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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民国时期是时代大发展、社会大变革的时期 , 风俗的演进也进入

到转型的阶段。风俗的全面变革促使了一系列变革风俗的产生。文章论述了当时

风俗文化演进的三种趋势 ———对人的尊重、对迷信的涤荡以及政治因素的渗入 ,

是民国风俗步入现代化进程的显著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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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的风俗文化是多样性和复杂性的 , 具体地说 , 整个国民的生活表现为在封

建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一些现代文明的成分。中国的芸芸众生是在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封

建的生活方式下成长起来的 , 是封建生活方式的塑造者 , 但随着清末最后一个皇帝被驱出

皇宫 , 随着西方文明和生活观念的不断涌入 , 传统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遭遇到从未有过

的挑战 , 尤其是那些不合时宜的风俗事象 , 尽管流过了漫长的历史 , 也被无情地抛弃 , 而

更多的则是表现为在封建的内涵上雕铸起现代的外壳。不稳定的社会滋生了不稳定的风

俗 , 使之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

民国初期成为中国风俗演进的一个分水岭 , 是与 20 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风俗变革运动

分不开的 , 它为民国时期风俗的全面革故鼎新作了铺垫。

清末资产阶级是一股朝气勃勃的政治力量 , 他们渴望按照自己的阶级意志改造中国 ,

不仅要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 还要以资产阶级精神改造人们的生活 , 建立



起新的社会生活秩序。他们把陋俗恶习视为导致国家衰弱的重要因素 , 坚信要救国 , 挽救

民族危亡 , 就必须改良社会 , 废除陈规陋习。于是 , 他们提出了改良风俗的社会任务。还

在戊戌变法时期 , 康梁维新派就提出了“戒缠足 , 兴女学”的进步口号 , 并成立了“天足

会”、“戒缠足会”、“戒鸦片烟会”等改良风俗的团体。它们的活动 , 多少起到了启迪民

智、开通风气的作用。比如 , 熊希龄、谭嗣同等在湖南倡立的延年会 , 就有其独特之处。

所谓延年 , 不是要人们“以有尽之年 , 而欲延之使无尽”, 而是要人们“延于所得之年之

中”,“延年于所办之事”。就是改革无谓耗费时间的不良习俗 , 注重时效 , 崇尚精简 , 使

“一日可程数日之功 , 一年可办数年之事”。对于虚文酬应等陋习 , 也在免绝之列。在一个

浸透着封建陈规腐习的社会 , 这些倡导自然属于文明之风。

清末对社会产生相当影响的移风易俗 , 是关于女权问题。妇女要跟男子平等 , 头一件

事是革除摧残妇女的缠足陋习。资产阶级思想家和知识分子指出 , 缠足陋习是封建妇道的

结果 , 中国妇女“襁褓未离 , 而‘三从’、‘四德’之谬训 , ‘无才是德’之警言 , 即聒于

耳而浸淫于脑海。禁识字以绝学业 , 强婚姻以误终身 , 施缠足之天刑而戕贼其体干焉 , 限

闺门之跬步而颓丧其精神焉。”①这种恶俗造成了严重危害 : 一方面残害妇女自身 , 使妇

女“终身为废人 , 亦足悲矣”; 另一方面影响到下一代的健康成长 , 因为“缠足之母 , 运

动不灵 , 血脉停滞 , 人人皆病夫 ; 所生儿女 , 亦瘠弱天昏 , 多不获其天年 , 其得成立者类

多病夫。”这就严重损害了国民的身体素质。所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声呼吁 : 必须废除

缠足 , 以保护广大妇女的身心健康。

与女权问题有关的另一个有力的举措 , 是倡办女学。20 世纪初年的中国社会掀起了

一股兴办女学的热潮。1903 年《奏定学堂章程》将女子学习归入家庭教育法 , 1905 年设

立学部时 , 女学仍归家庭教育部门管理。1906 年初 , 慈禧太后面谕学部建置女学 , 女学

始单列入学部职掌。1907 年正式颁布《女子师范学堂章程》39 条、《女子小学章程》28

条。中国女子教育终于取得了合法地位 , 女子学习文化知识技能的合法权利得到官方和社

会的承认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被击破 , 这对几千年来一系列残害妇女的传统

习俗是一次巨大的冲击。

除此之外 , 清末资产阶级思想家和知识分子还抨击了其他一些社会恶俗 , 试图解除套

在人们身体和精神上的种种枷锁 , 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他们坚决反对吸食鸦片 , 指出 :

“中国鸦片之害 , 弥漫已臻极点 , 始焉禁卖、禁吸、禁种 , 终于无效。近年来以财政紊乱 ,

倒行逆施 , 反从而劝之 , 土捐膏捐 , 所在皆是 , 岂复有人礼乎 !”②买卖人口和蓄奴是封

建社会等级制度的产物 , 成为社会上的恶习。其萌生归因于经济问题 , “女流而富者 , 则

谓太太 , 谓之小姐 ; 女流之清苦者 , 则奴婢也。”她们之间的荣辱贵贱 ,“一听乎钱神之指

挥而已”。故而改良者们认为 , 必须进行社会变革 , 实现自由平等 , 清除买卖人口、蓄奴

之 弊 端。有人说 :“买卖人口之陋风 , 实文明世界之玷 , 实人道之蟊贼。由今以往 , 不可

不取此陋风一扫而空之。”“买奴者 , 弊风也 , 恶德也”, 所以“奴婢不可以不废止也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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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发辫也是当时的精英们力图铲弃的习俗 , 他们认为发辫习俗已不合乎时代精神 , 而且还

包含着屈辱的成分 , 甚至把剪辫与否视为顽固和进步的标志。

资产阶级思想家和知识分子在对传统陋俗进行全面批判的同时 , 还有意识地触动了一

些根深蒂固的习俗观念。在社会习俗方面 , 首先 , 他们否定了“父母之命 , 媒妁之言”的

传统婚姻观 , 指出 :“中国婚姻之全权 , 实在于父母 , 而无子女容喙之余地 , 此其弊最大

者也。”①其次 , 他们批判并否定了等级森严、男尊女卑的家族制度 , 指出 : 广大的妇女

“奴隶于礼法、奴隶于学说、奴隶于风俗、奴隶于社会、奴隶于宗教、奴隶于家庭 , 如饮

狂泉 , 如入黑狱 , 成为受人压制的三重奴隶。”②必须挣脱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家庭

关系 , 建立男女平等的新型家庭组织 , 让妇女走向社会 , 使广大妇女剔除“依赖男子之劣

根性 , 各自努力于学问 , 以成救国之女豪杰 , 夫而后中国或有可望也”。③再次 , 改良的

先驱者们批判了早婚早育、多子多福的生育观 , 深刻断言 : “早婚之俗 , 为弊至大 ⋯⋯要

之 , 此两事者 , 一则为中国女子失权之所由 , 一则为中国人种日劣之大原。”④在精神习

俗方面 , 他们看到了迷信流行及其造成的危害 , 认为迷信的盛衰与国民之智愚成反比 , 精

辟地论述道 :“中国风俗之弊 , 固言之不能悉数 , 若迷信则其一端也。佞佛媚神 , 耗金钱

于无益之地 , 此其害之中于经济上者也。思乞灵于杳冥 , 幸心生则人力不尽 , 此其害之中

于智能上者也。僧尼巫瞽 , 半有淫盗之媒 , 为其诱惑 , 常因之酿出荡检逾闲之事 , 此其害

之中于道德上者也。”⑤因此 , 他们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科学知识 , 对封建迷信展开了全面

的批驳 , 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破除迷信的高潮。

清末资产阶级推行改良风俗决心不可谓不猛。然而 , 这种急功近利的行为更多的是带

有一相情愿的意味。资产阶级的风俗改良不可避免地囿于封建性和落后性 , 急于破旧立

新 , 突出强调了社会习俗的时代性和变异性以及改良风俗的政治意义 ; 却忽视了传统习俗

中的合理成分和优良传统 , 无视社会习俗的传承性和自身的演变规律 , 对社会习俗自身的

特性认识不足。因而他们提出了改良社会习俗的任务 , 却没有找到改良社会风俗的途径 ;

在改良风俗的手段上 , 显得比较急躁 , 更多的是主张用行政措施强行革除旧俗 , 大有章太

炎所谓“旧俗之俱在 , 即以革命去之”之势。这种冒进的做法及心态 , 根本无法完成移风

易俗的任务。

不过 , 清末的风俗改良运动又确为民国风俗的革新作了理论上、宣传上乃至实践上的

准备。可以说 , 民国风俗的演进正是清末风俗改良的自然延续及深化。由于有了清末资产

阶级改良主义者对风俗改良的大力倡导 , 辛亥革命之后 , 一股改革不适应民主共和制度的

社会习俗的潮流蔚然兴起 , 其深广的意义又远非清末任何一个时期的风俗改良可比。当时

“改良”二字 , 已成为一般人之口头禅。有人描写“这种新的社会潮流”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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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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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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兴灭的内容 , 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日常生活的礼仪等方面 , 可见这股革

新潮流所涉及领域之广 , 显示了民国初年民间习俗的新变化、新气象。曾亲身经历了辛亥

革命的黄炎培先生道出了辛亥革命前后风俗变化的情况 :

社会风俗人心 , 在某些部分看来 , 辛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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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辛亥后逐步地消灭。总之 , 辛亥革命无数头颅所换得来的 ,

除推翻封建帝制外 , 广大民众的体格、品格相当提高了。②

在民国三十多年的历史中 , 风俗的演进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既然外国侵略者打开中

国社会对外封闭的大门 , 带进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 , 带进社会现代化的诸种因素 , 那

么中国民间风习的演进 , 朝新的方向转变 , 就会不以包括外国侵略者和中国统治者在内的

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传统风俗的现代化是中国风俗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此 , 辛亥革命以

来的无数社会精英 , 在风俗的革故鼎新方面作了大量的主观努力 , 加速了民国风俗现代化

的进程。民国风俗的现代化是以其民主化、文明化为标志的 , 明显透示出以下三条延伸的

轨迹 :

11 风俗的革故鼎新集中体现了对人的尊重

民国风俗发展史 , 贯穿了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 , 就是对人的身心健康有损的风俗在逐

渐减少 , 反之 , 被大力倡导并获得广泛流播的风俗 , 都把人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 , 人们的个性受到君权、神权、族权、夫权的严重压抑 , 谈

不上个人的人格 , 所谓“君要臣死 , 臣不得不死”, “父母在 , 不敢有其身 , 不敢私其财”

等等。这反映了以封建小生产方式为基础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要求。辛亥革命之后 , 资

产阶级以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原则为依据 , 要求恢复人生的平等权利和地位 , 重

新认识人的价值。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 , 颁布了一系列革除“旧染污俗”的政令 , 推进社

会风俗的改良。其目的是为了捣碎束缚人们个性发展的封建锁链 , 提高人的地位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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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 , 宋教仁、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了社会改良会 , 发表了宣言及章程 , 力主“以人道

主义去君权之专制 , 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 在章程中更把它具体化为 36 条 :

一、不狎妓 ; 二、不置婢妾 ; 三、提倡成年以后有财产独立权 ; 四、提倡个

人自主 , 不依赖亲朋 ; 五、实行男女平等 ; 六、提倡废止早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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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七、提倡自由结婚 ; 八、承认

离婚之自由 ; 九、承认再嫁之自由 ; 十、不得歧视私生子 ; 十一、提倡少生儿

女 ; 十二、禁止对儿童之体罚 ; 十三、对于一切佣工不得苛待 (如仆役、车夫、

轿夫之类) ; 十四、戒除拜门、换贴、认干儿女之习 ; 十五、提倡戒除承继、兼

祧、养子之习 ; 十六、废跪拜之礼 , 以鞠躬、拱手代之 ; 十七、废大人、老爷之

称 , 以先生代之 ; 十八、废缠足、穿耳、敷脂粉之习 ; 十九、不赌博 ; 二十、在

官时不受馈赠 ; 二十一、一切应酬礼仪宜去繁文缛节 (如宴会、迎进之类) ; 二

十二、年节不送礼 , 吉、凶等事不为虚靡之馈赠 ; 二十三、提倡以私财或遗产补

助公益善举 ; 二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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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十五、提倡心丧主义 , 废除居丧守制之形式 ; 二十六、戒

除迎神、建醮、拜经及诸迷信鬼神之习 ; 二十七、戒除供奉偶像牌位 ; 二十八、

戒除风水及阴阳禁忌之迷信 ; 二十九、戒除伤生耗财之嗜好 (如鸦片、吗啡及各

种烟酒等事) ; ⋯⋯三十三、不可有辱骂、喧闹、粗暴之行为 ; 三十四、提倡公

坟制度 ; 三十五、提倡改良戏剧及诸演唱业 ; 三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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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这 36 条涉及“旧染污俗”的各个方面 , 概而言之 , 就是主张用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

去替代那些相沿成习的非人道的、戕害人性的陋俗恶习。就其本质而言 , 旧染污俗是对人

性的压抑 , 而人道和人性则体现了人生存平等的权利以及对人的生存价值的尊重。尽管民

国初期改革社会风习并没有最终完成这种对人性的解放 , 但它毕竟在久旱之后洒下了第一

阵甘霖。

之后的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 目的是要把民众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 , 战

争期间自然也就伴随着种种文化革命 , 其中之一就是以人道主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 , 废除

各种野蛮落后的习俗 , 恢复人的地位与尊严。有相当多的蹂躏、摧残人性和压抑人格的陈

规陋习 , 在 40 年代的解放区 , 已得以真正根除。因为中国共产党所要建立的新文化 (自

然也包括风俗文化) , 是以中国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为指归 ,“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 , 我们

所要建立的新文化 , 就一定是新时代与新中国的。是新中国的 , 所以我们反对全盘西化 ,

因为那是等于在文化上受人奴役。是新时代的 , 所以我们也反对中国本位 , 因为若无条件

接受旧传统 , 就等于向封建势力投降。更进一步说 , 也只有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 , 以中国

人民为原动力 , 新时代的中国文化才能建立起来。”② 只有当民众真正翻身做了主人 , 政

治上和经济上获得独立地位 , 以人为至上至尊的风俗事象才能植根于广大的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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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风俗的革故鼎新始终贯穿了对迷信的涤荡

迷信 , 是从诸多原始信仰活动中残留下来的意识和行为 , 它表现了人类对大自然种种

现象的迷惑、恐惧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崇拜和幻想 , 也表现了人类反抗自然、求福避祸的本

能和愿望 , 诚如马克思所说 :“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 , 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

的抗议。”进入阶级社会后 , 由于统治者的提倡 , 迷信更挟行政的力量而泛滥 , 形成形形

色色的迷信习俗。辛亥革命后 , 随着破除封建观念习俗活动的开展 , 反对神权迷信的斗争

也出现高潮。许多移风易俗团体 , 以攻破神权迷信为急务 , 提倡“婚、丧、祭等事不作奢

华迷信等举动”,“提倡心丧主义 , 废除居丧守制之形式”,“戒除迎神、建醮、拜经及诸迷

信鬼神之习”,“戒除供奉偶像牌位”,“戒除风水及阴阳禁忌之迷信”,“一切应酬礼仪宜去

繁文缛节”等 , 并且认识到“我国素以道德为教义 , 故风俗之厚轶于殊域 , 而数千年君权

之影响迄今未泯 , 其与共和思想抵触颇多”, 主张以科学反对迷信。科学是破除迷信之利

器。民国初期各改良风俗团体均十分重视宣传科学知识 , 普及文化教育。有些团体 , 如女

子国学会、群学会、国民教育实进会、通俗宣讲社等 , 就以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作为第一

职志。它们喊出的“以人道主义反对封建专制 , 以科学知识反对神权迷信”的口号 , 后来

被五四运动的勇士们因袭与发展 , 成为唤醒中华民族的“德先生”与“赛先生”。

破除迷信一直是民国移风易俗的一个主要内容 , 也是这一时期风俗发展的一条基本线

索。到了二三十年代 , 迷信的地盘已日趋萎缩 , 人们的迷信心理已相对淡漠。据民国 22

年刻本《闽侯县志》, 福州共有已知修建年代的寺庙 95 所 , 而兴建和重修于民国以后者 ,

竟无一所。据民国 13 年旅沪同乡会铅印本《定海县志》记载 , 定海有修建年代的庙宇共

146 所 , 其中修建于光、宣时期的 29 所 (占19. 87 %) ,而修建于民国以后的仅 8 所 (占

5. 48 %) 。在民国各地的方志中 , 常可见到“僧道祈禳之风渐息”,“偶像之拜 , 形家之言 ,

巫蛊之祸 , 日见消灭”,“禳灾祈福 , 祠祀鬼神渐废”之类的记载。作为各种神像置放场所

的寺庙 , 在信仰者心目中本应视为圣地 , 可是 , 民国期间的许多寺庙被毁或改作他用 , 并

没有激起信仰者的义愤 , 也没有出现群众性的护庙运动 , 这不能不视作民间传统迷信心理

式微的表征。

民国时期连年不断的炮火 , 不仅在轰毁军阀统治及蒋家王朝的顽固堡垒 , 同时也在击

跨民众坚厚的迷信心理的屏障。没有科学就意味着落后 , 就得挨打 , 鬼神并不能保佑民众

挣脱苦海。这一铁的事实 , 直接导致了民众鬼灵信仰及偶像崇拜等迷信活动的逐步终结。

例如 , 民国初期各大城市仍普遍存在的同乡组织 , 往往都保存了传统的乡土神的崇拜 , 有

的是关岳 , 有的是祖宗 , 有的是城隍。对这些乡土神的崇拜是同乡中心理认同的重要标

志。可是 , 自从“科学的光明射透了神道的神秘圈 , 贡献给人群以更能控制自然和人事的

手段与技术 , 使人群不再乞灵于神 , 而非笑畴昔的蒙昧 , 新的功令也在社会新意识的觉醒

中或先或后革故鼎新地颁布着 , 推行着。而同乡组织所崇为集体象征的‘乡土神’也便在

这个新局面之下 , 遭受了激荡 , 如摧枯震落般地崩溃下来。”①

凡带有宗教迷信、盲目信仰性质的旧节令习俗 , 在民国各地也逐渐式微或被废除。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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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县“七月十五 , 为‘盂兰盆会’。向年有僧道荐醮 , 投放河灯 , 以救溺鬼 , 近数年其例

废除。”完县“三月二十日 , 祀雹神 (庙在北坎 , 旧日演剧四班 , 今渐衰落) 。三月二十

日 , 祀城隍 (今改建设局 , 祀事久废) ⋯⋯四月二十八日 , 祀荡王 (庙在关东 , 今久废不

行) ⋯⋯五月十三日 , 祀关帝 (旧于是日必演剧致祭 , 改革以后 , 迄未举行) 。”新河县

“十月朔日 , 祭祖先。是日城隍辇出巡游 (此举今废) 。”“清明日 , 士女头戴柳枝 , 拜扫祖

茔。城隍是日出巡 , 会末人异之游郊外 (此举今废) 。”昌黎县“三月三日 ⋯⋯官请城隍神

像出门 , 祭于厉坛 ⋯⋯不举行矣。”“七月十五日 , 是日为‘中元日’, 官祭厉坛 , 如清明。

民国亦不举行矣。”“十月初一 , 城隍出巡 , 官祭厉坛 , 今亦废矣。”临晋县“申月十五日 ,

为‘中元’, 清制于此日祀厉坛 , 今废。”义县“五月五日 , 是日清晨 , 邑令偕同班房等诣

城隍神前拈香毕 , 用轿舁城隍木像出巡 , 游行街市 , 邑令等步从于后 , 返归木像于神所 ,

礼毕皆散 , 今废。”① 不仅是节令习俗 , 其他类型习俗中的落后、迷信内容也被科学、文

明内容所代替。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是民国风俗现代化的必要途径和主要内容。

然而 , 民国风俗在涤荡迷信的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五四”前后的统治者和

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仍流行着“祀天、信鬼、修仙、扶乩”等等迷信活动 , 有的还出版杂志

宣传这种迷信 , 宣称“鬼神之说不张 , 国家之命遂促”, 甚至说鬼神之存在能用“科学”

方法证明。竟有一些知识界人士自称“平日主有鬼论勘”, 断言“鬼之存在至今日无丝毫

疑义”。②著名作家许地山曾对扶箕迷信作了专门研究 , 深有感触地说 : “数十年来受过高

等教育的人很多 , 对于事物好像应当持点科学态度 , 而此中人信扶箕的却很不少 , 可为学

术前途发一浩叹。”③知识分子尚且如此 , 不用说没有文化的百姓 , “男子且然 , 何论妇

女”。可见当时社会上迷信习俗仍大有市场。

但民国风俗演进的总趋势是向着唯物、健康的方向发展 , 各种迷信势力一抬头 , 就会

遭到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拥护者的抨击。当时在社会上影响最大的杂志《新青年》, 常

常登载以科学辟迷信的文章 , 如第 3 卷第 4 号“读者论坛”上发表了徐长统的《论迷信鬼

神》一文 , 指出破除迷信的方法有二 :“一曰壮其胆力也”,“二曰多求知识也”。作者举例

说 :“人皆以风为神物所呼吸 , 雷为天神之击鼓 , 而曾学天文者 , 必知其妄矣。人皆以磷

光为幽灵所燃火 , 地震为鳌鱼之转身 , 而曾学地文者 , 必知其诬矣。”这就是说 , 人们掌

握了科学知识后 , 鬼神迷信便不攻自破。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用普及科学知识来破除鬼

神迷信 , 通过破除鬼神迷信的宣传来普及科学知识 , 对广大民众迷信观念的淡化起了潜移

默化的作用。当然 , 民国时期的移风易俗并不能完全达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目的 , 这

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直至今天 , 社会工作者及民俗学者们仍在为彻底清除迷信思想和

迷信行为而努力。

31 风俗的革故鼎新抹上了鲜明的政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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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见民国《迁安县志》、《完县新志》、《新河县志》、《昌黎县志》、《临晋县志》、

《义县志》。



还是在 20 世纪初期 , 资产阶级就认识到社会习俗与政治的相互关系 , 认识到改良社

会习俗在政治进步中的作用 , 所以他们得出一种共识 , 那就是改良风俗必须成为社会全面

变革的一部分 , 必须把政治变革和移风易俗结合起来。有人指出 : “我国近十年来 , 举国

上下 , 竞言变法 , 揭其纲目 , 不外政俗二端 , 摘其要旨 , 则曰改良 , 上之所操者政 , 下之

所习者俗。变政而不变俗 , 则政无由施 ; 变俗而不变政 , 则俗无由此。盖政与俗 , 决不能

相离而论也。”① 不仅如此 , 资产阶级思想家和知识分子还具体论述了某些具体习俗改革

与政治进化的关系。有的把改革婚姻家庭习俗视作政治革命的起点 , 认为“欲革政治命 ,

先革家族命”②。有的把改革发式、服饰习俗作为推翻清王朝的组成部分 ,认为“盖欲除满清

之藩篱 ,必去满洲之形状 (指发辫、满服 ———引者) ,举此累赘恶浊烦恼之物 ,朝而除去之 ,而

后破之政治乃可得而尽革也。”③ 这样就强调了风俗改良的政治意义。

这种将移风易俗政治化的思路和做法 , 在民国时期得到继承和发扬。南京临时政府成

立后 , 为了尽快革除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种种弊端 , 造成有利于资产阶级统治的新的社会

风气 , 将改良风俗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在短短两三个月内 , 先后颁布了“废除

贱民身份 , 许其一体享有公民权利”、“禁止买卖人口”、“革除前清官厅称呼”、“晓示人民

一律剪辫”以及禁赌、禁烟、禁唱淫戏等一系列的法令与命令。在革命政府的领导与号召

下 , 移风易俗很快发展为一场政治色彩浓郁的群众运动 , 各类改良风俗的团体 , 自然也就

应运而生了。

革命党人亦视移风易俗为一项政治事务。孙中山在任临时大总统期间 , 曾复书“女界

共和协济会”, 赞扬该会为妇女解放而尽力 , 并拨款 5000 元 , “为该地扩充公益之用”。④

随后 , 他又与“中华国货维持会”书信往来 , 讨论服装改革问题 , 以改变当时因崇尚西服

而导致洋货倾销、国货受挤的不良倾向。⑤民国元年 3 月 , 他在禁烟通令中号召“各团体

讲演诸会 , 随分劝导 , 不惮勤劳 , 务使利害大明 , 趋就知向 , 屏绝恶习 , 共作新民。”⑥

除孙中山外 , 黄兴对于移风易俗组织 , 也采取热情支持的态度。民国元年 9 月 , 他在北京

万国改良会所举行的欢迎会上演讲 :“吾国现在社会上宜改良之点处处皆是 , 惟以数千年

相传之风俗习惯 , 积重难返。今贵会不辞劳瘁 , 提倡改良 , 曷胜欣盼。”⑦几天后 , 他又

在正东育化会的欢迎会上宣称 :“解决现在之社会问题 , 莫如从风俗上着手 , 然欲风俗之

良 , 又必有多少机关鼓吹。据鄙人看来 , 能改良风俗尽鼓吹之能力者 , 伶界诸君是也。”⑧

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对移风易俗工作的重视以及对于该类组织的鼓励赞助 ,

表明革命党人已把这项工作提高到了政治的高度 , 视其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不可缺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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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 亦一直沿袭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的做法 , 把移风易俗纳入革命

的总体框架之中 , 要使广大民众不仅从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 , 而且还必须冲破封建陋

俗这张无形的网 , 挣脱几千年来摧残人性的迷信思想的桎梏 , 从而真正获得全面的翻身。

20 年代 ,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领导组织的农民运动 , 其中一个重要内容 , 就是要推翻

族权、神权及夫权 , “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 , 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

摇。”①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广东海陆丰苏维埃的所在地海丰 , 被誉为“小莫斯

科”, 当地农会不仅替农民办学校、医院和合作社 , 而且还帮助农民组织妇女解放协会、

婚姻问题研究会等团体 , 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共产党人彭湃为了教育农民破除迷信 , 写了

一首题为《铲除迷信》的诗 :

神明神明 , 有目不明 , 有耳不灵 , 有足不行 , 终日静受人奉迎。奉迎无益 ,

不如打平。打平打平 , 铲个干净。人群进化 , 社会文明。②

1925～1927 年间 , 湖南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 , 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的农会成为乡

村社会的首脑机构 , 有很大的权威性。农会利用这种权威性禁止一些陋习 , 其中禁得最严

的便是牌、赌、鸦片三者。对此 ,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详细描述 :

“牌 : 农会势盛地方 , 麻雀、骨牌、纸叶子 , 一概禁绝 , 湘乡十四都地方一个区农会 , 曾

烧了一担麻雀牌。跑到乡间去 , 什么牌都没有打 , 犯禁的即刻处罚 , 一点客气也没有。

赌 : 从前的‘赌痞’, 现在自己在那里禁赌了 , 农会势盛地方 , 和牌一样弊绝风清。鸦片 :

禁得非常严。农会下命令缴烟枪 , 不敢稍违抗不缴。醴陵一个劣绅不缴烟枪 , 被捉去游

乡。”③大革命时期的陕西 , 农会领导的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在陕西第一次全省农民

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农村妇女决议案》, 要求把农村妇女组织起来 , 开展斗争。同时规定 :

婚姻须得女子同意 , 反对买卖制度及聘金制 ; 严禁虐待童养媳和媳妇 , 禁止给女孩包脚 ;

再婚妇女在社会上须一律待遇 , 不得歧视 ; 妇女如愿再婚 , 其家人不得干涉 ; 凡会员均不

得虐待其妻女。④这次农民代表大会上还通过了《严禁烟赌决议案》, 请政府严令禁止农

民种烟、吸烟、赌钱 , 违者重惩。要求农协所在之地 , 严拿吸烟、赌钱之徒 , 酌量处罚 ,

以儆效尤。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 延安是革命圣地。边区各级政府也用法令的形式

推行改革社会陋习的措施。如 1939 年 8 月 1 日 , 边区政府民政厅发给各县、区、乡训令 ,

令饬严行放足运动 , 限六个月内完成全边区妇女放足任务 , 并随令颁发禁止妇女缠足条

例。1942 年元月 , 成立边区禁烟督察处 , 颁布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1939 年 4 月

4 日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 规定男女婚姻遵照本人之自由意志的原则 , 实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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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一妻制 , 禁止纳妾 , 禁止包办、强迫及买卖婚姻 , 禁止童养媳、童养婚 (俗名“站年

汉”) 等陋习。这一切 , 为风俗的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

从孙中山到毛泽东 , 从 20 年代的农会组织到三四十年代的边区各级政府 , 都认识到

风俗习惯在民众翻身求解放的道路上所起的作用 , 并积极领导和参与了涤除封建恶习的活

动 , 因此 , 使得民国风俗的演化渗入了浓重的政治意味。移风易俗的政治化 , 或者说是政

治化了的移风易俗 , 这是民国风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故而此期间风俗的嬗变也

就较之其他时代更为迅速 , 更为剧烈 , 更为深刻。

民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社会风尚大变革的时期。在这一时期 , 不仅上层阶级大规模有

意识地改良风俗 , 除旧布新 , 而且民间社会也自觉行动 , 参与移风易俗 , 并取得明显效

果。可以说 , 我国风俗史上的古代与现代之划分 , 是以这一时期为标志的。此后 , 我国风

俗的现代意味才逐渐增浓 , 不断得到强化。民国时期风俗的现代化 , 一方面是无情地革除

戕害人性的封建陋俗 , 一方面是大量国外习尚的直接植入 , 如此 , 出现了民族性习俗与国

际化时尚并存的局面 , 二者的逐步融合恰恰是民国风俗现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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