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松阳县隶属于浙江省丽水市，位于浙江省

西南部。松阳地方民谚说“无叶不成村”“无叶

不成家”，叶氏家族是松阳地方的大姓家族之

一。松阳县现有叶姓人口3万多，约占总人口的

13%。松阳县400个行政村中，叶姓人口在100

人以上的村落有87个①。

萧 放 邵凤丽 *

——以浙江松阳江南叶氏祭祖为例

祖先祭祀与乡土文化传承

* 萧放，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邵凤丽，辽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本文系中国“百村社会治理”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312231104)；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人生仪礼传统的当代重建与传承研究”(项目批准号：14AZD120)阶段性成果。

编者按：“百村社会治理调查”，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中国社会治理

智库重大项目。该课题自2016年开始谋划，于2017年初正式启动。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

的重大战略，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乡村振兴的总目

标，这是继续推进“百村社会治理调查”项目的指导思想。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农村空心

化问题、村庄衰落现象较为严重，如何实现乡村振兴目标，建设既有传统文化底蕴，又具有现代

文明，既产业发展、生态宜居，又生活富裕的新农村模式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大问题。课题组以

“上接天线，下接地气”为调查要求，扎实稳健推进百村社会治理调查研究，探讨乡村振兴与发展

的趋势、路径，为实现精准脱贫、精准扶贫提供决策依据，为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一手的调查

数据与经验案例。为调研成果的及时转化应用，与社会共享，并有效组织推进课题调研工作，本

刊特别开辟“百村社会治理调查”专栏，发表专题调查报告与论文，以飨读者！

【摘 要】 浙江省松阳县作为江南叶氏祖源地，叶氏族姓文化是该地区社会文化的重要

内容，叶氏祭祖不仅是叶氏族人寻根问祖的仪式行为，也是松阳地区乡土文

化传承的重要依托与载体。近年以来，在多方力量的推动下，叶氏祭祖开始

恢复。在日常生活中，叶氏祭祖承载着传承孝道、重温亲情、传承历史、强

化区域文化认同等多重功能与价值，为乡土文化的良性传承提供了重要保障。

【关键词】 叶氏家族 祖先祭祀 乡土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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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氏家族自东汉末年始迁祖叶望定居松阳

卯山以来，人口繁衍，逐渐成为当地的大姓家

族。叶氏家族不仅人口众多，且名人辈出。晋

代有爱民如子的钱塘令叶琚，文武双全的折冲

将军、临海郡太守叶俭，唐代有历五朝尊宠的

越国公叶法善。两宋时期历任宰相的有叶梦

得、叶梦鼎、叶梦锡、叶义问、叶顒，还有被

誉为“浙商之父”的永嘉学派领军人物叶适

等。元代有丞相叶李，明代有开国四大名将的

叶琛，京台监察御史叶希贤，首辅叶向高。清

代有两广总督叶名琛。现代有北伐名将、新四

军军长叶挺，共和国元帅叶剑英，开国上将叶

飞等。卯山也成了江南叶氏家族的祖籍地、发

源地和圣地②。

叶氏家族有着重视祖先祭祀文化的传统。

松阳县原有70多座叶氏宗祠，现存30多座，著

名的有建于宋治平元年 （公元1064年） 的卯山

俭公祠，修建于清乾隆庚子(公元 1780 年)的桐

溪村叶梦得公祠，清代重修的叶川头村叶希贤

公祠等。

叶氏家族祭祖的方式主要有祠祭、家祭、

墓祭三种。其中，祠祭尤为隆重，在叶氏人们

的日常生活和历史记忆中都占有较大比重。当

代的叶氏祠祭又可以分成三种类型：一是有统

一组织的传统祭祀；二是没有统一组织的分散

型祭祀；三是有祠堂，但由于诸种原因，至今

没有恢复祭祖活动。

一、江南叶氏祭祖的历史传统与民俗传承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祭祖是一个极为重

要且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在祭礼的

生命历程中，它自先秦时期开始兴起，后饱经

汉唐宋明历代王朝变迁，直至当代仍生机勃

勃。从古至今，无论王朝政府、官僚贵族，还

是寻常百姓之家，祭礼早已内化为中国人生命

中不可或缺的仪式传统。

叶氏家族特别重视岁时祭祖。据 《叶氏广

远宗谱》（道光十一年） 记载，“吾族祭田虽少

而岁时伏腊，世不乏祀。”③祭礼遵循 《文公家

礼》，“凡一切礼文必准《文公家礼》，而或增或

损，参以时制，终不失先民之轨度。”

（一）江南叶氏传统祭礼形态

1.祭祀时间

传统社会，叶氏家族祭祖主要有六次，新

年、清明、中元、重阳、冬至与除夕。

每逢元旦 （大年初一） 时，叶氏男丁要到

祠堂上香，合祭远祖。“元旦，敬备祭品，早鸣

钟鼓，候齐拜祖，逐代参贺，新岁于祠，散

胙。”初二日分祭房族。由于家族支派众多，在

初一集体祭祖后，初二这一天分房祭祀祖先。

正月初八日，头首 （首事） 准备香烛到卯山祭

祀各处祖坟。“新正初八日，新班头首敬备香烛

火炮于卯山观、大面山各处祖坟醮祭。”初九日

到古市永宁观园内各祖坟前祭祀。

清明节是祭祖扫墓的重要节日，“清明，敬

备猪首、鹅付于各祖坟，祭扫。”

中元节建道场一昼两夜。松阳地方，道教

文化传统深厚，民间中元节祖先祭祀仪式中也

吸收了道教仪式成分。

重阳节时准备猪头、鹅一付，到各祖坟祭

扫。

冬至祭祖，历来被重视，头一天晚上要将

祭品准备好，举行集体祭祖。

除夕夜祠内燃烛，头首办礼于祖前土地前

谢年。祠堂祭祀产生费用及头首祭祀所需的开

支从族田支出。

2.祭祀仪式程序

祠堂祭祀是全族的大事，极其神圣、肃

穆，也是相当繁琐的事情。涉及到祭祀对象的

选择，祭祀的类型与日期，祭器和供品，祭告

的内容，主祭人与司事人员的职责，参祭人的

条件，等等。非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人不能

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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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氏传统祭祖仪式内容丰富，有赞词、乐

章、嘏词、迎神曲、送神曲，祭器祭品都有讲

究。

在一年当中的数次祭祖中，元旦、冬至的

祭祀活动最为隆重，仪节如下：

始祖食桌：牲体、酸菹肴核羹饭，共廿五盆。

看仪：福果、密果、乾果、时果、食果、

熟味、鲜味、野禽山兽，各五味，共五十盘。

穆昭各食桌

两庑食桌：绣花纱灯十对、珠灯五对、福

建灯五对、明角灯五对。

鸡初鸣，击鼓三通，每通一百一十一搥，

各候齐，以次入庙，质明行事。

通赞唱，执事者各司其事与祭者就位，众

昭穆分献者就位，引主祭就位，引宗子参神、

鞠躬。拜兴、拜兴、拜兴、拜兴、平身。

通赞唱，行降神礼，引赞唱，诣盥洗所，

诣酒樽所。司樽者举幂酌酒，诣香案前跪，上

香，再三灌酒，献帛，俯伏，兴平身复位。

通赞唱，行初献礼，引赞唱，诣酒樽所。

司樽者举幂酌酒，诣神位前，跪献爵，进食俯

伏，兴平身复位。

通赞唱，行分献礼，各引赞唱，诣盥洗

所，诣酒樽所。司樽者举幂酌酒诣神前，上

香，进酒，进食，俯伏，兴平身复位。

通赞唱，行读祝礼，引赞唱，诣香案前跪。

通赞唱，子孙皆跪读祝，俯伏，兴平身；

通俯伏，平身。唱奏乐，亚献礼；奏乐，终献

礼；奏乐，通赞唱，行受胙礼，引赞唱，诣香

案前跪，啐酒受胙。俯伏，兴平身复位。通引

拜兴、拜兴，平身。

通赞唱，辞神，鞠躬，拜兴、拜兴、拜兴、

拜兴，平身，彻馔焚瘗，读祝者捧祝，执帛者捧

帛。引赞唱，诣焚瘗位，通唱礼毕。阖椟。

仪式过程中使用的乐章：

初上歌：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

为，我蓺黍稷。我黍与与，我稷翼翼。为酒为

食，以享以祀。

再上歌：洁尔牛羊，以往蒸尝，或剥或

烹，或肆或将，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

皇，孝孙有庆。

三上歌：礼仪既备，孝孙徂位，工祝致

告，神具醉止，诸宰君妇，废彻不迟。诸父兄

弟，备言燕私。

迎神曲三章：神渺漠兮山之幽，瞰松峰兮

俯清流，盼亲亲兮左右，兹庙宇兮淹留。神之

临兮如在，眷我后兮不穷，以爱沛遗泽兮横

流，畅威灵兮无外。洁尊兮肥俎，笙歌兮象舞

嗟！莫报兮神之佑，神欲下兮俨若思，风瑟瑟

兮洒雨。

送神曲三章：山之阳兮水之浒，神降集兮

卯峰土，旨酒湛兮满觞，神之归兮何许？龙神

兮里门，幡盖兮缤纷，顾旧居兮一慨，越宇宙

兮无邻。无邻兮奈何？田园在兮生植嘉，信元

功兮不宰，犹仿佛兮山阿。

祭祀时要使用专门的祭器，大香炉、大净

瓶、磁炉、磁瓶、石香炉、地台、香盒、祝

板、茅盘、盥盘及架、脱巾并架、酒樽、幂、

匙、饭盂、驼盆、爵、碗、碟、筋、元宝桌一

座、长祭桌十张、方桌三十张、香几五张、茶

几十六枝、校椅廿四枝、眉公椅四十枝。

此外，叶氏族人对祖先的祭祀，除了岁时

祭祀，每逢成年礼、婚礼、添丁，族人都要选

择初一或十五，在祠堂祭祖。

（二）当代江南叶氏祭礼的重建与创新

江南叶氏卯山祭祖仪式在二十世纪后半期

曾经中断，直至2016年才得以恢复。早在2006

年，松阳本地开展了叶氏家族文化研究工作。

当时成立了卯山文化研究会，叶增旺任会长，

叶平、叶祖林、叶世钧任副会长。该研究会主

要工作之一是对卯山叶氏历史文化进行研究，

主要由叶世钧、叶平负责，先后出版了 《松阳

卯山·叶姓发祥地》《卯山文化》 等著作和杂

志。2007年起，每年有专家、学者、叶姓宗亲

到松阳卯山观光考察、寻根祭祖；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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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山文化论坛举办；2015年，叶姓家族成立浙

江省叶氏宗亲会，具体负责叶氏家族文化研究

和家族活动的组织策划。

1.2016年第一次清明集体祭祖活动

2016年，江南叶氏家族中断数十年的集体

祭祖活动得以恢复。此次祭祖活动由叶平负

责，据他口述，2015年下半年，一些叶姓年轻

人聚会时邀他参加，表示有意愿组织集体祭

祖。祭祖地点为江南叶氏开基祖叶望公墓前。

据 《叶氏广远宗谱》 记载，叶望 （公元 152-

217年） 是叶姓始祖叶公沈诸梁的二十二世孙。

东汉建安二年(公元 197 年)从青州(今山东益都)

启程南迁，到了丹阳的句容 （今江苏镇江东

南）。当时又逢孙策为统一江南与少数民族发生

战争。叶望在句容难以立足，又辗转迁居到松

阳卯山。直至1987年，叶望墓被考古发现，卯

山叶氏才确认叶望为江南始祖。之前，叶氏家

族根据族谱记载，虽知江南始祖是叶望，但不

知具体墓址。1987年卯山山麓的东角垄村西社

庙山的一座古墓被盗掘，出土西晋“元康七年

七月三十日叶家富贵”纪年砖，还出土了青瓷

虎子及青瓷盘口壶、铜镜、谷仓、碗、水盂等

文物，附近还发现大量古墓葬，1989年松阳县

政府将社庙山定为“晋至南朝的古墓葬群文物

保护点”。近年，又出土了“建安昭宝叶”纪年

墓砖、青瓷虎子、五管瓶、水盂等汉代文物。

叶平认为这些文物的出土，说明了四个问题：

一是出土古墓砖上的铭文“昭宝叶”及“叶家

富贵”，证明墓主人应是“叶”姓；二是古墓均

有青瓷虎子出土，说明墓主人是男性，因虎子

是男性日常生活器皿，俗称尿壶；三是纪年铭

文墓砖及出土文物档次较高，证明墓主的社会

地位和富有状况；四是“建安”“元康七年”的

纪年砖，证明两墓主分别在汉末献帝建安年间

去世和在西晋第二个皇帝惠帝司马衷在位间去

世。由这些出土文物可以判定，早在东汉建安

年间就有叶姓祖先生活在松阳卯山附近④。

此次祭祖，原打算邀请2000人参加，但由

于叶望公墓前空间有限，无法容纳2000人共同

祭祀，同时考虑到山路崎岖，必须保证参祭者

的安全问题，组委会决定参祭人数限定为 600

人，而祭祀当天实际人数超过1000人，很多本

地人虽未报名参加活动，但是知道举办活动后

自发前往祭祀⑤。

2016 年 4 月 8 日，来自浙江省多个市县、

北京、上海、江苏、辽宁、贵州、福建、河北

等地的叶氏宗亲在叶望公墓前举行了“叶氏江

南始祖叶望公清明祭典”活动。上午九时，祭

祀司仪叶平宣布叶氏江南始祖望公祭奠开始，

九旬老人叶永进宣读祭文，浙江省各祭祖团推

荐的七名主祭人肃立望公墓前代表浙江叶氏宗

亲向望公三拜，行上香礼。

祭祖典礼结束后，叶氏族人纷纷拍照留

念。中午，在新天地休闲山庄举行午宴，各地

宗亲捐款重修望公墓园和望公祠亭。

2.2017年江南叶氏秋祭大典

2016年清明祭祀活动受到了叶姓族人的普

遍赞扬，也得到了世界叶氏联谊总会的肯定，

提升了江南始祖叶望公的认同度，叶氏家族认

为有必要将这一活动继续下去，传承叶氏家族

岁时祭祖的优秀传统。

（1）文化空间的多重考虑

与2016年墓祭地点不同，2017年祭祖选择

在卯山上俭公祠与天师殿之间的空地举行，原

因是此次祭祀活动参与人数将超过1000人，叶

望公墓前的空间无法容纳。受物理空间所限，

此次活动的文化空间转换到了俭公祠与天师殿

之间。在叶氏家族发展史上，俭公祠里供奉的

叶俭与天师殿里供奉的叶法善都是叶氏祖先，

且都是家族名人，具有标志性符号意义。文化

空间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始祖到家族名人

的转换。虽然这种转换的发生并非是出于主观

意愿，但也是经过叶氏组委会慎重选择的结

果，反映出当代叶氏族人对家族发展历史认同

的两个维度，一是先赋的血缘传承关系，始祖

叶望凭借此原因成为最佳祭祀对象；二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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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度的考量，叶俭、叶法善因此能够成为仪

式中出现的关键人物。

（2）祭祀时间的现代选择

按照传统祭礼要求，每次祭祀祖先都有明

确的时间规定，并且书写在家谱中，无故不能

更改。到了现代社会，作为三大祭祀性节日的

清明成为 2016 年叶氏祭祖活动举行的时间选

择，但是 2017 年并没有沿袭这一时间选择。

2017年叶氏祭祖时间是9月29日，这次祭祖活

动原本安排在10月或11月，后因文化部传承人

研培班在9月份举行，故将时间提前，以作为研

讨班的活动项目之一。在访谈中笔者了解到，

除了研培班的突发性事件的影响外，叶氏家族

集体祭祀时间期望放置在10月或11月，主要是

考虑到气候的影响，春季清明时节多雨，2016

年祭祀就是在蒙蒙小雨中进行，给祭祀活动带

来不便，为了避免天气原因带来的影响，祭祀

活动选择在秋高气爽的秋季举行，同时，按照

松阳本地的习俗，素有春秋二祭的习惯，秋季

祭祖也符合文化传统。

从2016 年清明祭祀，到2017 年9月祭祀，

叶氏家族目前尚未明确祭祖的时间，这种情况

既受礼仪重建过程的直接影响，实际上也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祭礼的神圣性。

（3）祭祀共同体的扩大与泛化

此次江南叶氏祭祖由世界叶氏联谊总会福

建省联谊会、安徽省联谊会、江西省联谊会和

浙江省联谊会共同主办，由北京市、上海市、

辽宁省、陕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宗亲联谊组织协办，

并由浙江省联谊会、浙江松阳卯山文化研究

会、浙江松阳月宫调音乐研究会承办。

卯山是江南叶氏祖居地，也是江南叶氏发

源地，对叶望公的祭祀活动不仅是松阳县叶氏

族人的责任与义务，也是其他地区江南叶氏后

裔的责任与义务。从血缘发展来看，江南叶氏

是中华叶氏的一个分支，其活动与世界叶氏联

谊会联系密切。近年来，随着家族活动的不断

推进，卯山叶氏已经加入了世界叶氏联谊总

会，并参与了活动。江南叶氏在各地的分支也

纷纷建立联谊会，负责该地区叶氏族人的联络

和活动组织工作，同时以地区联谊会为单位，

参加其他地区的叶氏家族活动。

作为卯山叶氏祭祖的东道主，浙江省联谊

会自然成为承办单位，同时此次祭祀活动还邀

请了卯山文化研究会和月宫调音乐研究会参

与。卯山文化研究会的成员虽然不都是叶姓，

但是研究会长期以来致力于卯山叶氏文化研

究，在祭祀礼仪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

可以为祭祀活动的举办提供理论帮助。

月宫调音乐研究会参与此次祭祀活动，一

是由于该研究会的主要负责人邱建平长期致力

于卯山叶氏家族文化研究，在叶氏家族礼仪方

面积累丰富；二是由于祭祀活动设有月宫调演

奏环节。祭祀音乐是此次祭祀活动的一大特

点，在祭礼的多个环节都有音乐。按照 《叶氏

广远宗谱》 记载，叶氏祭祖过程中有音乐，但

是并没有具体的乐谱记载。邱建平本人长期从

事民间音乐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在松阳县一些

村落中发现了月宫调这种地方传统音乐。

（4）祭祀主体的显著增长

作为文化空间的主体，叶氏族人是此次祭

祀活动的主要参加者。笔者在对叶平的访谈中

了解到，叶氏族人对卯山祭祖活动的参与性非

常高，2016年有近千人前来祭祖，2017年人数

继续上升，远远超过接待能力，最后不得不限

定人数，按照地区给定参祭名额，省外代表名

额230名，福建省30名，江西省20名，安徽省

30名，北京市10名，上海市10名，辽宁省20

名，陕西省 20 名，河北省 10 名，湖北省 20

名，湖南省 10 名，广东省 20 名，贵州省 10

名，广西壮族自治区10名，海外10名⑥。

虽然这是组委会所能接待的最上限，但是

还是有很多人多次来电话，希望增加名额，让

更多人来参加祭祀活动。实际上，当天参加祭

祀的人数超过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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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祭祀经费来源扩大

作为祭祀活动的物质基础，祭祀经费的收

取是为了保障祭祀活动的顺利进行。当代家族

已经没有了传统祭田的收入，祭祀经费均需要

自筹，卯山叶氏祭祖经费也主要出自叶氏家族

内部。自2016年起，参加祭祀活动收取活动费

每人 500 元，主要用于购买祭祀用品、布置场

地、车费、伙食费等。除了固定的人头费外，

祭祀活动还接受族人的捐献，数额不等。有些

族人直接捐钱，有些族人以实物的形式进行捐

献，如 2017 年祭祖时，一位叶氏族人捐款十

万，一位捐款一万，某宗祠集体捐款五万，贵

州茅台镇一叶氏老板捐叶氏茅酒 50 箱 （300

瓶），杭州一叶氏族人捐200瓶叶府家酒，安徽

黄山一叶氏族人捐助黄山竹滴矿泉水 2400 瓶，

淳安一叶氏族人捐助饮料1000听，温州一叶氏

族人主动承担了祭祀场地的布置费用。据组委

会统计，每年收缴的人头费和接受的族人捐资

足以支付祭祀活动中的各种支出。笔者在对参

祭人的访谈中了解到，500元的活动费对他们来

说是可以接受的，并没有过多的经济压力。

（6）祭礼仪节的现代传承与创新

作为叶氏家族的文化传统，祭礼规范十分

严格。民国时期编修的 《叶氏广远宗谱》 中有

《祀典篇》，详细地记载了祭祖活动的主要内

容。但是由于祭礼中断了数十年，2016年举行

清明祭祖时，仪节设定方面较为简单，并没有

按照 《叶氏广远宗谱》 的程序进行。在经历了

一年的准备后，2017年祭祖活动依照《叶氏广

远宗谱》的程序举行。

2017年叶氏祭典，在2016年的基础上增添

了统一服饰、道教音乐、道士表演、童声朗诵

家训、望公宴等新元素，祭祀严格根据 《叶氏

广远宗谱祭祀篇》里的祭祀流程。

在祭祀服装方面，为了突出活动的组织

性，也为了强化认同感，此次祭祖的主要参加

人员统一穿蓝色 T恤，前面印有叶氏标志，背

后写着“江南始祖望公秋祭大典 2017”字样，

并佩戴黄丝带。同时，主祭和副祭等需要登台

的族人统一穿汉服，源于叶望是汉代人，作为

时代标志性服饰，汉服更具历史文化特色。

在祭品准备方面，主要有五谷——五谷丰

登，人丁兴旺；五果——风调雨顺，国泰民

安；糕点——多子多福，世代荣昌；山珍——

高山仰止，寿比南山；海味——四海一家，福

如东海；三牲——六畜兴旺，丰衣足食；木雕

八仙、福禄寿、金童玉女；铜铸十二生肖——

举国繁荣，百业同贺。三牲今年用的是全羊、

全猪和鹅，没有牛。在 《叶氏广远宗谱》 中，

记载祭品共计七十五种，但是时代变迁，现在

无法全部恢复，只能部分继承，其中最主要的

全羊和全猪一定要准备。

本次祭祀活动的一大特点是月宫调演出，

邱建平根据 《叶氏广远宗谱·祀典篇》 里的记

载，恢复了五个乐曲，一是叶氏家族祭礼主体

音乐，用于仪式开始时，唱初上歌 （讲述的祖

先到卯山开疆辟土）、再上歌 （讲述的是祭祀祖

先的场景）、三上歌 （讲述的是祭祀完成后的家

族宴的热闹场景） 的伴奏音乐，乐器有钟、

鼓、琴、瑟、笙、箫、管、笛、板、祝、磬组

合，庄严肃穆、气势恢宏。该曲是松阳地区传

统道场仪式上的音乐。另外还有上香台、敬酒

调、迎神行路曲和送神曲。

道教仪式。松阳本地道教文化十分厚重，

道教仪式在丧祭典礼中都有使用。祭祖活动开

始前有文道士清场、武道士表演，展示居家道

士的风采，为先人超度亡魂。

童声诵读家训。松阳叶氏历史上出了一位

名人——叶梦得，叶梦得的 《石林家训》 广为

传颂，叶氏家族也十分重视家训的传承，此次

祭祖过程中，为了强调家训的重要性，也将儿

童吸纳到祭祖典礼中，组委会设置了童声诵读

家训的环节，希望借此达到家训传承、文化传

递的目的。此次朗诵家训的18个儿童都是古市

镇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他们在学校经过培训，

由老师带队前来参加祭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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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祭、副祭的选择。按照传统祭礼规定，

每次祭祖活动都有主祭人代表家族向祖先致

祭，但是本次祭祀活动在主祭人安排上进行了

调整。由于参祭者来自不同省市，无法统一推

举主祭人，最后只能每个地区选择一个主祭和

副祭，上台献礼，主祭、副祭共计三十余人，

分三批上台献礼。

祭文的宣读。在祭礼典礼上，作为与祖先

进行沟通的重要的文字表述，祭文历来承载着

神圣的使命。不仅祭文的撰写受到家族的重

视，同时宣读祭文的人也被认为是家族的代表

性人物。

祭奠仪式后的聚餐是历代的文化传统。在

叶氏家族，2016 年祭奠之后，举行了集体聚

餐。2017年聚餐时发生了新的变化，组委会将

此次聚餐命名为“望公宴”，意在恢复古礼“以

饮食亲宗族兄弟”。此次聚餐共设 83 桌，每桌

10人。

二、祖先祭祀与乡土文化传承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祭祖是最盛大的家族

庆典，是岁时生活的重要构成，同时也是基层

社会自我秩序调整的重要方式。每逢岁时节

日，人们就会在神圣的氛围中虔诚地奉献与叩

拜，但中国人祭祖与西方人信仰宗教不同，它

不仅是仪式行为，更是礼义的具象体现。中国

人在祭祖过程中融入了自己对祖先的崇拜、感

恩、怀念等复杂情感，人们通过跪拜、进献，

确认了自己的孝子孝孙身份，开始承担起一份

延续家族历史、传承乡土文化的历史责任。

（一）传承孝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孝的伦理观念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

要精神基因，是中华文化的价值内核之一。”⑦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和核心，孝道既是做

人的准则，也是安身立命之本。孝不仅是百行

之首，也是百行之先，百行之本。

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对于祖先

的祭祀活动都是彰显孝道的神圣仪式行为。人

们通过定期的祭祀仪式来表达自己对祖先的孝

敬、对家族伦理的认同和坚守。古语云“祭祖

以隆孝”。当代祭礼重建的外在表现形式呈现多

样化，但作为精神核心的孝道伦理没有改变。

孝道仍是塑造中华民族集体品格和个体人格的

重要文化资源，对内是个体事功之源与修身之

道，对外是治国之器、教化之本。

（二）重温亲情，促进基层社会治理

地方社会是一个朝夕相处的人情礼俗社

会，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爱，有利于地方社会的

团结与和谐。祭祖礼仪是凝聚族人的重要方

式，是促进家族团结、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

叶氏对血缘家族的认同促进了卯山祭祖礼仪的

恢复和发展，而祭礼的实践又强化了叶氏族人

对血缘家族的认同。一年一度的家祭礼仪使得

家族得以有效运转，也给叶氏族人提供了彼此

熟悉、交流的契机。他们利用祭礼的纽带作

用，实现了家族共同体的团结。由于家族成员

之间先天的血缘关系，加之人们对血缘关系的

认同，族人之间更容易建立彼此信任感，在情

感上互相交流，也在生活上互相帮助，这样每

个人都以积极的心态参与到家祭礼仪中，不仅

实现了家族血缘共同体的内部的团结，而且个

人心态的平和、心理的健康，以及物质生活的

稳定也将大力助推基层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传承历史，加强地方文化建设

从文化的视角来观察，家族是一个充满生

机的地方文化衍生体。家族历史的发展不仅是

血脉传承的历史，也是地方文化积淀和延续的

历史。卯山祭祖主要祭祀对象是江南始祖叶

望，同时对叶法善、叶梦得、叶挺、叶剑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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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氏名人进行宣传，并专门设置了童声朗诵叶

氏家训的环节，这样的祭礼仪式是为了纪念对

国家、社会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歌颂他们的

历史功绩以及崇高的道德品质。对于叶氏家族

来说，这些人是他们的祖先，具有血缘关系；

而对于松阳地方社会来说，这些人都是地方名

人，是地方文化孕育的结果，并深刻地影响了

地方文化的发展。岁时祭礼对他们的祭祀与颂

扬，不仅能强化叶氏族人的文化认同，也能强

化地方文化认同，进而推进地方文化建设。

（四）强化社区认同，推进非遗保护

当代江南叶氏祭礼重建过程中，不断加大

社会融合，在最大限度内调度地方文化资源，

扩展祭礼的参与群体，将不同姓氏人群吸纳进

来，努力打造地方文化名牌，实现该社区主体

对地方历史文化的高度认同感和荣誉感。从

2016年、2017年祭祀活动的参与人数、地域覆

盖范围两者均呈增长趋势来看，卯山祭祖获得

了江南叶氏族人的高度认同和参与。同时，需

要指出的是，松阳本地的其他族姓人也参与到

其中。2017年祭祀活动中，月宫调乐队、执事

人群、参加朗诵家训的小学生等都有其他姓氏

人参加。从参与主体上看，叶氏族人无疑是本

次祭祀活动的主要参与群体，但是非叶姓人也

积极参与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卯山祭祖获

得了江南叶氏族人和松阳本地民众的高度认

同，并进行了积极的实践。因此，江南叶氏祭

祖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被当代人所传承和

使用，已经成为叶氏族人及松阳本地人日常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结语

作为松阳地区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叶氏

祭祖不仅是叶氏族人寻根问祖的仪式行为，也

是松阳地区乡土文化传承的重要依托与载体。

叶氏是松阳大姓家族之一，长期以来形成了尊

祖重祭的文化传统。传统社会中，七十余座叶

氏宗祠遍布于松阳大小乡村，成为叶氏族人岁

时祭祖、凝聚族众的重要标志。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以来，尚有三十余座叶氏宗祠被保存，并

部分重修。近年来，在叶氏家族文化传承人、

乡贤、地方政府等多方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卯

山祭祖、桐溪叶梦得宗祠祭祖等岁时祭礼得以

重建，并呈稳定发展趋势。2016 年、2017 年

的卯山江南叶氏祭祖庆典已经逐渐发展成为松

阳地区影响最大、仪式最为隆重的庆典活动。

卯山祭祖以叶氏族人为主要参与群体，又因

“无叶不成村”“无叶不成家”的缘故，叶氏祭

祖吸收了很多其他姓氏人群参与。同时，因叶

法善、叶梦得等叶氏家族名人的历史影响，叶

氏祭祖已经超越了叶氏家族祖先祭祀的范畴，

发展成为松阳地区重要的区域文化实践活动。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江南叶氏祭祖承载着传

承孝道、重温亲情、传承历史、强化区域文化

认同等多重功能与价值，为松阳地区乡土文化

的良性传承提供了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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