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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j卜：，}例，

。·。：．。 ．+；，，■。⋯’‘。’·l一，

。r，二；‘土限艽确定时间j下限至1 9 92年。

二．’以文字代替时间概指的有F解袅前、1吾社会，指l 949年
1 0月1日前j解放后，指I 949年．f D月1日起至下限；凡×十年

：代均指本世纪内。。。 ，

。
f

，

三：；地名概指有：东乡夕指东洞庭湖东岸地区；河西，指

东洞庭湖西岸地区；岳阳，主指县境，．境内指县境内。

四：对于俗称，．有冠以现代称呼的，如驮肚，冠以怀孕，

也有只用俗称的，如引火用的煤纸等，，前文已出现过的俗称，

其后则直接引用，如包封等。少数俗称另加Ⅶ"号，．如“关4

书"等。 ． 一～

’

，

’

五：过于繁琐而今又已废的风俗，概括洼地点到为止，如

寄关中的拜游脚干爹等夕有的甚至不叙，如婚宴前的摆开席、

丧葬中的成服礼等。同性质的习俗，举其一，余者略，如舍卺

札中，举饮交杯，略茶后的接烛等。同：-风俗在不同地方的略．

不同处夕一般不赘述，如闹洞房等俗中新墙一带的婚后敬长辈
茶等。

‘

．

六：涉及风俗兴废的，凡未强调此俗已绝迹的，一般为沿

袭至今，如称谓中的太太、夫人等· ，

七：对一些虽已成俗，但免记述累赘亦未作说明，如谓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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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孙称祖为大爹，亦有子依孙称父为大爹的，只记孙称祖。

八：同一习俗在解放前后有所变化的，则在此俗后加以括

注，一注明此俗何时保琶或何时变化：如迎送礼节中的拱手作

揖，括注为解放前等。 。

一
’

一

‘

。，

九：因本届修志另唷方言志^故未写方言，．描述风俗的语

宣曼豢布方言够，，亦．鸯作说日月r_。．。o h f}f一 一 r 。、“ n’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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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_章。人生习俗
●

。 ●

，
‘ ^-j，

第二节 生。育

、一、怀孕
。． j“． f一

-，

． 怀孕，又称怀胎、?坐喜、得好处、，怀毛毛、’驮肚、夹身子、大肚子

等等． ，：一 t。 一·， ．

”～
“

， 。”j

-’怀孕后?家人非常高兴，一生怕胎位不正或胎坏导致胎堕，去医院检

查胎位或开保胎方i：而在旧社会则到处祈祷，求神保纷的多，或在门顶上

悬镜以压邪，吃“神符神水’’、广兴州则有人写’“安胎文’’烧于十字路口。

． 。7怀孕后，周围忌动土，家里忌动物(怕犯煞动胎)，4忌门槛上砍剁

(怕生缺鼻儿)。胎儿出怀后，忌单独行走(怕惹邪)，临产前三、‘五

个星期忌外住，·怕生在别人家惹埋怨。
‘ ，一w

’

j
，

’

。I妒时，作好产时一切准备，如布片、’衣被等。来客忌说不吉利的
话。距医院近的，’大都到医院检查胎位，测定产期。一

4

一’～

‘，

+e

‘

。。
：‘二，分娩，

。 分娩，又称解怀、’生伢崽。城乡都有接生的“喜娘诊：。临产，由膏喜

媲”做些按摩，+由产妇的丈夫或妇女抱腰助产。婴儿断脐带，有用剪刀

剪的：也有由产妇自己咬断的。在脐带断口，撒以香，灰、‘抹上菜油、衬
r

，

’

， l



上棉花，立即包裹，出生后不能因天热而裸体。解放初，农村便培养接生

员，逐渐实行新法接生．七十年代后，有条件的产妇到医院妇产科生产。，

在旧社会，婴儿出生后， 胎盘(又称衣包)忌人食，妻盛于瓦罐
内，用草把塞口，于夜晚丢入深水塘：

。

如果喜娘不懂罩生争职，，断脐带的工具未经消毒或消毒不严：则引
：起脐风病(破伤风)，∥捷婴九在孟或七笑内夭荔。此类死婴要俯身深
埋，说是免下胎夭薪之祸。

’

。

7

．

，

4

婴儿出生后无哭声称梦生、-寤生。遇梦生则撞门，打锣、摔破罐、

碗，以‘际醒婴儿，或吸鼻、倒提婴)L拍打屁股、趁未断脐带扇温水浸胎
．包，以增氧促使呼吸。’另有边撞门、边喊其父乳名的’『跨在楼门口口q其

父乳名的．．用扒子到灶内拔动灶灰的，这些纯属迷信。 ，、．，：

在旧社会遇难产无剔法，或由喜娘手上抹菜油，把手伸入产妇腹内

强拿强扯；或求神降生，抬来菩萨一敬神跪香、发马脚、喝符水、。赶生

产摹；’还有在房中划石灰圈，让产妇坐于圈内，床上罩渔网避邪的i解
放后遇难产，‘；-般都送医院助产接生。 。

．．

。

。，

：÷：’d婴儿平安降生后，4先于家神龛前放鞭炮：，敬香，向祖宗报善。又派
人到外婆家放莴鞭炮报喜，，广兴州一带还写报喜书。外婆家要给”报喜人．

赠包封(又叫利市或红包)。康王_带报喜，。要从家里捉一只鸡去(生

男婴捉公鸡。生女婴捉母鸡)，外婆家马上捉一只同样的鸡连同报喜的

芦一起交报喜人带回去，外婆稍后提布片、蛋、糖来看女儿、外孙。渭

洞一带，报喜人要提酒去，生男婴，酒壶口封红纸，生女婴，，壶。口封绿

纸。毛田一带除带面外还带副食品，．鞭炮一放，外婆家就将本屋场的人

喊来吃酒．。黄沙街一带；现在有到舅家．．姑父、姨父等家都去报喜的．

、’t-为有足够的奶水喂养婴儿，产后立即杀鸡(多为雄鸡)1，煮鸡时辅以黄

’花、笋子供产妇食，称发奶。又磨米浆冲蛋给产妇(．俗称月婆子)吃o
2

、



一
’

：

在旧社会，，民间生活团难，一主食多为杂粮，但对月婆子则另用罐子煨米

饭，尽可能增加些营养：‘‘。 一 。．’⋯ ：
～ ’

，

～～-’

‘

婴儿在一星期内，都要喂四磨汤，即在中药店买回甘草、勾藤、班

班虫，j玉筋等四味中药煎水喂婴儿，以抽胎便、清腹毒．一 ，
4，‘

产后三日，为婴儿洗澡，叫洗三朝。有的用枫、‘樟、柏树尖煎水，．

有的用艾畸、荆芥、陈茶叶，银花藤煎水，”并煮一个鸡蛋。将水盛盆内，4

，盆内放称砣．、铜锁、缗钱，．然后抱婴儿洗澡，先弄点水拍胸(以缩毛眼、：

免伤风)，洗后用熟鸡蛋(去壳)给婴儿周身搓滚，t以消脐刺病毒。洗

毕，t包裹后拜祖宗0、一；一。a， ．o t_’ ， 一二一．

、

分娩后j产妇忌冷水、冷食、酸魏，忌房争和劳动生产，咀蓄月或

。．坐月，蓄月时间为30一45天。蓄月期内，有婴儿忌韵头_产妇母子忌出

门、帐门顶搭男裤：门上挂锁，门槛下横扁担(防哺乳妇女进门带走奶)、

门顶上贴符等迷信0；+ +
‘w·’，

．
。

‘

：，．。

． 从满月那天起，i产妇便可rJ J'1-’出，婴儿可以剃头。但胎发要用红布

包好保存。满月当天，一娘家请吃满月饭，又叫满月厌，即要吃饱，说免

．得小孩以后馋嘴。 -，。 ，’。．4

p
，

★

“

-。

；

F

’

三、庆贺 。#

一4 =

。

，一婴儿出生后，邻舍都来送恭费。’妇女们有群聚放炮的，’主家说洗三

。朝时，请大家来吃喜面。。，．．． ，：一， ： 。

‘

彳一

婴儿在一个月内，_由算命先生用红纸写成“关书’’，内载生庚、属

相、’面书；矽长命富贵或关星顺渡等语，以讨喜钱，这就是送“童关霄。

”洗三朝那天，素朋：房族、都来送三朝礼(广兴州一带叫送粥米)。1

外婆家要做小儿热冷衣、帽、鞋、t袜j煮红蛋数百以上，有的还送摇窝：

摇床0坐枷，“另外要送白米三斗(贫者三升)，二般亲戚也要送三件东

3



西(衣、帽或三尺布、米或面条)：现时外婆家还有送儿童车j电视机的?y．

洗三朝那天即请三朝客(，也有几个月后请客的歹’，^又叫汤饼氯外‘．

婆’家以抬盒送礼：：现仍无多大改戴，’靠汤饼宴竹一必请乡：卜婆己‘喜娘、：产时

帮忙人为客。请三朝客那天，’族友为小儿送号，。有的另做号匾j’有的。不：

送礼物只送号。主，家以戏或电影为谢。j、t，：。j，÷ ．Z t‘?1．“

-一‘小儿满周岁时；亲友送’，娃周礼"，(，衣、：布乙’食品)’：主家用盘·箕

盛物证小儿。抓周，，，1男孩抓周物为纸：笔≯墨、3砚、”算盘、。钱币、一果，{

’品等，j女孩抓周物为书、笔、。剪、：尺=．’称‘’针线二：钱币、果品等。．_置小

孩于盘箕中，让其自抓，来客围观凑趣，以测小孩n．t后的贫弋2富、”慰、f智。≯
‘

．

”～

’

≮

“_：1专：” ．’ 自t：。’崞一‘t。：。，。 ，电t
。

，¨=?·～， ‘’一≥：’，，。 j、晔‘彳x

，?t1≮。f四、计划生育：。、。， {√：： ，j，：；． jo．土一，。’≈：一。≯!，，

． ，解放后，，己经革绝童婚，早婚现象已少见，一’并正在革绝中?+政府大2

力提倡晚婚和优生优育。有计划地控削人口增长的政策，：已被群众逐渐

认识=．’接受，：二般能自觉地采取避孕措拖，政府不允许计划外生育。但

重男轻女思想仍然存在，、尤其在农村，总愿有个男孩，。因而出现少数违

背计划生育政策、多女一男的家庭；
，

‘。
五、其它

。

，

。

． ●

～ -
’

．

j‘为保小儿平安，’’在婴儿期或童龄期有。寄关虮之俗。寄关的形式有

拜干爹、干娘等，即按算命先生所说的方向、，年龄拜一个或几个干爷：；

干娘：：拜时要请客、接搿福神菩萨’’，(。土地或观音)。℃干娘进门时，鞭

炮迎接j一人抱小儿向干娘拜三拜，将一口穿有红线的针缝子干娘衣上?5

称寄关：于娘怕犯煞，则偏身将小儿寺包起，对菩萨或家神拜三下，将针插于

。神袍上，‘．称为移关。也有将求乞人拜为游脚干爹的。、婴儿出生那夭≯有

男人无意进房，除未成年者外，要认做逢生干爷。还有拜菩萨为干爹’的：j。
t

～

～

4
。 ’



公田、毛田等地有拜石崖为干爹的，并将小孩名的第一个字改为．鼍石’’．

：送箭，4也是寄关的-种形式。以杨树枝为弓二柳树枝为箭，做成三套

弓箭，，将化来的缗钱、线(二．户一线一钱，，共12户)配上(线作弦)，：

写上小儿生庚贴弓上，‘再将这三套弓箭送于桥或十字路上，让行人开弓

放箭。也有用化来的铜钱经铜匠做成弓箭，、化来的线做弦，在红布上写

。“上+Jb生庚，系于有名气的菩萨上，这就是“将军箭’’。

，

“

寄关的形式还有打“百‘岁锁"(银质2)：，锁上刻有长命富贵或关星

顺渡字样，佩于小儿项颈。到十二岁满童限时，请客。’开锁"有的不打

锁而打八卦图，佩胸前，·‘还有缝布八卦的。。也有将婴Jb Jt台发和生庚，用

红布包扎好，吊于主地或观音菩萨身上，，祈求神明保佑。：“t’m
。

，’ 除寄关外，有取名祖保j。神保、‘天保、，宗保的。。小孩生庚上五行不

．谷(金、，‘木、’7水、V火0。王)的，、以取名来弥补，’如缺“木’’：‘，≤名字中应

有带“木’’傍的字。有的用猪、狗、牛、猫命名，以求关星烦渡。。还有

请和尚、+道士念经渡关的，念经后，’将大饭甑去底，横放桌上，和尚抱

小儿钻过去，另二人接过来，4芦q渡关。毛田等处，还有请“有福气的人”

．孢婴儿对和尚礼拜，也有抱4,Jb拜鸡笼渡窜夜尿关∥的>--7俗。小儿夜哭

不止，用红纸写上一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一遍，‘

一觉睡到大天亮"之语，贴于路口让人念诵。也有让小儿改变对父母的称

‘谓，叫改口。’，即称父母为伯伯、叔叔、伯母、婶母，称伯叔父母为爹爹、妈妈。

·解放前，t孕妇不允许在外地“解怀’’，称、甜热血淋堂j家败人亡”。

万一二来不汐转移，‘则只许到侧屋：牛栏里生，I并不要接盆，上要打伞。，

离开产地，’要走屋后阴沟里，”不能走前f1，怕带走秀气。
5

： ，：‘

、 私生子女或穷人儿女多，生下后要送掉时，．将婴儿的生庚写在红纸

上·于夜深人静时，将婴儿送于少儿女人家的门前，然后放炮惊醒住户，

自己溜走。
‘

、‘



‘／j沪即堕胎，’照样蓄月J『。但一般不太介意。’，：、“： 、’_一 ，。

r一’婴儿第二次到外婆家f哪出∥窝，，，‘又叫搿走头途黟，要向外婆和

。亲属送礼物，j外婆家有的趣象送三朝_样，’用抬盒载礼品，‘，‘迭外甥孙

回豪， 一 “ 。

●4

：第二节 +婚嫁
} ’ ’

‘ 。

』‘

十

●
4

：：再一：1：。夕一．，’定婚’如

， ：： 解放前定婚，在门户的考究上流行的俗语有；男攀高户，．女嫁低门，’

儿郎相配，会选的选儿郎，：不会选的选田庄，·爱亲对亲等．。，；。。。4≥．’

≯?。i媒人牵线的>--1俗流传至今。’．媒人又称掌剁o，冰人‘．蛛妁。红衣、月

老、≈伐柯等等。f说媒≯q作伐、吃猪头(以_个完整的猪拳谢媒人)、’。牵

红线等。?t j j．，：■，，4一 。 -，，⋯_一
， 1 √·∞。。’。

7

jj≯经媒人说合，4双方父母同意一媒人将男、女生庚相互告诉，．让各家
请算命先生推算，．可则定，否则罢。一有的将生庚放神龛上，三天肉诸事

顺利即定，反之作罢，e这就叫。“合庚，，。，合庚后择吉日发?红庚’’又称

传庚、发八字、：受聘、!文定、‘纳采等，即订婚．先由男家备，“庚书誓(称

乾造，lg男A．字)，盛于“书盒"，‘由媒人拿至女家，填上。“坤造Z f女

庚)+；再转男家。男家即备席请主亲陪媒人f女家不来参加九 ∥，

”解放后；合庚之俗已废，但订婚出现．“见面礼"、“达家礼譬等。

男女首次当面时，男方要给女方‘‘见面钱”。(50或100元)不等，女方第

一次来到男方家，男方要给达家礼(布、、物等)。：1男方要办订婚酒席，

女方亲友都要接到，、男方还要送给女方家的女来客每人一身衣料，男来

客每人_条高档香烟、一双胶鞋，另给女对象数百元衣、首饰费。‘订婚

请客，少则三五桌，多则数十桌，晚上由本屋场贺电影。‘ ．，⋯，‘，
· 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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