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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天经地义的。
男性娶妻谓之成家立业，女子出阁谓之嫁。我们国家
幅原辽阔，各地婚俗有很大差别。就我们沁县而言，
也是十里乡俗大不同，这里只能谈谈县城以北的一些
婚嫁习俗，以供参考。

结婚，一般分提亲、交换婚书 （庚书）、送聘礼、
择日、迎娶、道喜、回门七个阶段。

提亲，沁县古语：“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
不成亲。”即男方以口头方式请媒人去女方家提亲。

交换婚书，如女方同意俯婚，再备礼去女方家求
婚。之后托请媒人问及女方年庚,与男方生辰共作请阴
阳先生合婚。婚姻是人生大事，认为男女结合将决定
一生命运。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就非常重视择婚合婚
之举。如属相合婚、八字合婚、宫度合婚、五行命运
合婚等等。

其实合婚有一说法，就是由于古代男女授受不
亲，结婚娶亲，双方多半没有机会看到对方，更不用
说了解对方的性格、脾气和品德操行了，所以在提亲
过程中，男人必先请人看看女方的命相八字，而女方
对于女儿的婚姻大事也从不马虎，对男方的命相八字
也要请人认真推算。一般男方要求女方命相八字要旺
夫益子；女方看男方命相八字要贵,得中和之气,不偏
不倚、其寿必长。

确定可成婚之后，再把结果通知女方，并备礼到
女方家决定婚约，交换婚书 （庚书），庚书男用红纸，
女用绿纸，谓之红男绿女，表皮写庚书二字。正文，
男：乾造某某年某某月某某时生。女：坤顺某某年某
某月某某时生。表明婚约已成。

送聘礼：聘利的多少根据年代的不同,数量也随着
变迁发生变化。送聘礼后，便完成了成婚阶段的重要
礼节。

择日：男方再次选择结婚 （迎娶） 的吉日良辰，
备礼到女方家，递上迎娶帖，征得同意后，在指定的

日子里迎娶新娘。由于过去以此习俗这些人们已渐渐
感到繁琐，所以婚议的程序也越来越简单，这些繁杂
的婚姻礼仪已多不用。

迎娶：婚日是举行正式结婚典礼的日子，仪式相
当隆重。一般比较富裕的人家，头一天晚上，吹鼓手
要来家吹打，谓之暖房，这一习俗在二十世纪六十年
代已废除。正式典礼这一天要动用不少人，除贺喜的
亲朋好友外，以及炮手、旗手、灯笼人员组成庞大仪
仗队，外雇的轿夫、吹鼓手等。现时比过去有点改
观，但村里的街坊邻居、亲戚朋友、炮手、男伴郎、
音乐团、小汽车七八辆是必不可少的。所经之处磨、
碾、水井、桥口等等于结婚不利之物用红纸遮严是不
变的。这一天，新娘穿戴一新，十字披红，光光彩
彩。有的新娘则头戴钗耳环，珠串花镝，也有头戴凤
冠的，反正是满头珠翠，上衣着红艳锻绸服，下穿准
闺裙红裤，脚穿红绣鞋，浑身上下全部着红。临上轿
还要用一块红头巾将头蒙起来，其意思是为喜庆的婚
日增加美艳，欢快喜庆气氛，红含吉祥瑞气，婚后美
满幸福，红色属火，火可避邪。

这一天，男女双方都早早起来，放炮吃饺子，谓
之谁吃的早，以后就得听谁的。吃过早饭，迎娶队伍
便可上路出发，旗排扇一行人等簇拥着红、绿两顶小
轿。去时新郎坐红轿，男伴郎坐绿轿。返回时，红轿
让于新娘，新郎改乘绿轿。 （过去讲究，灰扒 （抬箱
子的） 实际上是娘家的陪嫁，等迎亲的人走后才进
村，婆母要翻板箱，表示人家从此大翻身，一天比一
天好。六、七十年代比较贫穷，先由男方在出嫁前一
天把衣箱及出嫁时置办的衣裳、被褥等送到娘家，
（实际上是装门面），再由娘家在娶亲当天让人抬到男
方家，男方要等女方嫁妆到后，才匆忙从嫁妆箱内取
出衣裳穿上去迎亲。所以，从六、七十年代起就不在
讲究非迎亲的出村灰扒再进村了。随着社会的发展，
抬嫁妆已成为历史。后来改为工具车拉。近几年，娘
家陪嫁改为人民币，让孩子们缺啥添补啥，反正满大
街都是流行的东西）。

迎亲的队伍浩浩荡荡、前有炮手开路，含有驱鬼
镇邪之意，紧接着是音乐团，多面绘有龙凤图案的旌
旗，成双成双的纱灯，威风凛凛的仪仗队的后边是花
轿，轿车及送亲的宾客。

现时，娶亲已不乘轿，几乎所有人家都用小汽
车，少的七八辆，多则十几辆，根据自家情况决定数
量的多少。不过第一辆和最后一辆小车讲究是白颜
色，谓之白头到老。数量也必须是成双数，谓之成双
配对。这一天，吃过早饭，也是先炮手，后音乐团，
迎亲车后面是其它迎娶的车辆。炮手每过一个村庄都
放炮。到了新娘家，有些地方有小舅子抢姐夫帽子或
藏鞋习俗，所以新郎进了门就把帽子藏起来，装在身
上，鞋不脱上炕。现时，新郎大部分已不戴帽，吃饭
也已不上炕。男伴郎则跑前跑后和女家人商量一些可
注意事项。炮手准备放炮 （因新娘开脸得放炮） 吃午
饭，除了吃盘盘碟碟一大堆外，男女双方主食必须是

男方家给蒸的马马、兔兔，哪怕只是吃一点点，但必
须得吃，谓之欢马马、跳兔兔之意。女方中午只吃母
亲给煮的鸡蛋及兔兔的嘴，也就是一小口，既解渴又
耐饥。吃过午饭开始出发。新娘的本家哥哥要抱着新
娘上轿，意思是不想让带去家乡的土 （因为过去人认
为土是人的命根子，根本），还有的地方新娘在脚底
下粘一层红纸，上轿后再扒去。新娘上轿或上车后，
娘家母亲绕车正传三圈，表示对闺女留恋之意，闺女
上轿后车倒三下，表示谢意，然后才起身上路，父母
亲要送到百步以外。到了半路上路过村庄，如果有娘
家亲戚之类，要端下马面，所谓下马面就是粉条或面
条一碗，意思是下次路过，这村有一亲戚沿途可以歇
歇脚等。

新娘迎娶到家后，要由本家婶娘（也叫引媳妇的）
引导新娘媳妇下轿下车，有的媳妇不下轿，还要给媳妇
戒指之类，谓之下轿钱。然后由婶娘引入院中，婆母这
时要手拿拴红布笤帚扫轿，扫完用衣襟包着土倒入屋
内四角，谓之媳妇带来祥瑞之土之意。随即，婶娘要向
轿或车撒麦麸、干草节等。为什么要撒麸撒料？有一个
美丽的传说。（相传古沁州东方有一个村叫桃花沟，因
满沟盛开桃花而得名。桃花沟有一奇女子称桃花女，她
精通阴阳幻术，与隔河相望的周家坡一名周姓男子同
善其术，但因该女累破其术，周姓男子便忌恨桃花女，
故欲娶桃花女为妻，以术魔死而解其恨。尽管桃花女誓
不从婚，然终究难以违命屈就成婚。准备在嫁娶时破其
毒计法术。桃花在上轿前，于轿门两侧悬挂桃弓柳箭，
以防邪魔入轿，并用木斗在轿内藏贮麸料，以备擒拿牛
精马妖，轿到门前，周姓男子按预先的计谋，派牛精马
妖到轿前，想乘桃花下轿之际将她吃掉，但桃花因事先
已识破了他的诡计，早有防范，故先不出轿，而是将准
备好的麸料撒于轿前，牛精马妖见到食物，争抢着去
吃，把主人嘱托的大事早已忘却，桃花乘此机会下轿进
家门。当桃花走到门口时被牛精马妖发觉，奋起直追，

桃花抛出杆草马鞍，牛精忙着去吃草，马
妖以为桃花要捉拿它，吓得逃之夭夭，最
终被桃花一一破解，所以留下了撒麸撒
料等有关习俗）。边撒边念，一撒麸、二撒
料、三撒新媳妇下了轿，进家门时边撒边
念，四撒金、五撒银、六撒新媳妇进了门。
进了院，首先要向天地及爹娘亲戚拜礼，
天地桌布置一新，桌上摆有斗，内放枣、
麸、黑豆、小米等，还有婚供，含有敬天
地、报思衍之意。先拜天地，再跪拜爹娘
家族内亲友及长辈。跪拜仪式一般都由
司仪主持。跪拜完毕，新娘被拥入新房。
新房多有讲究，屋内红烛高挑、昏暗的长
命灯，以及墙上挂一些婚画，多为“龙凤
呈祥”“观音送子”等。一些年轻人马上把
窗户纸打破。（意为不打破生下娃娃没屁
眼）实为看新媳妇未看够。新娘进入洞

房，一般要坐在炕上，面对屋角处，有一种说法是生长
学生之意，然后男持弓箭四射屋角处，谓之驱五毒，再
用五色线撒向新媳妇，说是刹其性格，以敬公婆。然后
用秤杆把新媳妇盖头挑下，谓之称心如意。

现时，新媳妇迎娶到家后，由本家婶母引下车，下
车或轿钱给壹仟零壹元，谓之千里挑一。然后母亲扫轿
车，进院时，围观者把一些纸屑撒向新娘，然后由司仪
主持，先拜天地，后拜爹娘。不过大都是鞠躬了事。然后
婆婆或婶娘在新娘进入洞房之前要上香，供奉姥姥蒸
的长命饭等。长命饭，在这一天，姥姥就要打发两个人
用食篦抬来，蒸的有鱼滚莲、富贵图等等吉祥面物。取
富贵有余之意。

新郎新娘进入洞房，按旧时风俗，认为谁先说话谁
低下，因此，双方竟相不语，以臻形成僵局，有甚者竟戒
言几年。还有谁先关门谁管谁，以致二人抢着关门。还
有谁先吹灯谁先死一说，故使油灯通夜不灭。屋中炕上
有娘家陪来嫁妆被褥等，放时谁家放在下面就压住谁
家，所以有新媳妇进门看见自己娘家被褥被压得话，有
搬倒之一说。还有屋内两支红烛高挑，有一支快燃尽
时，一齐吹灭，有双双到老之意。

现时，先由音乐团一敲大锣者，边敲边进入洞房，
转一圈，谓之驱赶邪气 （因为婚房过去人认为是“空
房”，怕藏邪气，邪妖等怕锣声。）出去后，新郎新娘进入
洞房，一般吃饭就安排在新房，由一伙同辈人相陪，还
是除四盘八碟外，新郎新娘主食是马马、兔兔。吃不完，
下顿再吃，直到吃完为止。

这一天，男家要大摆酒宴，宴请女方宾客及众亲邻
好友，亲邻好友要上礼，礼数根据各家情况而定。女方
宾客要男方家舅舅陪席，陪酒者千方百计设法劝酒，大
呼小唤，猜拳行令，整整折腾半天，到天黑拉回醉客为
止。这一天，族人各家均熄火停灶，到婚家集体吃饭，大
的家族婚队人数可达百人乃至千人。

过去婚房被褥一般人家多为自织的粗布，后来发
展为洋布、绸、锻等，结婚或陪嫁用的被褥多数人家是
婚前几天做，请邻家儿女双全的针线高手来做。除絮入
棉花外，有絮入枣、豆、五色物者，意为早生贵子。最后
做成要四个妇女分别缝四角等。

忙活了一天，直到帮忙的人散尽，除留下自家人及
乱新房的后生们外，婆母及婶娘两
人才为新人完成最后一项议程。拌
儿女疙瘩汤，一人拌，一人手拿盛
面升，边敲边念，

梆梆，
敲升的，
不过三年抱孙子嘞，
左手拌疙瘩，
儿女一不沓，
小嘞会念书，
闺女能纺花，
新郎喝了它，

工作顺沓沓，
新娘喝了它，
手巧会绣花，
你喝我也喝，
和睦闹人家。
洞房花烛夜，
最美疙瘩汤，
待到一年后，
媳妇抱着娃，
女婿牵着马，
欢欢喜喜走娘家。
现时，除了乱媳妇外，疙瘩汤还是要喝的。还有的

是倒坐门槛，念法和过去大不一样（过去念左手拌疙
瘩，男左女右，本身就是把女子放在不平等地位），现
在，有人这样念：

梆梆，
敲升的，
不出三年抱娃子，
左手拌疙瘩，
儿女就生俩，
儿子考清华，
闺女念北大。
睡觉前，本家兄弟、妹子送砂盆，过去里面放馍、核

桃、红枣，用红纸糊盆口。现在放喜馍一盘，红布包好，
拿出放最高处。送砂盆时，同辈姐妹乱嫂子，口念：哥哥
嫂嫂开门来，小姑或小弟送进砂盆来，红纸蒙口拳戳
开，侄儿男女跟出来。

第二天新郎新娘起来，重新给公公婆婆行磕头礼，
婆母送红包，红包多少根据自家情况定。上午给先人上
坟，表示家里添人进口，中午在婶娘家吃喜面等。

道喜有关道喜，有个美丽的传说，大约在明末清初
之至，城里一杨姓大户人家和城南一王姓大户人家处
了亲。婚日那天，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可等到一群同辈
小伙把新娘涌入洞房后，才发现新娘变成了两个，一伙
人目瞪口呆，把送亲的娘舅及叔叔兄弟都叫来，也难分
真假，这可怎办，只好等送亲的人吃过饭，匆匆往家赶。
（这就是过去留下来送亲不在亲家过夜的原因）回到家
里和闺女她爹妈一学说，他们心里也着急，但也没什么
好办法，只好等到天亮再说。这里娶亲的这家半夜给乱
媳妇炒上菜，摆上酒，乱媳妇乱到第二天清晨（这就是
过去留下来乱媳妇的原因）。这里媳妇她爹妈一晚反过
来掉过去睡不着觉，为第二天上新亲家门找理由，最后
还是老婆子想了一个让老汉给闺女梳头的主意，（在家
就隔三差五给闺女梳头，闺女出嫁，再给闺女梳一次
头，让女婿家顺顺当当）一大早，脸也顾不上洗，怀揣木
梳急匆匆赶往女儿家，亲家这头也是心急火燎一晚没
睡觉，早早已经等在大门口外，女方这边亲家说，我是
给亲家道喜来了，男方这边亲家也说同喜同喜，一边说
一边双手拉住亲家手就往媳妇屋里走，一进屋，乱媳妇
的都住了手，老丈人心里非常着急，表面上很平静地
说：“闺女过来，让爹给俺孩梳梳头”。这时，假新娘眼看
事情要败露，扒开众人冲出门一溜烟走了，两亲家及众
人立即就追，一直追到村外，假新娘一闪身进了村外一
座寺院，这时寺院住持刚刚起床未及上早香，听到有人
叫门，把门打开众人把事情一诉说，道长听了后说：“肯
定是西厢房的站厢神作怪，这位尊神经常不守清规，化
作少女外出作乱已有过几次”。众人一同赶到西厢房果
然发现站厢神塑像头上还有汗水，道长立即拿来一大
铁钉及锤子，用铁钉钉在站厢神脚上，口里一边说：“再
叫你出去作乱，你再作乱”。从此以后就有了道喜的说
法，也有了不让留头闺女进新媳妇洞房的传说。

回门院第三天，新郎及新娘回娘家，谓之认亲，新娘
家炒四盘八碟，请自家兄弟等陪席，主食吃饺子，嫂子
及其他人给饺子里包辣椒等，乱新女婿取乐，新女婿郑
重其事给丈人及丈母娘磕头，丈母娘给女婿送红包，送
多少也是根据各家情况而定。

婚后的第一个春节也有讲究，新女婿到女方家拜
年，选择的日期应该是双，一般是初四，夫妻同来同往
要连续三年。正月里，本族家要请新媳妇吃饭，以便进
一步了解、熟识、增进情感。一般新媳妇住到十五前，要
回娘家过第一年的元宵节。这一天早上连闺女在内把
烧香供奉的枣山每人一块切开，以示包括闺女在内的
团圆节。如果过十五不回娘家，娘家要和本家叔叔大爷
及一些至亲好友送十五，送十五枣山是娘家必备之物，
另外还有其它礼品，其他亲朋好友就不需讲究了。这一
天婆家要大摆宴席，因为这是娘家亲戚第一次上门，并
邀请自家亲朋好友作陪。新媳妇在娘家住满百日，是一
定要回婆家的，同时奉上给公公婆婆等人所做的“百天
鞋”，主要是想让公婆验证一下自己的针线活功夫，但
不白做，送鞋之后，公婆一般都出钱，以表示对新媳妇
的奖赏。

现在我们提倡新事新办，反对铺张浪费，提倡移
风易俗，破除封建迷信，有不少青年夫妇变为旅行结
婚或举行集体结婚典礼，还有的利用节假日举行朴素
的结婚仪式，也有的办完结婚登记手续，在工地、营
房举行简单的婚礼……这些文明新风，应该大力提
倡，但一些传统的具有中华民族美德的习俗也应该加
以弘扬。

刘玉录

近年来，在南里乡境内流传着一个孝道的故事
说的是孝顺女儿赵春花
无怨无悔伺候瘫痪卧床十年的母亲
硬是靠不停的变换睡姿老人没起褥疮
凭借爱的力量支撑母亲活了九十多岁
这件事虽然不能和书上的二十四孝相比
却也被传的神乎其神
其实，也不尽然像人们所说的那样
〇二 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老人与世长辞

享年九十五岁

说起生儿育女人们自然会想到孝顺
赵春花孝道的故事几乎成了南里人的口头禅

“咱要是有春花那样一个女儿就好了”
春花母亲出殡的那天正值 2017 年的第一场雪
前往送行的人们挤满了百把人口的小山村
一幅挽帐上的挽词道出了人们的来意

“孝顺女哭母亲天地动容万物披白
好心人学榜样蔚然成风百人送行”

春花出身卑微自幼家境贫寒
三岁随母亲嫁到南里乡东庄一羊工家庭
但她从小就聪明伶俐好学上进
九岁入学十五岁考入沁县一中
中学高中都品学兼优被评为“三好学生”
根红苗正的她很快成为学毛著标兵
六七年高中毕业后积极响应党的号召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锻炼”
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十九岁入党，二十岁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
毕业后本应留校继续深造
当时沁县急需农业科技人才去学校“抢人”
沁县工作的三年进步很快
可以说三年迈了三大步 副科、正科
县委委员，青年干部的佼佼者
然而，在忠孝的抉择上她只能选择孝
羊胡出生的继父是孤儿身边没有帮手
母亲一生只生育她一个女儿长年有病
她曾有过三次外出提拔重用的机会都被她婉言谢绝
因为她深深惦记着养育她的老父老母
难怪有人嘲讽她“赵春花的官愈做愈小”

春花母亲住在东庄村顶上
在那个穿鞋不分左右脚的年代
人畜饮水得下村沟底井上去挑
春花为了给年迈的父母挑水
常常是下班后从县城用脚步丈量 50 里路程
就是条件好转后也是骑个自行车奔跑在路上
有人给她算过一笔帐
说她回家奔跑的距离可以绕地球一圈
二 OO 七年母亲八十五岁时得了半身不遂
春花多次央求母亲去县城居住
一次次都被固执的母亲拒绝
春花只好回到东庄和母亲住在一起
伺候瘫痪病人与老人有着本质的不同
一时三刻也离不了人精心照料
吃喝拉撒睡都在床上
饭常常是凉了又热热了又凉
尿布刚晒干垫上一会又尿湿了
常年卧床的病人唯一舒服的就是翻身
刚从左翻到右，一会又要从右翻到左
每隔一天就得给病人擦洗身上
要不就起褥疮生虱子
有时大便不了还得用手抠灌肠子
春花周而复始精心照料
有时候春花也和母亲发火
那是因为母亲擦洗身上嫌麻烦

天下雪了春花把雪从家门口扫到门外
再返回来从门口扫到厕所
站在对面的山峰上望去
她是在雪地上写了一个大写的人
夏日里母亲经不起室外凉风吹
家里门窗紧闭一股尿骚味
邻居们说她闻的是母亲的味道
一般人都过星期有节假日春花上的是年班
一月一般洗一二次澡还得孩子们替换
同学们和她开玩笑“保持了劳动人民本色”
她身体也不是很好全凭情感支撑
就在母亲去世的前三天晚上十一点多
她突然发现母亲浑身发凉直打哆嗦
就急忙跑下村里卫生所找人
邻居家狗一声嚎叫全村的狗都吼
吓的她仰面朝天摔在路边水沟
一个快七十岁的人了用生命演绎人间大爱

春花秋色黄土情，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沁县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不仅仅耕读传家
老有所养的故事源源流长孝是沁州人的本色
春花继承和发扬了沁州人的优良品德
愿天下所有的母亲健康长寿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经济腾飞社会安康人民幸福

申虎跃

———记孝女赵春花

沁县婚嫁习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