创办了浙江体育专门学校 ,同年 12月

朱瑞还开办了兽医养成所。1913年浙江中等工

业学堂改名为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 ; 1914年之

江学堂更名为之江大学 ; 1917年 12月 ,浙江省立

甲种森林学校在严州 (今建德 )建立 ; 1919年 12

月春晖中学校董会成立 , 1922年 9月招收了第一

批学生 , 1923年招收了第一批女生 ,实行男女同

校。这些新式学校的建立 ,为浙江省社会改良或

变革 ,提供了最坚实的人才基础 ,并为社会思想巨

变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

(2)从反对君权到反对家庭和家长专制

封建社会的专制引起许多有识之士对于种种

专制形态的思考 ,其中就包括家庭和家长的专制。

推翻皇帝统治后 ,从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

义之根据论 》到陈独秀以及青年学生的反家庭

(族 )主义思潮 ,他们接受西方民主平权思想 ,不

仅在政治上要求平等 ,在家庭中也要求平等。陈

独秀认为 ,家族本位是宗法制的产物 ,它的结果是

个人是“无权力的 ,一家之人 ,听命于家长 ”。认

为它有四大罪恶 ,“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

格 ;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 ;一曰剥夺个人法律

上平等之权利 (如尊长卑幼同罪异罚之类 ) ;一曰

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因此 ,关键“在

以个人本位主义 ,易家族本位主义。”⑦家庭是社

会的细胞 ,对于家庭之质疑及关于对家庭威权的

挑战 ,在传统的社会观念下是不可想象的。它对

于旧的家族制或宗族制的衰弱和小型家庭的出

现 ,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3)妇女地位获得前所未有的提高

皇帝统治被推翻之后 ,有识之士和受压迫的

女性对于桎梏女性的封建制度提出了公开的挑

战。其表现主要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 ,提倡

女子接受教育和子女同校同学。1920年北京大

学首次破例允许女学生到文科旁听 ,后来并正式

开始招收女生。浙江的春晖中学便在 1923年招

收女生 ,实行男女同校学习 ,使妇女开始得到平等

教育的权利。第二 ,提倡男女公开交往。民国建

立之初的 1913年 ,即使是开风气之先的上海 ,对

男女同坐一辆人力车也采取刑拘 ,以为“习俗可

变 ,伦纪必不可变也。”⑧于是在新文化运动时 ,人

们公开主张男女社交 , 1919年 4月《新青年 》载文

提出“打破男女界域 ,增进男女人格 ”的口号。而

男女同校同学的出现 ,使男女交往成为一种现实。

第三 ,提倡一夫一妻 ,追求自由恋爱。民国的新法

律明确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 ,离婚自由。同时提

倡追求恋爱自由 ,男女自主决定自己的婚姻而不

是听从“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第四 ,提倡女子

就业和参政议政。一些有识之士认为 ,女性地位

低下的根本在于妇女没有自己的职业 ,经济上无

法独立 ,因此 ,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在于女子就

业 ,经济上独立。在提倡妇女就业的同时 ,也强调

妇女地位的提升须实行男女平权 ,女性的参政议

政。1923年北京高师民意测验中对于女性参政

议政问题 ,赞成者为 786人 ,而反对者仅为 137

人。⑨

2. 从社会巨变到生活习俗改变

面对政权和政治制度的如此变革和急剧变化

的社会现实 ,生活习俗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与全国各地一样 ,浙江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

(1)传统节日方面

浙江与全国大部分地方一样 ,原来盛行过年

(春节 )、元宵、二月二龙抬头、清明、上巳 (三月

三 )、四月初八沐佛节、端午、六月六、七夕、中元

(鬼节 )、中秋、重阳、腊八、小年夜等不同的节日。

民国建立后 ,孙中山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宣布

采用阳历纪年 ,但袁世凯没有同意。 1914 年 1

月 ,袁氏批准了北京临时政府关于改阴历元旦为

春节 ,端午为夏节 ,中秋为秋节 ,冬至为冬节 ,而四

节之时 ,国民休息 ,公务人员放假一天。1930年 ,

南京国民政府的内政部和教育部提出了改革阴历

节日的呈文 ,要求废止阴历 ,将依附于阴历的节

日 ,用阳历加以规定 ,相关的节日内容则与阳历所

定节日相同。如 1月 1日称元旦 , 1月 15日称元

宵等。这一新的节日形式交由文官处审查后 ,形

成了一些不同的提法 ,并经国民政府同意 ,于

1930年 4月通令各地执行。

但事实上 ,由于长期以来农业生产方式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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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民间并未严格地遵行。相反 ,一些现代节日 ,

因为与传统没有冲突而成为新的节日 ,诸如 5月

1日、3月 8日就在 1929年被国民政府确定为法

定的节日等。另外还有美术节 (早期为 3月 3日 ,

后改为 3月 25日 )、记者节 (由杭州记者首先提

出 ,时间为 9月 9日 )、圣诞节 (10月 1日 ,孔子诞

生日 ,农历 8月 27日 )、教师节 (由圣诞节盛行而

来 )以及空军节、农民节、戏剧节等。不仅节日大

变 ,有关节日中具体习俗也大变。

(2)民间信仰方面

浙江的民间信仰非常独特 ,常有所谓淫祀之

名 ,所祀之神有些非常独特 ,如黄大仙、杨府君、机

神、青龙 (蛇 )、五圣等。1928年国民政府发布《神

祠存废标准 》,规定下列诸神予以保留 :伏羲、神

农、黄帝、仓颉、禹、孔子、孟子、岳飞、关帝、土地

神、灶神、太上老君、元始天尊、三官、天师、吕祖、

风雨雷神等 ;而日、月、水、火、五岳、四渎、龙王、城

隍、送子娘娘、财神、瘟神、狐仙诸俗神则须迅即废

除 ,画符念咒之宗教是不善宗教 ,应予废除。⑩而

事实上 ,辛亥革命之后 ,浙江省的军政府很快就出

台了《改定祠祀议决案 》于民国元年二月七号公

布施行。其内容非常独特 ,兹录如下 :

　　应废止者

一、西湖盛祠堂并祠外地亩 ,应由民政司

查明充公 ;其三贤祠内附设之盛康栗主销毁 ,

原捐路股一千元充公。

一、西湖圣因寺系满清康熙帝变相 ,因并

入满清行宫寺内 ,田亩充公。

一、反抗洪杨之张国良等祠宇 (在前清

交涉署之旁 )旧名忠义祠 ,应即销灭 ,其人民

被难而死列祀。

一、满臣崧骏栗主 ,原附设海会寺内 ,应

将栗主销毁。

一、各县如有前项祠宇 ,及与前项相类

者 ,比照办理。

应变更者

一、彭玉麟、李鸿章、曾国荃 (附设白云

庵内 )刘典、杨昌浚及前清道光间列祀帅承

瀛 ,或设专祠、或附入西湖名胜者 ,应由民政

司在西湖择地合设一祠 ,其各祠公产公款 ,应

查明备充公用。

一、蒋益澧、左宗棠二公有惠浙人 ,应将

左公栗主并入蒋祀合祀之 ,其公产公款照旧

办理。

应建设者

一、先贤各祠 ,祀黄梨洲、吕留良、齐周

华、杭堇浦诸先生 ,由民政司择地改设。

一、设徐烈士专祠 ,附祀马宗汉、陈伯平、

杨哲商三烈士。

一、设鉴湖女侠专祠。

一、张苍水祠 (在城内岳庙旁 )应附祀全

榭山诸公 ,并将祠宇扩充。

一、设国殇社 ,照第一项办理外 ,应悬挂

战阵殉难写真。

以上凡建置之各祠 ,应有民政司派人年

举大祭一次 ,其变更之祠宇 ,派人看守 ,随时

修理 ,以前项充公之公款公产支出之。�λϖ

这些规定禁止或需要祭祀 ,虽然没有与民国

政府后来颁布的存废标准相一致 ,但我们却可以

非常清楚地看到 ,革命者对于被祭祀者的情感上

的倾向性和价值观上的一致性。被废止的和应建

设的 ,正好是属于两个不同时代的对立面者 ;如果

用今天的话说 ,后者是革命者 ,前者则属于反革命

之类。当然 ,国殇社之类 ,虽然还以祭祀的方式进

行 ,但是非常明显地已经属于现代的纪念馆或凭

吊场所 ,只是用传统的祭祀 ,来完成现代的缅怀而

已。

(3)服饰方面

在宁波等地 ,“民国初期 ,男人穿长衫的以商

人、知识分子为多 ,外加一件马褂 ,俗称‘长衫马

褂先生 ’;穿直襟胡纽扣衫的以工人农民为多 ,农

民还经常喧方巾 ,既可擦汗又可用作挑担垫肩。

裤子是中式大裆裤 ,腰头以白色布镶腰带。城市

妇女流行花色多样的旗袍 ,农村妇女则穿中式大

襟衫 ,腰间常围蓝布兜。”�λω而像杭州等城市 ,辛亥

革命前男的大都穿长袍马褂 ,戴瓜皮帽 ,而女的则

常穿旗袍。“辛亥革命后 ,男的改穿中山装 ;女的

一部分穿旗袍 ,一部分穿大襟上衣和裙子。”�λξ这

种现象 ,在婚礼上同样非常直观。辛亥革命后 ,由

原来凤冠霞帔 ,改为红缎花衣 ,后来学欧美风俗 ,

男的则为西装革履 ,女的披纱穿拖地礼服 ,还出现

了“面纱、眼镜 ”。而其面料也从主要是丝、绸、

锦、缎等替代为洋布、呢绒等现代的材料。�λψ这种

中西杂合的情况 ,突出表现了当时穿着的“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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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服的某些特点改造过的中国传统服装。”�λζ可知

西方服饰文化的影响在当时的衣饰当中 ,留下了

明显的痕迹。这是一种典型的传统与现代交织的

民俗变异 ,一种新时尚 ,也是一种新时代开始后的

必然现象。

三、社会习俗发生巨变的原因

1. 统治者的强制规定

一般意义上来说 ,民俗产生并传承于民间生

活 ,是民众对于一种具体的生活方式不断传承、型

式化并得到民众认同 ,在具体区域广泛实行而形

成的。然而 ,在一些特殊的时期 ,或者由于特殊的

人物的提倡而形成新的时尚并最后成为一时一地

的民俗的现象 ,并不少见。民国时期的许多所谓

开风气之先而且对后来的民间文化影响非常巨大

的民俗 ,实际上就来自于上层人士和统治者的大

力提倡或身体力行的禁止。

民国初年 ,有几种特殊的文化 ,像长辫、小脚、

吸烟 (鸦片 )等 ,既是旧时代的象征 ,也是新时代

政权与旧时代切割的象征。因此 ,当时成立的军

政府 ,很快就发布示谕 ,加以规范和严厉的禁止 ,

实际上后来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些习惯。浙江省

在光复后 ,临时参议会立即就发布政令 ,其第八

条 ,要求设立各县警察 ,禁鸦片、放女足、剪发辫。

第九条 ,审查与共和国体相违之封建制度、法令、

章则 ,禁止婢妾与贩卖人口 ,实行婚姻自由。�λ{这

是政权有着导向性的规定。这种提倡 ,许多方面

非常具体。如对于缠足 ,从民国政府到浙江军政

府 ,都非常重视 ,一路将有关规定或法令传达到基

层。民国元年三月二十六日 ,浙江省军政府就转

发并增加督导下属执行禁止缠足的《令各县知事

禁止缠足文 》,当中非常详细地规定了如何禁止

缠足及意义等内容。虽然 ,这一纸公告没有从根

本上禁绝缠足 ,但却在生活中起着规范和引导作

用 ,后来缠足习俗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与政府的禁

止是分不开的。

与此相同的 ,是禁烟。中国社会在清末积贫

积弱 ,深受西列强的欺凌 ,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

会 ,与吸烟也有着一定的相关性。因此 ,从改善民

族体质和个人体质及习惯的角度 ,禁止吸食鸦片 ,

是新成立的政权非常重要的事务。为此 ,浙江省

军政府在民国元年 (1912年 )二月五号公布了《浙

江实行禁绝鸦片议决案 》,要求在二月十七号正

式实行有条件的逐步的禁吸鸦片 ,对这种陋习给

予致命的一击。上述习俗不仅在浙江 ,其实在全

国都成为当时政府规定必须加以禁止的内容 ,因

此 ,后来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2. 上层人士的倡导

这种提倡或禁止 ,不仅限于政府 ,许多上层人

士也在引领风气之先方面 ,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使

社会朝着他们预设的方向发展。其中 ,生活中的

一些习俗 ,成为他们规范或改造的重要内容。当

时成立的社会改良变革方面的社团非常多 ,在一

定范围内影响也非常巨大 ,而涉及的内容则非常

广泛。由蔡元培、宋教仁主持的社会改良会 ,就曾

明确提出“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 ,以科学知

识去神权之迷信 ”,该会的章程还具体规定需要

改良的三十六条风俗或生活习惯 :

　　1. 不狎妓。2. 不置婢妾。3. 提倡成年以

后有财产独立权。4. 提倡个人自立不依赖亲

朋。5. 实行男女平等。6. 提供废止早婚 (男

子十九岁以上 ,女子十七岁以上始得嫁娶 )

及病时结婚之习。7. 提倡自主结婚。8. 承认

离婚之自由。9. 承认再嫁之自由。10. 不得

歧视私生子。11. 提倡少生儿女。12. 禁止对

儿童之体罚。13. 对于一切佣工不得苛待 (如

仆役、车夫、轿夫之类 )。14. 戒除拜门、换帖、

认干女儿之习。15. 提倡戒除承继、兼祧、养

子之习。16. 废跪拜之礼 ,以鞠躬、拱手代之。

17. 废大人、老人之称 ,以先生代之。18. 废缠

足、穿耳、敷脂粉之习。19. 不赌博。20. 在官

时不受馈赠。21. 一切应酬礼仪宜去繁文缛

节 (宴会、迎送之类 )。22. 年节不送礼 ,吉、

凶等事不为虚糜之馈赠。23. 提倡以私财或

遗产补助公益善举。24. 婚丧祭等事不作奢

华迷信等举动 ,其仪节本会规定后会员皆当

遵守传布。25. 提倡心丧主义 ,废除居丧守制

之形式。26. 戒除迎神、建醮、拜经及诸迷信

鬼神之习。27. 戒除供奉偶像牌位。28. 戒除

风水及阴阳禁忌之迷信。29. 戒除伤生耗财

之嗜好 (如鸦片、吗啡及各种烟酒等 )。30.

衣饰宜崇质素。31. 养成清洁之习惯。32. 日

常行动不得妨害公共卫生 (如随地吐痰及随

意抛掷污秽等事 )。33. 不可有辱骂、喧闹、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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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之行为。34. 提供公坟制度。35. 提倡改良

戏剧及诸演唱业。36. 戒除有碍风化之广告

(如卖春药、打胎等 )及各种印刷品 (如卖春

画、淫书等 )。�λ|

事实上 ,由于当时上层社会著名人士的提倡 ,

其影响是非常直接和巨大的。蔡元培早在 1900

年夫人去世时 ,就明确再娶之新夫人的理想条件

是 : (1)女子不缠足 ; (2)女子有文化 ; ( 3)男子不

娶妾 ; (4)男死后女可以再嫁 ; ( 5)男女双方意见

不合可以离婚。�λ} 这种开明而引领时代潮流的行

动 ,对于后来的民俗变革 ,起了积极的作用。

综观民国时期的旧民俗改造和禁绝 ,新民俗

的提倡和施行 ,都与政府的规定和上层人士的提

倡密不可分。如果没有这两者的介入 ,旧的传统 ,

尤其是一些从今天科学的角度来看属于陋习的传

统 ,相信会存在更长的时间。而一些属于西方文

化中成长起来的 ,符合科学的生活方式或新的民

俗 ,也不会很快出现。

3. 其他地方文化的影响

对于浙江新民俗的产生具有很大影响的 ,是

当时领风气之先的上海。这种现象 ,与上海交往

最直接的则属宁波等地。据《民国鄞县通志 》记

载 ,民国时的宁波 ,“自科举废后 ,商多士少 ,世家

子弟至有毕业学校 ,仍往上海而为商者良多 ,以地

当商埠 ,习于纷华。故皆轻本业而重末利也。今

有上海为宁波第二故乡之谚。”说明两地人员往

来和生活、商业、文化等交往的频繁和直接。为

此 ,该书在叙述有关宁波人衣饰方面的改变时说 :

　　五十年前敦尚质朴 ,虽殷富之家 ,皆衣布

素 ,非作客喜事 ,罕被文绣者。海通以还 ,商

于沪上者日多 ,奢靡之习 ,由轮舶运输而来 ,

乡风为之丕变。私居燕服亦绮罗 ,穷乡僻壤

通行舶品。近年虽小家妇女 ,亦无不佩戴金

珠者。往往时式服装 ,甫流行于沪上不数日 ,

乡里之人即仿效之 ,有莫之能御矣。�λ∼

非常明确地告诉人们 ,民国时期的宁波 ,即使

是穷乡僻壤的乡里 ,其服饰方面也深受上海流行

服饰的影响。而实际上 ,这种影响远远不仅在一

些服饰方面 ,还有其他内容。据该书说 ,当时妇女

的头饰 ———发髻 ,时常变化。“其初被紒如蝉翼 ,

　于脑后谓之假后鬓 ,后即以己发为之 ,其翼蝉缩

而短小 ,谓之真后鬓。洎苏沪之风侵入 ,改为蟠

髻 ,谓之上海头 ,亦曰大头。清季或效日妇之装 ,

倒挽前额之发作半环形而蟠髻于顶。及辛亥革命

则加髻于前额 ,谓之兴汉头。旋废而为双鬓垂于

脑后 ,旋又改为一髻。⋯⋯”可见不仅变化不常 ,

也深受上海和日本等外来文化的影响。

由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上海城市的急剧

膨胀 ,对周边的幅射影响大大增加。不仅宁波等

与上海有着各种经贸交往的城市 ,即使像浙江的

一些僻远城乡 ,也深受上海流行文化和上海产品

的影响。上海是时尚文化的领头船 ,更是时尚文

化的象征和代表 ,其影响长久而深远。

可以这样说 ,社会的巨大变化引导了民俗的

迅速变化 ,而民俗的迅速变化又印证了社会的巨

大变化 ;两相作用 ,互相影响 ,造就了急剧变化的

民国早年地方风俗。

注释 :
①《时报 》1912年 3月 5日 ,见《新陈代谢 》一文。

②《申报 》1911年 11月 16日。

③《浙省广设剪辫会 》,《申报 》1912年 2月 8日。

④《临时政府公报 》第二十九号。见《中国全鉴 》第二

卷 ,团结出版社 1998年版 ,第 1055页。

⑤《浙江公报 》第 48册 , 1912年 3月 26日。

⑥黄炎培 :《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 》,《辛亥革

命回忆录 》第一集 ,中华书局 1961年版 ,第 68页。

⑦《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见《陈独秀文章选

编 》,三联书店 1984年版 ,第 98页。

⑧天津《大公报 》1913年 5月 18日。

⑨张耀翔 :《高师纪念日之“民意测验 ”》,北京《晨报

副镌 》, 1923年 1月 5日。

⑩《中国全鉴 》,国结出版社 1998年版 ,第三卷 ,第

2789页。

�λϖ《浙江政报 》第十册 ,民国元年二月七日

�λω�λξ �λψ《浙江风俗简志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年

版 ,第 133、28、29页。

�λζ武斌 :《百年流行时尚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年

版 ,第 75页。

�λ{黄元秀 :《辛亥浙江光复回忆录 》,《辛亥革命浙江

史料选辑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第 521页。

�λ|《社会改良会章程 》,载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 》下

册 ,中华书局 1981年版 ,第 378～379页。

�λ}《蔡孑民先生二三事 》,见《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 》,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第 13页。

�λ∼见《中国地方志集成 》第 17册 ,《民国鄞县通志 》

“文献志 ”,第 2610页。

责任编辑 　尹 　之

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