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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俗与中国传统文化》

内容概要

本书将婚俗提升到人类文明的镜像的高度，通过婚俗这一特定的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别具特色的
解渎。作者从生物学、社会学、宗教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有效经验，多角度地透视中国婚俗
的诸多不为人所熟悉的面相，并就近代以后中国婚俗文化的沿革作了完整而清晰的勾勒以及科学合理
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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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婚姻习俗也包含着法的观念和制度。从最原始的婚姻禁忌到后来颇具典章形态的婚姻法典、婚姻
制度，以及种种成文或不成文的对婚姻行为的惩罚都存在于婚俗之中。结婚要有媒人搭桥，不能违背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童养媳、寡妇再醮都有种种规范和要求，这些规范和要求实际上便是一
种婚俗道德。婚姻又是一种经济行为，从中国人的婚姻动机、“门当户对”的婚姻交换理论、买卖婚
、婚姻收彩礼等，可见一斑。婚姻又具有政治的特点，“合二姓之好”的婚姻目的，等级制与男尊女
卑，不同民族的“和亲”，不同政治集团的“联姻”，显然都是一种政治婚姻。婚姻的礼仪更是纷繁
多姿，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绚丽多彩的婚礼服，迎亲诗歌，婚礼歌舞，为我们谱写了光彩夺目的婚姻
艺术的篇章。透过中国人合八字习俗、喜的习俗、闹新房与兴旺发家等习俗，可发现积淀于其间的一
种民族文化心理。    可见，在中国人中流行的婚姻习俗虽然是大量的琐细的行为，但它展现、囊括了
一切文化样式，或者说，婚姻习俗创造了它自己的文化形式，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婚俗文化。这种婚
俗文化既是人类文明、人类文化中的一部分，又是人类文明、人类文化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一种
特殊形态。    2．婚俗的神圣性与相对性    生活于特定地域的人们对婚姻行为的可能性的不同选择，在
婚姻关系的演进中，通过形式化的方式，形成了该地域(该民族、该部落或部族)的婚俗。    婚俗一旦
形成，便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人们的推崇，把它作为缔结婚姻关系的准则，并以它来评价和制约人
们的婚姻行为。于是，婚俗在人的心目中自然而然地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谁若违背了它，就要受到
谴责、惩罚。据《史记》载：春秋时太史敫的女儿与齐襄王私通，后来被封为王后。倘若放在现代社
会，这位风流女性，不知将赢得多少赞叹和艳羡。她与齐襄王的私情，定不免成为风流佳话。然而在
当时，情况却截然不同。尽管女儿做了“国母”，可太史敫还是老羞成怒，破口大骂：“女不取媒，
因而自嫁，非吾种也，汗吾世。”①    在历史的演变中，婚姻习俗不仅以观念的形态存在、延续，并
通过语言文字承传给下一代。就个体生活史来看，婴儿落地伊始，社群的婚俗便开始塑造他日后的婚
姻经验和行为。到咿呀学语时，他便接受蕴涵于语言中的婚俗，成了他所属文化的造物；而到他长大
成人并开始恋爱时，社群的婚俗便是他的婚姻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婚俗的承传、延续，在人们的经济
生活没有受到剧烈的冲击或根本性的变革时，一般不会轻易改变。这样，婚俗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人们则往往会把这种相对稳定性当作神圣的而不可更改。    电影《寡妇村》形象逼真地再现了福建惠
安县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不落夫家”②的婚俗，便是一个典型。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个县的6个
乡还把古老的“不落夫家”的婚俗视为神圣不可更改的婚姻准则。这6个乡的妇女，一两岁时就已订
婚，甚至指腹为婚。到了十二三岁，女孩子就糊里糊涂地嫁给不相识的人。结婚后只住夫家三两天就
得回娘家；即使这三两天佳期里也难得和丈夫同居。此后只有逢年过节或农忙时才得回夫家住一宿，
去时是傍晚，还要用块乌巾遮脸，晚上熄灯后才可去掉，第二天天一亮就得跑回娘家。由于夫妻长期
隔绝，以至结婚多年相遇互不认识。有的妇女回夫家，觉得人言可畏，婚俗不可触犯，也不敢和丈夫
同房。因此，她们极难怀孕，而当地旧俗，不等到生男育女不得长住夫家。在这种婚俗约束下，夫妻
毫无乐趣可言，家庭关系遭到破坏。男的不少流于荡检逾闲，酗酒狭邪；女的许多发生心理变态，搞
同性恋，结成“金兰会”、“长住娘家妇女会”，相约结伴自尽。仅小蚱一乡，平均每年有54人非正
常死亡。患癔病的也很多，净峰乡一民兵营15个女民兵，有13个已婚的患癔病。①    我们只要不把婚
俗的神圣性绝对化，就会承认婚俗所具有的另一面——相对性。对某一地区的人来讲，恪守某一种婚
俗似乎是极端严格的、不可疏忽的，可是换一个地方则是另一回事。此处所好者，往往为彼处所忌者
。婚俗必然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不妨让我们再把视线投向改革开放热潮中的福建
惠安县。1985年以后，在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惠安县的妇女不仅是农活的主力军，而
且成了乡村厂里的排头兵、城镇市上的娘子军。如今，投身商品生产的妇女劳动力达10万人，占商品
生产总劳力的68％，而生产总值占60％，以上。全县参加外贸出口生产的妇女达7万多人。她们种花生
、芦笋；养对虾、青蟹；织毛片、面巾；制衣衫、拖鞋；搞石料加工；雕木石艺品。1988年全县外贸
出口收购值达3800多万元，两年增长一倍多。经济的发展，妇女地位的改变，在婚姻上也出现了新的
观念，逐步形成了新的婚俗。1989年，全县有22对青年宣布解除父母包办的婚约，984对原订早婚者推
迟婚期。在黄圹乡工作的小康是陋俗较严重的小蚱乡人，她顶着强大的压力，解除“娃娃亲”的婚约
，与志同道合的心上人结为秦晋之好。    P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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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比较生动，深度不够。
2、婚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行为之一，必须对之有一个常识的理解才能对婚姻有心平气和的心态，才
会不陷入“外面的人想进入城里面，里面的人想突破城外”的围城境地。《婚姻与中国传统文化》一
书就是对中国的情况的很好说明。
3、　　传统婚俗，各地尽不相同，且在当代，人们对待其的态度迥异。如我，也认为部分传统婚俗
是夸张的，难以理解的，更难以想象新人们愿意付出时间，精力去让自己的婚礼成为传统习俗的一部
分，这在我看来无疑是毁掉了婚礼原本有的单纯和浪漫。
　　
　　但实际上，这本书所带给我的，就是让我能够去理解传统，理解人们为诸多繁琐所付出的时间。
婚俗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自然是时代性的。随着社会，技术，经济的发展，习俗也在这时间之河中
不断改变自己的价值信仰和形式，同时也是地域性的-同样是因为地理条件不同而导致经济，社会，文
化发展的差异。
　　
　　作者从生物，社会与经济，道德，宗教，艺术等角度进行论述，很全面地覆盖了婚俗各方面的渊
源。例如生物角度，婚配是人类繁衍自身的需求，从混乱的，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杂乱婚，到血缘婚，
对偶婚，婚嫁与社会进行相互推进。书中将涉及婚嫁习俗的各个部分进行讲述，提炼出重要的现象或
习俗进行了阐释。
　　
　　本书中有一部分是我最为感兴趣的，作者列举了一些带有宗教意义的仪式，其中不少是富有趣味
，气氛热闹的仪式，像是有些地方新娘出嫁要撒谷豆，撒草等，是为了驱邪治鬼，求平安。好像世界
上很多地区都有类似的习俗，撒花瓣，撒香水，撒水珠等等，其皆表示了祝贺，祝福之意。还有的地
方是要跨马鞍，“鞍”谐音“安”，同为求平安之仪式，看来在古时候的人们看来，新娘出嫁之时是
个挺危险的时刻，需要诸多“法器”、仪式的庇佑。
　　
　　
　　拜堂，是传统婚俗中相当常见的核心仪式。在今日，也常常看到酒店之内，新人在司仪的带领下
行拜堂之礼。拜天地，拜祖先，拜高堂，夫妻对拜，有的地方还有拜宾客，首先是体现人们希望借助
天地，祖先的力量保护婚姻的合理性，祈求婚姻幸福，同时也体现封建中国森严的等级制度，以及对
家族的重视。
　　
　　良成吉日——开春时节之二月和金秋时节，一是万物新生，阴阳相交之节——遵循生物逻辑，二
为丰收，农闲时节——遵循经济原则。除了月份，日期也是被赋予极高的重要意义。虽然，今天的婚
嫁之日的选择很大一部分已经跳出了传统的条框，但图热闹，奔喜庆的愿望依旧。
　　
　　“喜”：贴红双喜字，分发红喜蛋，办喜宴。这个习俗在我的家乡（贵州汉族）算是比较典型的
，除了红喜蛋常常被喜糖所代替。其无非依然是图个喜庆和热闹。
　　
　　闹洞房，一个比较奇怪的习俗，我看来这无异于窥探隐私的行为，却在中国人万事求热闹的心理
下成为很多婚礼的必备项目了。
　　
　　最后的部分，作者总结了近代以后的婚俗发展，也畅想了未来。
　　
　　纵观古今，婚姻源于人类最深层的需求，这众多纷繁习俗之中，包含对美好的愿望和渴求，因而
作为现代人确实没有理由固守成规，让新人成为婚礼焦点上的小丑，没有人知道那些生硬的流程的意
义，没有人感受到那硬背出来的稿件的情感，婚礼本不是舞台，应是只要是遵循了新人的真实心愿，
让他们以及他们周围的人感受到真挚的情感与祝愿，足矣。
4、　　从原始社会到现代，婚姻制度经历了原始婚、群偶婚、单偶婚、对偶婚等一系列发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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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传统的婚姻风俗具有鲜明的稳定性。其基本特点是以儒家的伦理观点和价值体
系为重点，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形成自己独特的礼仪规范和行为模式。只有结婚了，才能
被社会承认为一个成年人，担当起家族的期望。而这行为模式，也折射出中国潜在的心理机制和世界
观。比如说，同样是婚礼，为什么女人叫嫁，男人叫娶呢？在甲骨文中，“娶”字的本意是捉到野兽
或战俘，是“抢、占有”，是不用归还的。从这个字中可以看出，女人被当做是氏族的一种财产，可
以被转移，因而一定是在父系氏族社会开始出现这种状况。婚姻形态的变革导致家庭及私有制的产生
，家庭私有制产生又影响着婚俗，如把女子作为私有财产，形成买卖婚姻和交换婚姻。《说文解字》
有：“嫁，适人也。娶，娶妇也。”也就是说，女人的婚姻开始之后就以男人的家庭为主要活动区域
。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对女人设定闺房时期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那种物理空间的严格限制，而是在
心理空间上自我限定，以至于出现了“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等类似的俗语。
　　认真来说，中国家庭是以父子、婆媳为主轴纵线，而非以夫妻的横线作为基础。一个女人嫁入夫
家，首先要处理的关系并不是夫妻之间的关系，而是婆媳之间的关系。同时，后者又给前者以关键性
的影响。古代妇女“七出之条”中便有一条：“子甚悦，父母不悦，去。”有时候，夫妻关系过于亲
密甚至会导致被迫离婚的结局。如宋代词人陆游与唐婉、焦仲卿与刘兰芝等等的爱情故事，无一不是
封建礼教下的牺牲品。因而，大部分的夫妻关系并不亲密，而更像是一种例行公事或者同事关系，一
举一动都要按照礼法的要求。也就是说中国的家庭更多属于事务性的。这种同性组合和家庭组合原则
上是交错的，因为以生育为功能的家庭总是异性的组合。相反，在西方，夫妇关系作为主轴线，共同
承担抚育的任务，并不与子女或父母有较多联系。因而夫妇之间的感情成为家庭凝合的力量，而非中
国婚姻所看重的“承上启下”的责任。中国的夫妻关系较为淡漠（当然，这个主要是指古代社会），
因为为了要保持稳定的社会关系，就必须要避免情绪的过分激动。“情不可极，刚则易折”， 男女的
共同生活，愈向着深处发展，相异的程度也愈是深，求同的阻碍也愈是强大，用来克服着阻碍的创造
力也更需强大。在“男女有别”的观念影响下，中国人认为男女之间不必求同，甚至故意在两性之间
进行隔离，以维持社会的稳定。这隔离不仅包括身体上的，更包括心理上的。比如说在农村，我们常
常可以看到，农夫和农妇自己各自有各自的圈子，所讨论和娱乐的也大相径庭。
　　此外，中国传统的宗法继承制决定了“嫡长子”的继承权，也明确区分了“嫡庶”和“妻妾”。
在中国家庭中，妻跟夫的地位基本上是平等的，而“妾”则是奴婢，可以由妻“按家法”对其错误行
为进行惩处，甚至转卖、赠送都有可能。《大清律例》中曾提及，“妻者齐也，与夫齐体；妾者接也
，仅得与夫接见。贵贱有分，不可絮也。”在宗法制社会里，妻作为主事母，要主持宗庙的庆典仪式
，死后入祠堂。此外，元妻与继妻（续弦）也有很大区别。虽然继妻仍然属于明媒正娶，但在宗庙中
只能享受别祭，在元妻排位前执侧室礼，并不得拜祭祖庙。
　　妻妾的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产生以下的结果： 1.传统社会中女性的自恋与母子情结，这可能是
一种相当普遍的心理变态，因为女性的感情生活得不到满足与释放。2.婆媳之争，除了对儿子爱的争
夺，也是对社会权力的争夺，妻在家庭内的权力不容忽视。3.下文要重点讲到的“门当户对”。婚姻
并非单纯是生育的目的，而是以血缘关系搭建一个网络，也就是说“父亲”并不一定必须是生育血缘
的父亲，而是社会上的父亲。中国婚姻的扩大路线是单线的，即只存在于父系这一方面。“娶妻娶德
，娶妾娶色”，中国在传统婚姻上更为讲究门当户对和身份地位的高贵、血统的纯正。从起源上来说
，门当是指大宅门前的一对石鼓，文官家的用圆形，武官家的用方形。户对则是至于门楣上或者门楣
双侧的砖雕木雕，它的多少与官职的高低成正比。“门当户对”的意思就是男女方的社会地位和家庭
状况要相一致，这样的话和平相处的概率性就更高一些。婚姻的门第观念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到魏
晋南北朝时期，婚姻门第观念达到极盛。缔结婚姻更加看重血统门第观念，士庶不婚的原则一直影响
了几千年中国人的择偶观。甚至高门与庶人通婚，会导致丢官入狱的悲惨结局。
　　跟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一样，中国人也有自己独特的结婚风俗。比较独特的有以下三点。
　　1时间：
　　婚，妇家也。礼，娶妇以昏时。妇人阴也,故曰婚。——《说文》这句的意思是娶亲要在黄昏时候
，因为妇人属阴，要在晚上结婚才符合天地之道。《礼记》上同时说明，“婚礼不用乐，幽阴之意也
。”更说明，在春秋时期的婚礼是连乐器也不用的。按照儒家礼教，“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但
在唐代之后，娶亲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大规模奏乐了。到了宋代甚至成为必不可少的仪式之一。
　　2六礼：
　　提到中国古代婚姻，就一定要提到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在这几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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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就是大雁，以显示男子的力量和气概。不过，六礼并不一定完全都遵守。就连齐鲁古礼保存完
好之地也并不拘泥于六礼。如宋代官宦贵族仍依六礼，民间则嫌六礼繁琐，仅行四礼，省去问名和请
期，分别归于纳采和纳征。《朱子家礼》连纳吉也省去，仅取三礼，也由此成为明代的定制。而清代
就发展到仅重纳采、亲迎二礼。
　　3 古人认为天地都有神灵，女子从出嫁到夫家始终不能双足沾地以免冲撞地神，同时要蒙盖头以
免冲撞天神。新娘下轿之时便有司仪念下轿诗，撒谷豆等习俗，执事人手捧米斗将米谷豆子一把一把
地往新娘及伴娘身上撒去，边撒边念诗或歌谣。许多地方在嫁女之后会在门前泼一盆水，以示“嫁出
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之意；婆婆家则会在媳妇进门的时候安置一个火盆，让媳妇跨过去，以示日子
红红火火。至于到了结婚仪式就更多，如夫妻交拜、牵巾、饮交杯酒、结发、撒帐、闹房等。此外，
由于中国是个宗法制的社会，家族对人有极为强大的控制力，婚后新妇要行庙见之礼。也就是说加入
整个宗族认识这个家族素未谋面的长辈，一则便于以后称呼，二则要确定新娘在家族中的尊卑地位。
女儿出嫁在夫家完成各项嘉礼之后，第三天或第七天要拜见岳父岳母，这个风俗叫会亲或回门。
　　以上的婚俗仅仅是走马观花式的一览，并没有探究到深层次的民族心理。当然这也非笔者能力所
及，只好就此搁笔，权作抛砖引玉之意。
　　
5、了解过去，才明白今日的来之不易！
6、和此书内容完全雷同的另一本叫《婚俗文化：中国婚俗的轨迹》，作者相同，出版社换了。但单
就其见解来说还是很可以膜拜的。
7、　　一般来说，个人的成长会模仿一遍人类的进化。
　　想不到，人类的关系的发展也有这样的情况。
　　也重复了从远古到现在的关系模式。
　　http://tan.kongfz.com/book_detail.php?bookId=226467&amp;shopId=10506
8、对于理解传统婚俗很有帮助。
9、多久没见过这么奇葩的书了！！
10、特么上大学读的第一本书，被老师怼死，全班最我分数低，还是一直以来比较偏爱的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真是。
11、写东西需要这本书，还好买到了，谢谢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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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从原始社会到现代，婚姻制度经历了原始婚、群偶婚、单偶婚、对偶婚等一系列发展状态。在历
史的长河中，中国传统的婚姻风俗具有鲜明的稳定性。其基本特点是以儒家的伦理观点和价值体系为
重点，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形成自己独特的礼仪规范和行为模式。只有结婚了，才能被社
会承认为一个成年人，担当起家族的期望。而这行为模式，也折射出中国潜在的心理机制和世界观。
比如说，同样是婚礼，为什么女人叫嫁，男人叫娶呢？在甲骨文中，“娶”字的本意是捉到野兽或战
俘，是“抢、占有”，是不用归还的。从这个字中可以看出，女人被当做是氏族的一种财产，可以被
转移，因而一定是在父系氏族社会开始出现这种状况。婚姻形态的变革导致家庭及私有制的产生，家
庭私有制产生又影响着婚俗，如把女子作为私有财产，形成买卖婚姻和交换婚姻。《说文解字》有：
“嫁，适人也。娶，娶妇也。”也就是说，女人的婚姻开始之后就以男人的家庭为主要活动区域。当
然，这并不是意味着对女人设定闺房时期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那种物理空间的严格限制，而是在心理
空间上自我限定，以至于出现了“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等类似的俗语。认真来说，中国家庭
是以父子、婆媳为主轴纵线，而非以夫妻的横线作为基础。一个女人嫁入夫家，首先要处理的关系并
不是夫妻之间的关系，而是婆媳之间的关系。同时，后者又给前者以关键性的影响。古代妇女“七出
之条”中便有一条：“子甚悦，父母不悦，去。”有时候，夫妻关系过于亲密甚至会导致被迫离婚的
结局。如宋代词人陆游与唐婉、焦仲卿与刘兰芝等等的爱情故事，无一不是封建礼教下的牺牲品。因
而，大部分的夫妻关系并不亲密，而更像是一种例行公事或者同事关系，一举一动都要按照礼法的要
求。也就是说中国的家庭更多属于事务性的。这种同性组合和家庭组合原则上是交错的，因为以生育
为功能的家庭总是异性的组合。相反，在西方，夫妇关系作为主轴线，共同承担抚育的任务，并不与
子女或父母有较多联系。因而夫妇之间的感情成为家庭凝合的力量，而非中国婚姻所看重的“承上启
下”的责任。中国的夫妻关系较为淡漠（当然，这个主要是指古代社会），因为为了要保持稳定的社
会关系，就必须要避免情绪的过分激动。“情不可极，刚则易折”， 男女的共同生活，愈向着深处发
展，相异的程度也愈是深，求同的阻碍也愈是强大，用来克服着阻碍的创造力也更需强大。在“男女
有别”的观念影响下，中国人认为男女之间不必求同，甚至故意在两性之间进行隔离，以维持社会的
稳定。这隔离不仅包括身体上的，更包括心理上的。比如说在农村，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农夫和农妇
自己各自有各自的圈子，所讨论和娱乐的也大相径庭。此外，中国传统的宗法继承制决定了“嫡长子
”的继承权，也明确区分了“嫡庶”和“妻妾”。在中国家庭中，妻跟夫的地位基本上是平等的，而
“妾”则是奴婢，可以由妻“按家法”对其错误行为进行惩处，甚至转卖、赠送都有可能。《大清律
例》中曾提及，“妻者齐也，与夫齐体；妾者接也，仅得与夫接见。贵贱有分，不可絮也。”在宗法
制社会里，妻作为主事母，要主持宗庙的庆典仪式，死后入祠堂。此外，元妻与继妻（续弦）也有很
大区别。虽然继妻仍然属于明媒正娶，但在宗庙中只能享受别祭，在元妻排位前执侧室礼，并不得拜
祭祖庙。妻妾的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产生以下的结果： 1.传统社会中女性的自恋与母子情结，这可
能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心理变态，因为女性的感情生活得不到满足与释放。2.婆媳之争，除了对儿子爱
的争夺，也是对社会权力的争夺，妻在家庭内的权力不容忽视。3.下文要重点讲到的“门当户对”。
婚姻并非单纯是生育的目的，而是以血缘关系搭建一个网络，也就是说“父亲”并不一定必须是生育
血缘的父亲，而是社会上的父亲。中国婚姻的扩大路线是单线的，即只存在于父系这一方面。“娶妻
娶德，娶妾娶色”，中国在传统婚姻上更为讲究门当户对和身份地位的高贵、血统的纯正。从起源上
来说，门当是指大宅门前的一对石鼓，文官家的用圆形，武官家的用方形。户对则是至于门楣上或者
门楣双侧的砖雕木雕，它的多少与官职的高低成正比。“门当户对”的意思就是男女方的社会地位和
家庭状况要相一致，这样的话和平相处的概率性就更高一些。婚姻的门第观念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婚姻门第观念达到极盛。缔结婚姻更加看重血统门第观念，士庶不婚的原则一直
影响了几千年中国人的择偶观。甚至高门与庶人通婚，会导致丢官入狱的悲惨结局。跟世界上的其他
民族一样，中国人也有自己独特的结婚风俗。比较独特的有以下三点。1时间：婚，妇家也。礼，娶
妇以昏时。妇人阴也,故曰婚。——《说文》这句的意思是娶亲要在黄昏时候，因为妇人属阴，要在晚
上结婚才符合天地之道。《礼记》上同时说明，“婚礼不用乐，幽阴之意也。”更说明，在春秋时期
的婚礼是连乐器也不用的。按照儒家礼教，“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但在唐代之后，娶亲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大规模奏乐了。到了宋代甚至成为必不可少的仪式之一。2六礼：提到中国古代婚姻，就
一定要提到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在这几步中，礼物就是大雁，以显示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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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力量和气概。不过，六礼并不一定完全都遵守。就连齐鲁古礼保存完好之地也并不拘泥于六礼。
如宋代官宦贵族仍依六礼，民间则嫌六礼繁琐，仅行四礼，省去问名和请期，分别归于纳采和纳征。
《朱子家礼》连纳吉也省去，仅取三礼，也由此成为明代的定制。而清代就发展到仅重纳采、亲迎二
礼。3 古人认为天地都有神灵，女子从出嫁到夫家始终不能双足沾地以免冲撞地神，同时要蒙盖头以
免冲撞天神。新娘下轿之时便有司仪念下轿诗，撒谷豆等习俗，执事人手捧米斗将米谷豆子一把一把
地往新娘及伴娘身上撒去，边撒边念诗或歌谣。许多地方在嫁女之后会在门前泼一盆水，以示“嫁出
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之意；婆婆家则会在媳妇进门的时候安置一个火盆，让媳妇跨过去，以示日子
红红火火。至于到了结婚仪式就更多，如夫妻交拜、牵巾、饮交杯酒、结发、撒帐、闹房等。此外，
由于中国是个宗法制的社会，家族对人有极为强大的控制力，婚后新妇要行庙见之礼。也就是说加入
整个宗族认识这个家族素未谋面的长辈，一则便于以后称呼，二则要确定新娘在家族中的尊卑地位。
女儿出嫁在夫家完成各项嘉礼之后，第三天或第七天要拜见岳父岳母，这个风俗叫会亲或回门。以上
的婚俗仅仅是走马观花式的一览，并没有探究到深层次的民族心理。当然这也非笔者能力所及，只好
就此搁笔，权作抛砖引玉之意。
2、传统婚俗，各地尽不相同，且在当代，人们对待其的态度迥异。如我，也认为部分传统婚俗是夸
张的，难以理解的，更难以想象新人们愿意付出时间，精力去让自己的婚礼成为传统习俗的一部分，
这在我看来无疑是毁掉了婚礼原本有的单纯和浪漫。但实际上，这本书所带给我的，就是让我能够去
理解传统，理解人们为诸多繁琐所付出的时间。婚俗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自然是时代性的。随着社
会，技术，经济的发展，习俗也在这时间之河中不断改变自己的价值信仰和形式，同时也是地域性的-
同样是因为地理条件不同而导致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差异。作者从生物，社会与经济，道德，宗
教，艺术等角度进行论述，很全面地覆盖了婚俗各方面的渊源。例如生物角度，婚配是人类繁衍自身
的需求，从混乱的，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杂乱婚，到血缘婚，对偶婚，婚嫁与社会进行相互推进。书中
将涉及婚嫁习俗的各个部分进行讲述，提炼出重要的现象或习俗进行了阐释。本书中有一部分是我最
为感兴趣的，作者列举了一些带有宗教意义的仪式，其中不少是富有趣味，气氛热闹的仪式，像是有
些地方新娘出嫁要撒谷豆，撒草等，是为了驱邪治鬼，求平安。好像世界上很多地区都有类似的习俗
，撒花瓣，撒香水，撒水珠等等，其皆表示了祝贺，祝福之意。还有的地方是要跨马鞍，“鞍”谐音
“安”，同为求平安之仪式，看来在古时候的人们看来，新娘出嫁之时是个挺危险的时刻，需要诸多
“法器”、仪式的庇佑。拜堂，是传统婚俗中相当常见的核心仪式。在今日，也常常看到酒店之内，
新人在司仪的带领下行拜堂之礼。拜天地，拜祖先，拜高堂，夫妻对拜，有的地方还有拜宾客，首先
是体现人们希望借助天地，祖先的力量保护婚姻的合理性，祈求婚姻幸福，同时也体现封建中国森严
的等级制度，以及对家族的重视。良成吉日——开春时节之二月和金秋时节，一是万物新生，阴阳相
交之节——遵循生物逻辑，二为丰收，农闲时节——遵循经济原则。除了月份，日期也是被赋予极高
的重要意义。虽然，今天的婚嫁之日的选择很大一部分已经跳出了传统的条框，但图热闹，奔喜庆的
愿望依旧。“喜”：贴红双喜字，分发红喜蛋，办喜宴。这个习俗在我的家乡（贵州汉族）算是比较
典型的，除了红喜蛋常常被喜糖所代替。其无非依然是图个喜庆和热闹。闹洞房，一个比较奇怪的习
俗，我看来这无异于窥探隐私的行为，却在中国人万事求热闹的心理下成为很多婚礼的必备项目了。
最后的部分，作者总结了近代以后的婚俗发展，也畅想了未来。纵观古今，婚姻源于人类最深层的需
求，这众多纷繁习俗之中，包含对美好的愿望和渴求，因而作为现代人确实没有理由固守成规，让新
人成为婚礼焦点上的小丑，没有人知道那些生硬的流程的意义，没有人感受到那硬背出来的稿件的情
感，婚礼本不是舞台，应是只要是遵循了新人的真实心愿，让他们以及他们周围的人感受到真挚的情
感与祝愿，足矣。
3、一般来说，个人的成长会模仿一遍人类的进化。想不到，人类的关系的发展也有这样的情况。也
重复了从远古到现在的关系模式
。http://tan.kongfz.com/book_detail.php?bookId=226467&amp;shopId=1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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