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畲族：恋爱奇特 婚礼别致

十五 七夕（2）
彩云没等传典媳妇说话，又说：“娘，我

是恁的孩子，觉得俺兄弟、妹妹比我小，那
块布给俺兄弟、妹妹做了更合适，做好了恁
老人家会满意的，就事先没跟你商量。”

传典媳妇听了，觉得这个未来的儿媳这
样精细懂事，也为自己壮了光，由衷地说：

“你想得比娘还周到！”
像往日一样，小登儿和小翠一起床就跑

进了东屋。
小登儿向彩云说：“彩云姐，俺娘说，跟

小翠俺俩都是从地里刨的。咱去地里再刨
个小弟弟和小妹妹吧？”

彩云和传典媳妇被他的天真无邪逗笑
了。传典媳妇说：“恁娘哄恁俩嘞！别听恁
娘瞎说。过来，恁彩云姐给恁俩做好了新衣
裳，穿上看好看不好看！”两个孩子就走向了
彩云。彩云把新衣裳给他俩罩在外面穿上，
传典媳妇觉得实在好看。

两个孩子激动得咯咯地笑。小登儿向
小翠说：“走，叫咱娘看看去！”小翠便跟着他
飞快地跑回了西屋。

一会儿，传经媳妇出来了，问传典媳妇：
“嫂子，是你给他俩做的新衣裳吧？”

传典媳妇说：“不是我，是俺闺女。”
传经媳妇就知道是彩云，感动地说：“那

是给彩云截的，你咋叫她给他俩做了？”
传典媳妇一笑：“我哪儿想得起来呀？

彩云比我想得周到！”传经媳妇感动地向彩

云说：“乖乖，那都是给你截的呀！你咋……”
彩云便说：“婶子，一家人疼我，我疼俺兄弟、
妹妹。这不是应该的吗？”

七奶奶听见了，便朝小登儿和小翠喊：
“过来，叫我看看好看不好看！”小登儿和小
翠便跑进了堂屋。传典媳妇让彩云也把新
衣裳穿上去让婆婆看。七奶奶一看，三个孩
子的新衣服都十分漂亮，只是觉得彩云把给
她截的衣服给小登儿和小翠做了，有些过意
不去，想责备彩云，却又觉得彩云实在太懂
事了，责备的话儿说不出口。陆忠义打心眼
里称赞未来的孙媳心胸开阔，处事得当，心
满意足地微笑着说：“就这吧！明儿再给彩
云截一身。”

彩云说：“爷，我的衣裳够穿的，要截就
给俺奶奶恁俩截。”说得一家人无比欢喜。

传典媳妇向陆忠义说：“爹，往年这段时
间，你都要拿秤称称小登儿是不是该‘贴秋
膘’，今年也该称了。”

传经媳妇就说：“啥好东西都给他吃
了，看他身上的肉，捏都捏不动，还给他‘贴
秋膘’嘞！”

立秋悬秤称孩子是民间风俗，大人将孩
子的体重与立夏时对比，以体重的增减做标
准来评判孩子的健康状况。夏天天热，人吃
饭减了胃口，两三个月下来，体重大都要减
少一点，俗称“苦夏”。秋天一到，气候变得
凉快了，孩子的胃口大开，体重就开始增
加。陆忠义拿出一杆大秤，把秤毫系拴在门
框顶上，让传经媳妇拿来土筐先称了称，就
让小登儿坐在土筐里。一称，陆忠义惊喜地
说：“哟，比夏天时重了好几斤嘞！不用再

‘贴秋膘’了。”一家人都乐得哈哈大笑。
立过秋后，天渐渐地转凉。虽然有“秋

后加一伏”“立秋鏊热十八天”的谚语，“秋老
虎”的余威可能出现，但毕竟交秋的时节已
经到来，总的趋势是天气逐渐变凉。

地里的各种庄稼都进入成熟的季节，就

连野草也要结出籽来，新生的野草一般不会
有了，所以谚语说“立了秋，挂锄钩”，锄草的
工具可以收拾起来了，农活儿暂时少了一
些，繁忙了一夏天的庄稼人可以暂时得到一
些轻松，在打理零星农活儿中等待秋收和秋
种的大忙。

转眼到了七月。七月初七是传统中的
“七夕节”，又名“乞巧节”。相传，这天夜
里，女孩子在庭院里向织女星乞求智巧，就
能心灵手巧。春天的时候，传典媳妇和传经
媳妇在院里种了几棵眉豆，因为施肥及时、
管理得好，长得特别茂盛。妯娌俩为它们搭
了一个架子，眉豆秧儿不多日就把架子拖满
了。传说，七月初七晚上，姑娘们藏在眉豆
架下，从眉豆秧的空隙里向天上看，不但能
看到牛郎织女在鹊桥上相会，还能听见他们
说的悄悄话。于是，她们的眉豆架就成了这
天姑娘向往的地方。

傍晚的时候，传经媳妇刚和嫂子一起侍
候公婆吃了晚饭，回到自己屋里，她的四个
十五六岁的本家侄女——春花、红杏、秋萍、
冬梅又串联了两个外姓姑娘，都穿了一身新
衣服，一齐来到她家，走进了她屋里。

姑娘们见陆传经不在家里，心里更加高
兴。她们到陆传经家来是经过精心选择的，
不仅因为陆传经家有一个眉豆架，还因为传
经媳妇儿女双全。她们虽然嘴里不说，心里
却有一个理想：将来能像传经媳妇一样嫁个
好人家，而且有儿女双全的好命。 （134）

猜谜借锅

杉刺拦路

长夜对歌

山歌为媒

在赶集的大路上，清澈的溪
涧边，在田间，在亲朋好友家……
互不相识的畲族青年男女相见之
后，都会借助情歌，大胆直率地试
探对方。有时是男的主动，更多
的却是姑娘首先发问。畲族人民
能歌善唱，有“畲族生来爱唱歌”

之说。青年男女除通过父母定亲
外，更多的是自由恋爱，选择对
象，取得父母同意后，再托媒定
亲。畲族青年选择对象的主要特
点是“山歌为媒”，所唱的这类民
歌，畲民叫情歌，也有叫缔结姻
缘的“缘歌”。

畲族婚嫁主要程序
有“三戏赤郎”和“新郎
闯 关 ”两 块 内 容（“赤
郎”“赤娘”就是伴郎、伴
娘），具体活动程序主要
有如下特点：

杉刺拦路：迎亲队
伍到村时，嫁方村上的
女性会拿杉木枝拦路，
赤娘们唱起畲族山歌要
求赤郎对歌，假如赤郎
对不好就得罚酒，直到
对方满意才能过关，这便
是“三戏赤郎”中的第一
戏，叫作“杉刺拦路”。

借锅仪式：迎亲队
伍来到女方家里，按畲
族习俗在女方家里不提
供宴席给男方，要求男
方只能向女方借炊具来
做饭宴请宾客。赤娘会
以猜谜语的方式来要求
赤郎借到炊具去做饭，
赤郎压力很大，猜不到
谜就借不到炊具，大家
都得饿肚子，这便是“三
戏赤郎”中的第二戏“借
锅仪式”。

抱上花轿：在新娘
要出嫁前，“新郎闯关”
精彩上演，新郎必须对
新娘说一句发自肺腑的
话和唱动听的山歌。顺
利闯关后，新娘才会被
娘舅抱至门前，进两步，
退三步，行“留风水”礼，
之后被新郎抱上花轿。

猜赤娘头：出嫁的
队伍没走多远又会被赤
娘们拦住，新郎又遇上
麻烦了，这回赤娘们要
求新郎猜赤娘的领头
人，猜不到就不能把新
娘带回家，猜对后新郎
才会获得女方的回赠礼
袋与放行，新郎闯过这
两关也实属不易！

抢鸡笼：新郎牵着
美丽的“新娘”到了自己
家里，大红“喜”字高挂
厅堂，这时，赤郎帮助新
郎过最后一关：这便是

“三戏赤郎”中的第三戏
“抢鸡笼”。新郎过了一
关又一关，才能得偿所
愿，与新娘拜堂成亲，喜
结良缘。

举杯敬酒：畲族人
举行婚仪时，喜宴上酒
过三巡后，新娘要在一
位嫂子的陪同下，向宾
客们敬酒，身后的嫂子
代她唱《敬酒歌》，这种
仪式叫“举杯敬酒”。这
时，新娘要接受长辈和
宾客馈赠的红包，叫讨
百家银。日后，用这百
家银打成首饰给子孙戴
在身上，预示着吉祥。

长夜对歌：喜宴散
后，摆开歌台，开始长夜
对歌，这是畲族婚仪最
热闹的场面。进行对歌
的两名男女歌手是由男
女双方专门请来的。一
般在宽敞的中堂进行，
几里路外的畲族人都会
来听歌。若歌手好胜，
老少助兴，主人有意，有
时对歌会连续三昼夜。
婚后，新娘在新郎陪伴
下第一次回娘家时，还
会被拦在路中对歌。对
上，才让进村；对不上，
还要朝他们脸上抹锅
灰。当夫妻到了女家
后，新女婿还要对歌一
夜。畲族婚俗中，对歌
贯串始终，如不会唱歌，
实在是寸步难行。

在畲族民众中，三月
三是可以与春节相提并
论的重大节日，又被称为

“乌饭节”和“对歌节”，已
延续千年。因此很多畲
族青年会选择在三月三
结婚。畲族独特的婚礼
活动是畲族人文历史的
缩影，具有鲜明的民族
特征和浓郁的乡土气
息，在建设新农村和加强
民族团结等方面都有着
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据中华民族文化网

新登镇双江村是杭州富阳市村级规模调整后唯一保留的“少
数民族村”，并且是唐代诗人罗隐故里。清咸丰元年 （1851年）
之后，双江畲族人便陆续从温州平阳等地迁入双江村定居，当时
迁入12户36人，姓氏为蓝、雷、钟三姓，到目前人口已发展到
300多人。畲族青年的恋爱方式奇特，婚礼别致，是富阳的一大
特色。

准备去婆家的畲族新娘，打
扮颇为别致。发间扎着红色绒线
的发髻盘在脑后，头上戴尖脚头
冠；头冠外，扎四根用数百粒白
色头玑珠串成的珠带，插着银
钗；头冠下，披一条约一尺长、
三寸宽的小红绫，显得艳丽夺

目；一块圆形的银牌上，缠着三
块小银牌，挂在额前。这就是凤
冠。新娘还要戴耳环银项圈，尤
其是左手无名指上要戴一只九连
环的银戒指，据说，这九连环戒
指是取其日后有九子十二孙之
意。

离开娘家要吃“千斤饭”，
梳妆打扮后的新娘，在离开娘家
前，要到中间“溜筷子”和吃

“千斤饭”。这时，桌面上放着两
把筷子，一满碗饭。新娘一手拿
起一把筷子，交叉着递给站在身
后的哥哥，哥哥接筷后，从新娘

的腋下把筷子放回到桌上。然
后，新娘低头弯腰把那碗饭衔上
三口，吐在桌上的手帕里，由哥
哥包好手帕，装进新娘衣袋带到
夫家去。据说，新娘带去千斤饭
之后，年年都能养一只千斤重的
肥猪。

出嫁戴凤冠 嫁妆相当精细

山歌为媒 爱意委婉传达

千斤饭 预示生活年年富足

婚礼特色多多，这些亮点看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