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男女婚嫁都流行发喜糖，徽州一带也不

例外。不过喜糖在当地属于“舶来品”，旧时这里

婚嫁习俗是发“新娘果子”。同当代喜糖的“甜甜

蜜蜜”相比，“新娘果子”的寓意则显得更加丰富多

彩。

新娘果子的组成品种众多，主要有瓜子、花生、枣

子、板栗和桂圆等。其中的桂圆尤其与众不同，又称

“桂圆龛”，将一颗桂圆开一个小口子，取出桂圆核后，

往空壳中填满桂圆肉，再用金纸封口并贴上红十字，

这样，“新娘果子”中最有分量的“桂圆龛”才算制作

成功，这种“新娘果子”在当时属于比较名贵的品种，

贫穷百姓家备的不多，所以，小孩子如能讨到一粒，必

定是欢天喜地，觉得面子实足。

“新娘果子”中每一个品种都寓意深刻，如：

瓜子——加子；花生——加孙；枣、栗——早成家

早立业，早生儿子早享福；“桂圆龛”中填满果肉

则寓意婚姻圆满，体现了旧时老百姓对婚姻生活

的美好祝愿。

皖南：先请灶王爷，再喝四道茶
在皖南地区，一场场婚姻的促成，大致可分媒合、定亲、成礼、合亲四个

阶段。一般有九道程序：说媒、行聘、请期、搬行嫁、开脸、迎亲、拜堂、闹洞

房、回门。经过以上阶段和程序的，才为“明媒正娶”。旧时人们婚嫁习俗，

深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其诸多繁文缛节，不少还带有迷信色彩和买卖婚姻

的因素。“灶王爷看八字”、“民间婚俗四道茶”、“新娘果子”这些带有皖南特

点的婚俗，至今在民间依然流传。

旧社会的古礼，男满18岁为“弱冠”，女满15岁为

“及笄”。儿女到了十三四岁，父母就开始关心其婚

事。联姻讲求门当户对，实际上女方每望高攀，男方

却需适当迁就。故有“嫁女高高求，讨亲低低凑”的说

法。

乡里的好事婆娘，往来游说，巧言撮合，或由男方

选定对象，委托媒婆前往提亲。女方如同意，媒婆就

取得女方年庚八字红单送到男家，男方将八字置灶君

座下，以测有无不祥之兆。

而“灶王爷看八字”就由此而来。所谓“灶王爷看

八字”是适龄男女双方家长通过媒妁达成初步意向

后，由女方家长将女儿生辰八字写在红纸上交媒人带

给男方家长。接到生辰八字的男方则将它压在灶王

爷神龛前香炉底下三天，三天之内，男方家庭万事如

意、合家无恙、六畜平安，甚至连锅瓢碗盏都不能折

损，如此才算通过“灶王爷看八字”这一关。然后才轮

到下一关，就是请算命先生排对男女生辰八字是否相

冲相克。

皖南乃名茶之乡，徽州民间婚俗“四道茶”是最为

普及和注重的茶事。

徽州民间婚俗“四道茶”从宋、元以来延续至今。

当婚礼进行至“二拜公婆”之后，新娘从喜娘手中接过

冲泡好的茶后，放在红漆托盘里，徐步走向公婆，连茶

举至齐眉，恭敬地深深鞠躬，请公婆喝茶。这是第一

道茶中的“孝顺茶”。

第二道茶是在拜堂之后、认亲之前，是黄山民间

婚俗最热闹的阶段，茶事更是韵味横生。在公婆给过

大红喜包之后，第二道随即展开。由利事人(选自村

中同宗内上有公婆、下有儿女、夫妻恩爱、邻里和睦的

夫妇)将已泡好的茶给新娘。这茶中有糖、核桃仁、桂

圆肉等，叫“甜茶”。

第三道茶是送入洞房之后，称“盼喜茶”，伴娘早就

准备好了“盼喜茶”。从食筐内取出金漆喜盘，内有泡好

茶头茶盅两只，并“四喜果品”:枣子(早生贵子)、栗子(早

早得利)、蜜糖二杯(甜甜蜜蜜)、鸡蛋二个(圆圆满满)放在

桌上让新人慢用，“盼喜茶”与“交杯酒”为花烛之夜的美

妙搭档。“盼喜茶”不仅茶要喝，四喜果品更要吃，但都不

能吃完，表示“喜气不断”和“好日子还在后头”。

第四道茶是新郎、新娘以新夫妇的身份办的第一

件事，向家中长辈及父母请早安，敬早茶。这是“四道

茶”中最后一道，也称“亲亲茶”。吃过“亲亲茶”，一家

人第一次坐在一起吃早餐。一个和睦、团结的新家，

在融融的亲情中寄托着对未来生活的企盼和祝福。

“四道茶”奉的是一杯茶，敬的却是一颗心；喝的

是一口茶，品的却是无限亲情。

相识，灶王爷看八字

茶事，民间婚俗四道茶

新娘果子，寓意更丰富

在徽州一带，迎亲的当天，姑妈或舅妈要给新娘

拉面，即用两根丝线把新娘额头的汗毛绞去，拉面意

味着姑娘时代已经结束。

拉面，利用一根二尺多长的纱线，做成了一个

“8”字形的活套。将这种可以收缩的纱线紧紧贴在被

美容者的脸上，凡收缩张合的线绳挪过之处，不仅细

密的汗毛一扫而光，这样化妆时皮肤才能显得细腻光

滑，未出阁的姑娘是不允许拉面的，只有到了出嫁前

才可以，因为是首次“拉面”，故又叫做“开面”，许多地

方也称为“开脸”。

“开面”的时间应选在结婚前数天内，请有经

验的中年妇女来做。此后，新娘在临上花轿前还

要举行一个拉面仪式，这仪式由女方聘请的女利

事人（司仪）来主持。仪式很简单，女利事人手拿

拉面线在已化好妆的新娘脸上象征性地来回晃动

几下，口中唱着：“一拉金、二拉银、三拉做夫人。”

仪式结束后才由新娘的兄长或姐夫抱上花轿，准

备出嫁。

拉面，三拉做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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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各地，一场婚礼的完成，也大多经过了说媒、定亲、下聘、婚典等过程，但因地域和文化的不同，各地的婚俗也不尽相同，很多婚俗经过几千年流

传至今，而有些当地的民间婚俗却还有些许封建迷信的因素。

在皖南，双方成亲之前会请“灶王爷看八字”，当地的茶文化也体现在新人的婚礼中；在皖北，声声唢呐寄托了新人今后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而在皖

西，当地古老又神奇的文化，妙趣横生的婚俗也无不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色彩……

安徽各地婚俗：北听唢呐南饮茶

皖西：成亲先看门楼子
皖西古老而神奇，民风淳朴，风情独特。寻常的起

居饮食、婚嫁礼仪，点点滴滴都演绎成美好的传说和地

方掌故，寄托着皖西人民对真善美的憧憬和追求。作

为皖西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皖西婚俗又因其妙

趣横生的特质最为人津津乐道。

在舒城一带，相亲被称为“看人家”、“看门楼子”或

“访门楼子”。经媒人牵线，男女双方初步同意后，便要

择个吉日，由女方派出“代表团”到男方家去“看房

子”。名为看房子，实为考察男方的家庭情况。由女方

的娘、叔伯母、堂嫂、表姐妹、屋场里最相好的女友等组

成一个“参观访问团”，在媒人的陪同下去男方家。男

方设宴招待，而女孩本人一般不去。一般情况下“看房

子”是悄悄进行的，并不大张旗鼓地操办。“访问”结束

后，媒人还负责把男方的生辰八字带回，用红纸包好后

交给女方。同时带回的还有男方发给女方的红包，红

包的钱数不限，视家庭状况而定，不过一般要成双有

“伴”，如一百零二块半、一千零二块半等等，图的是吉

利。

而岳西大山人一般在农闲操办喜事，因而唱戏也

就在这个时间里进行。艺人用古朴的岳西高腔、喧闹

的锣鼓、吉祥的词曲，活脱勾勒出一幅大山人特有的农

家习俗画。

在婚事闹新房时，就按《闹绣》的仪式和程序进

行。演出的艺人不事化妆，敲锣打鼓随贺喜宾客至主

人家，主人鸣炮相迎。艺人在大门外唱过《观门楼》，进

大门过中厅时唱《过府》，后堂轩落坐唱《坐场》，用过茶

烟，稍事休息再进新房。按规矩新房门须紧闭，艺人停

步唱喜庆小曲。有流行的民歌，也有艺人即兴编就的

吉祥词曲，此时的演唱往往妙趣横生，异彩纷呈。艺人

们凭着才智技艺“唱开”新房，把演出推向高潮。进门

后先用喜曲《闹绣》开头，继之以《花烛》、《贺新房》、《撒

帐》，接着再唱《成婚》、《教子》、《赶考》、《许愿》、《挂

幡》、《救主》、《团圆》等单折戏，常通宵达旦，尽兴方休。

洞房内，新郎、新娘同坐帐内，共吃合欢红蛋。红

蛋是贯穿整个婚姻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东西。送的礼品

中有红蛋，回的物品中也有红蛋，一般为双数。

据说，红蛋是从红枣演化而来，而红枣又是朱元璋

从刘邦那里学来的。据说刘邦因其母吃了红枣而怀了

他，故刘邦当了皇帝后就自称“赤帝子”。刘邦出生地

的沛县离朱元璋的凤阳县相距不远，朱元璋小时的家

境很苦，到处要饭，帮人看牛。他肚子饿了，就摘枣子

吃。一个吃了红枣生了皇帝儿，一个吃了红枣自己当

了皇帝，因此人们就把红枣当作吉祥物了。有的地方

不产红枣，有的年份因天灾不结红枣，因而就把鸡蛋染

成红色以代表红枣，其目的是盼望出嫁多生早生子嗣

的愿望，通过吉祥的物品和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祝愿。

朱玉婷 文

在皖北，乡村婚俗的历史非常悠久，如今，随着时

代的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皖北乡村，结婚的

程序复杂繁多，但不外乎见面、定婚、行礼、结婚四大

步，而最独具特色的就是在结婚当天请一班唢呐，以

宣告喜事的降临。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旧时，皖北的婚俗，是经媒

人介绍后，青年男女双方见面，认可后继续接触。双

方可到对方家里走访。男去女家时，必须带礼品；女

去男家时，男方父母必须给姑娘“见面礼”。如女方慨

然受之，则视为没意见，下步可行“定婚礼”。

两家定婚后，男女双方议定结婚日期，在婚前一

月左右，男家同介绍人一起，带上礼品到女方家“行

礼”，女家设宴招待。日子确定后，女方则要赶制嫁

妆。

结婚日期多选在三、六、九或五一、十一、元旦等

喜庆日子。新婚头天男方家准备菜肴。晚上，就开始

宴请前来参加婚礼的各位宾朋。当然，还会请一班唢

呐吹上大半夜，还有震耳的铁铳声向人们宣告农家人

喜事的降临。

次日一大早，即结婚当天，新郎一家的行人就抬

着礼品，一路打打闹闹来到女方家抬嫁妆。大概十点

钟光景，伴随着唢呐声，打扮一新的新娘由两个娘家

哥搀扶着送到太平车上。太平车来到了新郎家门口，

下车的大挂鞭炮、唢呐和铁铳也随之响起。由新郎家

请来儿女双全的两位同族嫂子把新娘扶下太平车；另

外有一位妇女会端着由小麦、大豆、高粱、

谷子、麦麸、硬币掺在一起组成的喜钱，口

中念着“五谷杂粮披头撒，又喂骡子又喂马

……”撒在新娘的头上，以示福气的降临。

中午，伴随着支客高亢的吆喝声，新郎、新

娘会在放有红蜡烛、香炉的方桌前举行沿

袭了几千年的婚礼仪式。在向长辈行过跪

拜礼之后，年轻小伙子

还会再闹上一番。这

时，帮忙的乡邻按照分

工拉桌摆筷、端盘上菜，

热闹的新婚场面宣告结

束。

如今，随着时代的

发展，皖北人民的生活

水平越来越好，定亲的

信物由原来的“四大件”也升级

了，拉新媳妇的太平车换成了小

轿车，但拥有吹打高手的唢呐班

仍然备受欢迎。

张亚琴 文

皖北：唢呐声声把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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