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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喜事大观》

内容概要

《中华喜事大观》主要内容简介：喜——是百姓生活的福气标志；有喜——就有了生活中的居家之祥
气；民间有喜——就有了极力向上的如日中升之瑞气。喜，是民间生活幸福的一个重要标志。喜，是
一种好日子、好心情、好时光、好前景。喜，是一种民间传承明光的文化。喜，总是异彩纷呈：大年
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端五节、清明节等，诸多时节，百姓都会张灯结彩、披红挂绿、歌舞蹁跹。
喜，是艺术作品：喜字、喜花、喜联、喜礼仪、喜乐、喜歌、伴嫁情歌、祝颂寿诞、喜寿星座、剪纸
泥塑、匾额壁挂、绣品礼花等等。喜，无处不在，是一种吉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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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乌尔沁，蒙古族。社会科学方面研究所工作。已发表：《中国唐代诗歌中的胡姬艺术形象》、《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文化空间》、《绝路诗人求生的幻境：白居易咏病诗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刘
半农民问诗歌的现代话语》、《纳兰性德的感情世界与隐逸意境》、《文化与历史联袂起舞的江南古
镇》、《沅芷湘兰铸风流：从沈从文书信读解沈从文的民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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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经纪　　旧时通过第三者说合双方成交的一种方式。经纪为说合买卖双方成效并抽取佣金的居间
商人。汉代称说合牲畜的经纪人为马且会或马且侩。至唐代，因营业范围扩大，有牙郎、牙侩、牙人
、牙子等名目，并出现了行会性质的牙商组织。明清两代仍沿其俗。至近代则改称为经纪。自明代始
须呈请官府批准并领取“牙帖”（相当于营业执照）方许营业。　　画押　　旧时在文书或契约上签
名以为本人负责或承认的凭据的一种行为。多以草书签名，亦有作特种记号比如“十”字、圆圈等等
以代。宋代黄伯思《东观余论·记与刘无言论书》表明：“文皇唐太宗令群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
不得草。后人遂以草名为花押，韦陟五朵云是也。”近世乡民多以按手印代替签名。以印章代之约始
于宋代。时有花写姓氏难于仿造的无边框印章“花押印”。元代则改为有框印章，上刻楷书姓氏，下
镌八思巴文，俗称“元戳”，盖画押专用之印。今有篆体或楷体“私章”，名与姓均刻其上。多为凸
印，亦有凹印，届时就印泥而按诸契，极为便捷。　　分红　　分红是民间对经营利润进行按股分配
。过去各商号一般每四年分红一次，俗称账期。每到账期由当家掌柜携账向财东交待结算，并按股进
行分红。分红的数额视商号的经营情况而定，赢利多时多分红，赢利少时少分红。有一些商号为了稳
定分红和增加流动资金，有时并不把赢利全部分红，而是采用“倍股”、“厚成”等办法留存一部分
，以此来扩大经营和在赢利少时不使分红的数额太少。倍股的办法通常是在分红时，从每股应得的分
红中扣留一部分，并把这扣留的部分作为新的股份，在以后的账期参与分红。因其实际上是扩大每个
股东的股份，所以民间俗称“凤”。所谓厚成是指在账期结算时，将应收款、现存商品以及所拥有的
固定资产全部进行折扣处理，使账面上的赢利少于实际上的赢利，从而减少分红增加留成，以此来扩
大经营。除此以外一些商号出于种种考虑，在分红时候还有入场等特殊的规定和办法，比如公坐厚利
和账庄等等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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