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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通志>> (一七一卷·民国三十七年贵阳
文通书局铅印本〉

贵阳府

礼仪民俗
'批 有通束、纳聘、过礼、铺床、合雹、谢岳、庙鬼、回门诸节.大要不

庚于古."通'阳" 者， 谓攥灼以男东姓名书之红柬通于女家也."纳聘"

者，谓女*允其婚，另家源日陈彩缎、首饰、盐茶、酒脯、香烛子女家. j脏

灼将n.. 而斗S男女之垒王军 . 月.日子红绿筒，书毕而贺 ， 饮酒成礼也.

" 过礼"者. ì胃婚期已定， 男舷送衣服、 钗甸I1之物子女家也. 将婚先三日 ，

女画Z饺子~送沓兵、床帐于男家而铺设之， 谓之 "铺床".婚之日 ， 男家备

口健、 鼓吹. 旗tR以边， 娟不亲迎也.女童E告祖 、 训I1女 、 送女， 均如礼.女

至男家，男女~相导之登堂与婿交拜，入房·合蕾"，亦如礼.合营毕，矫必

量民诣女父母拜，并拜其尊属. ì"之 "谢3族".既婚三日 ，行"庙见" ~L. 自

舅姑以下及峡属之尊*遍拜之.是日妇乃人厨，调羹奉舅始，又活酒肴，全

家男女分席坐燕，谓之 "团圆饭"，婚礼始成.周月之后， 婿1寡妇至妇父母

寡 ， 谓之"回门" .凡合雹之礼， 必使夫妇僧老、子孙众多者为女栩， 欲

福态相拟也.

乡民多禽杂粮， 蓄米为纳赋、婚嫁之稽.婚姻皆简易，无浮费，邻戚

至.~事家倾踉以为宴.宴毕.即满邻威为统舆. 幼归夫家者，曰"童养媳".

女必长于男子四五岁 ， 取其能操作 、 任井臼也. ( ((量辛商识略>> ) 

俗，新婚之京中秋夕，有-友送瓜事.瓜以影夺我之， 或饰男子为村

妇妆负而至，谓之 "懒大嫂"，导以It乐，至则以瓜置之床，以为兆宜另

也.其家设洒食以~客， 或翻客来散后客复来，曲巷闲坊笑语杂沓，- 值秋I!il

月明， 漏三四下，鼓吹声尚喧阅来止也.罗苏溪方伯窑作徘语， '有《送瓜

词 b 十蠢，录存其四 I Mj!陈瓜果待牵牛，水拍银盘倚画楼. 近日瓜期交代

缓， 立移七夕到中秋。 萧鼓声吆近镜絮，月光斜透水品锵. 填街~巷街男

女， $队是瓜固不避搬. 金背;H且照w空， 燃然笑倚海云东。怜他世上无灵

药，种子新方乞月宫. 贺客纷纷索窑茶，几时娇面画画桃花.痴心只把绵绵

祝，知是甘瓜是苦瓜. " ( 吴振棉 f 黔i噩>> ) 

.a 诞礼， 士大夫家衰绿、苦淡、哭踊，悉如<<iê(丰L>>. 死之后七日必应奠，七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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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乃止. :it自七为阳徽. JC兵还阳，取七日来复之义.或曰本生之子，遇七

而亮，甲日坐着，七日遇'睡宠甲也. 恶，电克也， 故必.奠以..又有回煞之

说， 至然因之日，量惨重E遭之.合输不钉而以溅 ， 殆入稽，必三日始漆.示不

忍死其亲也.姻威之欲ffl 奠者. ~晕目赴舍，使知之而次第吊'毫之，谓之·开

吊" • If，看来，裂白布为巾，跪送其人，谓之‘送掌'.粟主成，延德位隆

重之乡先生思之，谓之·题主'.既葬三日，子姓毕至于基而哭奠，谓之"j[

三".乡人子开尼 日， 多以鼓乐延宾.将"之前夕，组威邻里岱徽、歌子枢

前， 谓之 "坐夜n. 亦有延僧道作佛事者.

送孝， 又iR之 "开普孝".凡死系窑贵或竿而E者，在来，事 ttr用土陶B电磁·

以示屠丧服实之意， 此碗常多街取归赔孩幼，谓之 a偷老碗" . 近数十华.

丧家受吊回白，并副以耕细陶碰，不符入窃老碗，以为美谈也.省会行之，

只气自侈是为一验，外每亦多有仿效之者. (<< 贵阳府志 如〉

.桐， 凡祭， 弹、椰于在，冬至节祭子凋.入府墨学、中乡会试，则备替、

鹏、学、 家祭子蓦. 精明节前， 子维男女携替、 m、南、肴奠子墓，接输铺

子垄首，谓之·挂青".新死者，则在春社附.七月十-自以后至十三日，章'精

钱，设饮食，各书先代昭穰说号供于1量上，三日而侠之，谓之"烧包'.十

月立冬后， 以糖剖衣服、镑钱，至~而焚之，谓之"送'尽衣'.其他酬愿而

祭子庙，钱厉而祭子野者，阅有之，亦布延巫祈癫，则 Iß俗之未尽擎着也}

( << 贵阳府志 >> ) 

贵阳!Il外， 怀垒烦多，新岁、精明及孟冬之月，贵族'院门戚祭于墓，晨

A露之感， 荐鱼韭之诚也.乃有军撞携壶，延宾召友，借名饿余，张耀章事

饮，想怎甜甜，履鸡交模.既违襄』靡之义，叉，院男女之别，君子讥之.然礼

敏之不行， 资在司钦，否{1f能邃，电咎也. (吴#匠'虞 《黔i吾)) ) 

俗， 给使、厮养， 通朔望之次日得食肉.谓 之 "衙祭 肉'.按，

4 通考》载. "石林外民云.节度使"汹红饰受赐者， 孩子公字私室， 皆别

为堂. 号节堂. 每朔组之次日祭之， 号街日." 是街祭二字J:t来甚久.祭余

分肉，以异众人，即 4 祭统》所云， "掷庞雹阁，惠下之道也-n 特今士大

夫.亦如是. 则沿其文， 来详其义耳. ( 央提撼《黔i吾 )> ) 

量陆tt. 男妇做客， 俱取席~糕饵之类， 包襄携回 . 曰a扎包". ( ((广朋州志 >> ) 

岁时民俗

应用 "元旦" ， 鼻青臼 育方，盛服叩拜于天地， 阻碍祖先 . 父母、

上元1J 夜 ， 张灯击鼓 ， 又扎竹为鱼、 龙 、 2帽子形 . .灯烛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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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可祈华聋fi..

军用 "峭午"，食角霉，饮.瑜、簸.酒， ~在以锺黄涂儿女头'目.以潭'事..
六月 韧六日.嗣斗'箱、衣服.

七月 荐新精.

J\ I'I "中秋，夕:øt月，食月饼.

九月 "锺丸"登高.

+二月 二十四夜为 "小除"，扫室， "祀灶'.晦日，易桃符，张灯彩，
含量f(M饮，谓之"四年'.鼓吹爆竹宽夕，谓之"守岁".此其俗之大略

也. (<< 贵阳府志>> ) 

生活民俗〈综合〉

城市无贫富子弟，自六七岁以上幢敏之渎，通幽巷夜恒何书声.士.衣

冠，贫司曾以布为袍，冬'青楠，不耻惠衣.重长幼之序，遭长者子道，委手立

道左，待长看过乃行，虽JII随之辈，罔.逾画画.士人以文字相攻错.无饮食

征逐之习.近时尤务根抵之学，哥哥究经术司'多.四乡尚质朴，非宾祭庆会

经盖在不入城.树黯多便衣小帽，耕读各世，电业.妇工不.组§睡. .自织纺，以

襄坐业.忽租输，敬富t夭，有庚此看，士串串辄不之白相劝而化，故无悖 德

焉. ({< 广顺州志)> ) 

贫*黑土为垣，覆以茅s密者编竹为霍，涂以土._以瓦.出入戴斗笠.

挨家之所有者IJJ于市.备乡，但场八处 z 臼鸡，曰牛.曰马，回鼠，因养龙， 臼巴

杏，曰]j(回坎，日谷定坝.六日一集，周而复始.黔人i贸市为场，多以十二

支所属g其f贸易之所，如子目为鼠场，丑为午场是也. (<<黔商识备 )> ) 

民间语言

1r富〈人..份〉 俗称寨父为泰山，以有丈人镰也，因此退称人妻母为~

71<.更可赚者，谓人妾父为"丘寇"，安母为"行前'也. ( 李宗口(盼? ) 

咂黔记>) ) 

信仰民俗

坛" 黔信鬼尚巫.坛神看，邪鬼也， Æ ( 黔谓之"端公n ) 言能为人祸

福. 理辑之者幽晴处理大圆石子池. 1胃为神所据也.岁时朝夕， II辑祀惟谨.又

亩三年小庆.五年大庆，如l盛兵牲商、"Ø:乐以悦神，不然且件事P意. 贵阳草草

IP. 奉坛神看十二三.细奈之，厄子疾病、死丧、讼狱、盗贼、穷困者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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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见其能福人也.而察之者不敬链，亦画在不悟，愚矣饿1 界矣俄I (臭貌.. 

《黔语>) ) 

右保司P 黔人生小儿.多害人为干子，呼其义父曰保爷.至有寄于巨石窑，

于右上镜其儿名.哼之曰石保爷. (李宗口〈防? )(( r，记 )) ) 

兴i府(综合)
乡寨半属钟苗，自画庆二年剿平后，皆向化格心，畏法国11 潭， BIl 饰盲

动，多学汉人，几不可M. 菌妇多学汉徒，虫'嫁多学汉年L. 鼠知延师教读，

应试入蹲着有之.惟神袍岑彭，空事为庙，俗重老靡， 不倩医药"为有异耳.

近有黑酋居乡，多种山地或以翻墙修骆为主毡，各安，盼筒，有不识不知顺帘之

则气象，此兴都苗俗之大略也.

叉，按旧帽俗，有所谓"牛虫火杆"者.或有窃贼. 11￥起'爬擒，各校包

谷轩敷枝，片刻维寓，即置贼子上而焚之，谓之曰"牛虫".始则焚贼，渐

则焚仇者有之矣.此俗兴义县、普安县 1日时常有， 今久禁绝负.叉， I臼俗好

众而械斗，谓之曰"斗龙飞今亦禁绝。又，商俗病盟员不服药，而跳销公.

瑞公者，巫也.今绅民亦有染此俗看矣.叉，旧俗无赖着.1化诈，谓之"舷

钉锋" ， 又喜布谎言， 役匿名帖，此风皆绝，殊可喜. ( ((兴义府志>> ) 

普安直靠斤

岁时民俗

军用 "元旦"， 焚寄烛，商衣冠，拜天地、 祖先、 父母.余日亲朋往来拜

i岛， 至必款留. "上丸"后数日， 夜张灯火， 陈声戏，庆"元窝" . 农初举

趾. 辈子入学.

二月 二日 ， 祀i(&.童稚放风筝为乐.里社1董市T隙祈憾， ~J龙舟，以驱逐
瘟疫.

三月 "惊:明"归莓， 以白纸作钱控之， 子孙多者自如积::::i .

五月 五日，治角霉，采文挂橱，饮串售货滔，以避瘟疫. 十三日祀关帘，

" l(l.刀会".

六月 六日，获寂、回事书 .~衣， 祀1'1前 . 谷神，杀草除p;o .

七月 七日，祀魁墨.意平在以风仙 7E捣烂，接红指甲.妇女陈瓜果、替花，

供牛郎织女， 子月下 tI乞巧" . 十五日为 "中元节". 士庶家各条先祖， 1事
氏设 1.孟兰会"济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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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日，民间以果饼相遗.置酒.月.以此夜卜"元宵" 晴雨. 叉子

是夜以红'庭.冬瓜置彩亭中， 戴乐仪仗送乏子之家，取瓜绵之兆，谓之 a送

瓜' .

九月 "震丸"，登高，佩莱爽， 食米糕，防菊隙.种留粟、 蚕豆及爱.是

因酿酒，谓之·重阳酒"，香眯尤佳.

+JiI 朔日，土人祀牛王，食牛以口〈徽〉靶，即以其余缝之角上.初一至

初十，祭妇纹墓，与"清明"同.

+-周 芸'粟，平治遵涂，曾曲事莱. _回'串.

+=月 俗呼腊月 . 黯者，猎也4 取兽以把其先.八日煮粥，以 诸味杂其

中，谓之"腊八粥".二十三、四日，妇女荐果饼、 精食"祀灶"，俗云送

灶神上天.余日届学家，治洒醺. 口 〈 宴 〉 宾亲. 曰"年洒"."除夕"，剪

彩纸作钱，遍'占门户，换桃符，贴春联.是夜把灶，曰"接灶" . 拜天地、

祖宗及尊长辈， 曰 a济年".爆竹喧天，灯火麟'血，恒彻夜不~意. (<< 曾

安厅志>> ) 

大定府

礼仪民俗

.礼 不亲迎. 凡初缔因，先用燥的说合.焚香为定，方具礼仪 、 盟书、非L

帖. 倩媒氏资以往取女年庚，谓之"发庚' ， 兼以 "淄允"。及男女年至，

先数月 "级烟".期前二三日，具衣物，酒礼，视其京之厚薄， 女重E态具亦

子此日界至另凉，各曰"度礼".及期，逾舆边女，入门拜公姑伯叔，而后

合鸳.亦有次日或三日拜祖先、伯叔、长幼者.虽六礼未备，庶几有古风;lg.

( <<黔西州 志 >) ) 

奇怪丰L 属扩后， 用香汤沐浴，置床几子正寝， 子妇以下罗列蛇拜，奠酒，哭

泣. 人棺后，设一灵席， 或张布'曼、纸傻子相E前，以分内外. ，曼内为索， 外

为另 . 成服，闹革E哭泣， 拜t!l ， 延亲族中有德行者题主. 家奠， 亲友吊者，

答用梭布囚尺，设酒席以酬之， 至夜灯火达旦， 谓之 "伴丧".次日乃n.

遇七悲号·致祭，或作佛事， 百日.周年亦如之. 编索三年，职阂方E余灵，

吉BlIt. 诸所属地方略同. ( 同上 〉

岁时民俗(一)

2月 ·元曰"五簸 ， 爆竹开门， 谓之·接灶". 1R灶神去岁上天， 今始归， 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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