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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草人主礼俗

第一节 人的出生

世间所有的礼俗都是由人类约定俗成的，所有礼俗都围绕着人类而

展开，因而要谈起礼俗，需从人生开始u 人生礼俗从何谈超?自然应该

从人的起点开始b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人的起点就是人离开母体来到人

l业的那一刻，而从人的情感角度来说， 一个人在母体中孕育的时候，就

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各种相关的礼俗也是从这个时候就刀二始了 。

胶东人受孔孟之渲平rI齐鲁文化的影响，对人生礼俗尤为重视。 而位

于胶东半岛最东端的戚海经济技术开发区，这里的人们既传承了本域地

区大的人生礼俗，又有地域性的具有地方特点的乡土民俗，而在人生礼

俗方面更是丰富|盯颇具特色

本区域的人生礼俗，便是在母体孕育过程巾即开始的

早年人们崇尚"五世同堂.家大业大"的思想，提倡早婚早育忧

民间有"早生儿子早得济(济:帮助，补益) "的说法，家中有熄妇过

了门， 一家人就关注起她的身孕情况 。 当地人把怀孕叫作"有再女

人有再后生理和心理上会产生一系列变化，尤其是早期的娃振反应会:1\

现类似病态的症状 ， 主要表现在饮食方面，对食物的喜厌发生了明显变

化.女11有的突然爱吃酸的东两，有的突然爱吃辣的东西，孕前爱吃的东

西反而不喜欢吃了，加之恶心、呕吐等娃振反应，人们通常称之为"害

再病\

女人怀孕期间，家人以及四邻都会对J-t悉心关照‘而且还根据孕妇

对食物的偏爱和躺卧体位预测婴儿的性别.像"酸儿辣女"、 "男左女

右"等等‘就是最常用到的理论 ， 甚至压有一句顺口溜推测胎儿的性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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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喜月份加母年，减

去一十三 ，是双便是

女.是单定是男 。 "

由于孕妇特殊的

需求和生理、心理上

的变化，在婆家生活

布些不好意思，人们

通常是把孕妇接回娘

家"养喜"。

如果婴儿在母体

'1'到产WJ未生产，孕妇要回娘家走一趟，穷人多为步行行富家则骑螺子

』乌或3或足者坐7芮吁子‘ {俗谷称 "奔生

蛋"催生"的习俗，孕妇到月未生，娘家就送来一把(当地人称 10 个鸡

蛋为"一把")熟鸡蛋，坐在门槛上剥鸡蛋吃了，也能生产得快而顺当 。

女人在怀孕期间是有很多忌讳的，比如不能随地大小便，以防被异

物"戏了"而生下怪胎，尤其不能在葡萄架下纳凉 、 便溺，怕生葡萄胎;

不能吃蟹子，怕腹中的婴儿横着行动，造成难产，或孩子出生后过于好

动;不能吃兔肉 、 姜、木耳、驴肉，以免胎儿生豁}芹、民六捐、化毛发、

生驴脾气;忌吃双体连生的食物.像连生地瓜、萝卡等，以防生下"政

棒子" (即双胞胎) ，早年当地人认为生双胞胎是奇事，并不受人们青

睐，而且对双胞胎婴儿有很多约束， 12 岁以前不论男女都得穿一色一样

的衣服，假如其巾有一个夭折了，剩下的一个就得更名，说是怕被死者

领走n

孕妇又叫"双身人双身人不能参加婚礼和丧礼，婚礼上新郎新娘

见到双身人会事事不)1顶，即使亲生父母去世也不能参)JII丧礼，这实际上

是怕孕妇大喜大悲影响胎儿的发育。 这些风俗有很多当然是不科学的，

只是表达了人们一心向好的愿望

本土人把孕妇分娩俗称"拾小孩儿也叫"添喜"

早年没有现在的医疗条件，分娩都是在自己家里，大多是请个"龙

娘婆，.米助产。 如果家遇红|气喜事便临时外借房屋作产房.{Q绝不得在

娘家分娩，说是会妨碍娘家一辈子 、

产妇通常在向己的卧室生产.除 f要求安静 、 暖和 、 封闭外，分娩

时房内不许有闲杂人，尤其男性、儿童、 寡妇和未 :H嫁的闺女，是绝对

不许在场的，即使丈夫也只能在门外等待喜讯而不能进屋。 至于分娩的



方法大致有两种:家境富裕的人家常在炕前地上放一个大盆一一多是娘

家陪嫁的红木盆 ， 产妇坐在盆上生产.由同辈已婚并生育过的妇女抱着

腰，老娘婆接生;家境贫穷的则大多躺在炕前铺好的爷草上分娩，小孩

生在了草上，称之"落草"。

富家穷家相同之处是不能在炕上分娩，以免血?引l' 了炕神，对产妇

和婴儿不肯利。

婴儿降生后要剪断并扎紧脐带.擦洗后用小被包H. 待胎衣落下一

切收拾妥当，烧几张黄表后产妇丰11婴儿便可搬到炕上休养 L

此时门外的丈犬进来拾摄分娩的场地、处理胎衣平11垫甲:

胎衣要趁天黑找个僻静的地方深地，不能让人践阶了.更不能叫狗

吃了，以免影响孩子的寿命

也有人把胎衣埋在梧桐树下，预丰兄孩子像梧桐树刀IS样快快成长，长

得高大、标致υ 吁地有句俗话，说筷子长得好"民得像恬桐苗子一样"

带有产妇的血污的垫草要立即烧押. - A_被蛇虫爬过会变成精灵

孩子生下以后.大人们要把婴儿的生日时辰及生肖写在红纸条上，

贴在箱橱(箱橱，本域人

使用盛衣物的大型家什，

上下两件摞fl::一且，是婚

时必备品 。 上面的叫

"箱下面的叫"橱"‘

无论何时都不许分开放，

意味着夫妻不分离)里，

以备孩子长大后查用 早

年受封建思想的影响，生

男生女"添喜"有异:生

男谓之"大喜

‘"‘开璋" (璋'是一种玉

器) ;生女谓之"小喜

叫作 U]开弄T予:瓦

瓦盆、瓦块之类的东西。

孩子 IJ-\生后主要在 11自

街大门上挂→块红布， n叫

作"挑红红布上除附

有桃枝、铜钱之类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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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4箭挂在左面说明这家生了个男孩，附有佩巾且挂在右边的是生了女

孩已 除了向外人表明木家人添再外， J~t红.ìÆ有个作用是提醒货郎、铁匠以

及带有响器的人要保恃安静，不要惊吓了产妇和婴儿

孩子平安出生后要向产妇的娘家及亲戚报喜. f且喜时间必须在上午 ，

时间旱的当天早饭后就要报喜，时间I脏的则在第二天早饭后去报喜 损喜

的 111页序，先是新生儿的姥家、姑家，然后才去其他亲朋好友家报喜

前去报喜的人早年大多是新生儿父亲的兄弟，富裕人家也有派佣人去

的，而如今报喜的任务一般是由新生儿父亲完成 报喜的礼物一般是发面

蒸的"锅锅"有|喜蛋，要用红包樵挺着到产妇娘家.而对左邻右舍只送喜

蛋就 nJ以了

报喜过后就是看喜‘吁地人俗称"望 o卖 ma吨， )欢喜" 看喜不仅

是本家本族的宫，小一点儿的村-子儿乎全村部要参加l

早年物质匮乏，产妇的营养一家一户难以保证，就要靠大家共同帮

助，这种相 11时H助的形式，民间也叫"帮欢喜"或 h傍欢喜就是相m

相傍的意思望欢喜"的日期涵常在婴儿11\生后的第八天、 一大早街坊

邻居即来望欢喜，因为早年农忖最有营养的东西莫过于鸡蛋了.故而所情

带的礼品一般是鸡蛋 . 数量为 JO 、 12 、 16 、 18 、 20 个不等，这要根据双

方的亲近程度而定 应注意的一点，鸡蛋尽量不要送 JO 个，网为给死街

上供是用 10 个悖悖，为活人用"尸会被认为不吉利，所以 u叫即/1川]叫(使吏送 l山O 个

1鸡鸟蛋也要说j成戊"一J把巴鸡蛋"

l而町家族内的亲戚除了鸡蛋还要外1加J川n一块红布或一床小睦子、 一套小孩

衣服等

由于"望欢喜"是"有?"和"傍"的意思.所以邻居间的礼品只收不

同，也不必招待饭食 。

在村邻之后，产妇娘家

和其他亲Wl则在 9-10

点钟米看喜

亲戚的喜礼要重于

街坊邻居，特别是姥姥

家，不但要送鸡蛋，还

有小米、红精、红布、

小被等等，都是产妇坐

月子期间的必需品 u 亲

朋到齐后.婴儿由婆婆

4 



用小被包好抱:'"给大家观相，大家在说着夸奖话的同时，把准备好的一

点儿钱掖在孩子的小被里，谓之"长寿钱'二 和乡邻"望欢喜"不同，巾

牛主家要设i同宴招待前米看喜的亲朋‘主食为喜面，称之"晗(吃喝的

注思)喜面'\另外亲戚君喜的礼物全11宜，主家 nJ酌'情问敬些1m食

本 l泛城看喜也111各有差异，有的地方姥娘家若再所带的礼物是鸡蛋、

大饼等 鸡蛋要拿几卡个或几百个并染成红色的‘与添喜相 l映 。 大饼

(一大锅蒸一个.约有 IS 厘米厚) ，顶皮

也染成红色的 内

姥娘家看喜这天要宴请，主食是面

饼和面汤，吃此食物其意义有二 : 一是

顶祝孩子辰命不m病，二是预祝孩子多 ，

另外姥娘家来看喜时.ì:f要带一块红布噜

是给婴儿做帽衫用的 帽衫，是小孩一

种简单的衣服，说是穿了姥娘的111冒 f5孩子好养

嗣后，谁家来看喜了，在这天要回礼.礼品是一方儿(~p一块儿)

染有红色的姥娘拿的饼和两个红鸡蛋‘受礼的人还要用钱"压包袱'\对

方不许不受，这是规矩.顶惋孩子好养 ; 早年本区.域产妇主食小米，伴

之鸡蛋、红糖，而忌食大米.说是吃大米婴儿的尿牒，其实i主是因为相

对来说小米比大米对产妇更有益处

有的地方婴儿初生fI才‘开始不能吃自己扉亲的乳汁，而要到邻家乳

期妇女可寸奶是男婴的要讨女孩子吃的奶，是女婴的要讨男侠子吃的

奶， U/I交叉时'食 ‘ 时来的奶约婴儿吃叫"开口开口以后婴儿才能1tZ: 1I 
己哥亲的乳汁

在本区域，无论谁叫谁家的奶、都会被看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会高

兴地援受并5 1 以为荣 n 婴儿11\生的第三天叫"三日头儿家里人喝面汤

以表庆贺 。

此外初生的婴儿要经常用过端午节时挂过的艾草放在锅里烧水洗，

这样孩子不会得皮肤病M 这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因为文革有杀菌的

作用

本区域风俗，婴儿出生后要由沮父曰:或父母给起个名字 . f俗符称"勺小l、

伞名;

多 ， 1m之文化水平低.起名字显得不够精致，男孩的小名有按属相干支

起的‘如"寅戌"、 h丙巾有按H\生时祖父的年龄超的一-这种情况

尤其在清代以前很多.如"五十一"、 "六十五\ "七卡二"等;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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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伊名; n叫叫 "狗剩"\、 "锁成"\、

(11即H夭折折".) ; 考珩有1丁.起斗名4 "福成

能有个虫卅f的前程

比较来说女孩儿的名字精致些，多以美好的事物命名，如‘"‘小梅

"兰香"\、 "玉珍"、 h玉翠"、 "秀云"、 "淑霞"等d 本区域和1其他地方

的情况一样.早年无论起小名或大名.都有强烈的时代感，像新中国成立

时有很多孩子取名"解放"、 "胜利"这样词儿的， "{爱朝"、 "卫国"这

样的名字大多11\生在抗美援朝月I~些年，还有"跃进"、 "红旗"、 "文革"、

"卫东"等等也都带有强烈的时代印记u

在当地，产妇分娩以后进入一个重要的环节一一坐月子.此时的产妇

和婴儿身体都比较虚弱，需要静养，产妇和婴儿居住的房间是禁止生人人

内的， 一般情况只有婆婆和丈夫可以随便进入

早年间.!};U'F是营养不良造成的，婴儿，'1\生后不像现在那样 11\生后就睁

开眼睛，张l嘴找吃的，大多要等到第三天才睁眼，产妇也是第二天才能来

奶水，在来自r~水前一般是用红糖水喂小孩儿向

坐月子是有很多讲究的.比如，头天产妇禁止下炕，一月后才能11\

街门;月子期间产妇不能干活儿，不能久坐，不能用凉水， 1谷说产妇分娩

后骨头缝开了， 11占凉受)ì<l会得关节炎、头痛病等 "rJ 子里的病所以要

有人"伺候月子一这个重担大多藩在婆婆身上。

伺候月子不是件容易事，要变着法子让产妇吃穿得饱，心情舒畅，不

汕凉水不受风吹一一产妇大多要J-I)头巾包头，早年产妇的饮食通常为熬得

稠稠的小米稀饭、煮鸡蛋、红糖，沿海地仄则有的用精骨炖海带给产妇

吃 JJ I~时候说起谁家JJ 子伺候得好不好，大部以月子里吃了多少鸡蛋、多

少红糖来衡iJ，因为那就是坐月子妇女最有背养、最好的饮食。

至于婴儿，也要考虑周全，除了要有尽茧充足的奶水H畏养外，在穿着

方面也是很有讲究的，婴儿穿着的衣服都是用红布缝制的"和尚!J臣"一一

没有扣子没有带儿.这种衣服宽松肥大便于穿着.而且一般在袖子上用布

条绑一道，这样婴儿的胳膊缩不进衣服里，何tl 口又能遮住小手，以避免婴

儿抓破自己的脸;婴儿的枕头则多HI .怵糠做成.这样的枕头干燥而绵软，

对婴儿有益

哩儿IIVEr耐一个月要过"满JJ .. . 大户人家往往要大操大办、设宴招

恃宾J旧，普通人家虽不大操大办，但也是很重视的， 一家人都要参加。 这

天消早起来，给婴儿穿戴一新‘祖父要给婴儿弟1)去胎友，据说剃胎发后婴

儿的头毛就会变黑变粗 由于剃胎发怕婴儿痛、也有巾奶奶用剪刀跤的严

"拴柱"等，据况孩子不容易"丢"

"运起"的，显然是希电婴儿将来

"剩阳"、

"运升"、威
海
经
区
民
间
文
化
志
(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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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的饭食通常是:早饭吃面.

巾牛蒸悖悖一一多蒸成"锅子'\

"桃子"、 "石榴"等寓意美好的

形状，晚上则吃饺子以

过完了"满月产妇的娘家

耍接产妇和婴儿回家住些日子'

俗称"搬满月

一趟儿"飞。 大户人家可用轿子或马

车， 一般人家多是舅舅赶着牲口，

牲口驮着驮篓，鞍架上搭着被褥

婴儿用小被包好以后，腰间

用红头绳捆好，并将一个"锅子"

放在婴儿怀里，将婴儿放进一个

驮篓里，婴儿褪椒上要桶一枝桃

树枝(俗说桃树枝辟邪) ，桃枝上

要系红布条，系两颗染了红色的

壳花生(预兆兄弟姊妹多人系一

串用红线穿着的铜钱(预兆多桶

多财) ，若迦到河流过问时母亲连

要往河里投一块石头，以告河神

另一只驮篓装母子的衣物及婆婆捎带的礼物，产妇则坐在锻架的被

褥上搬满月"的真正意义实际上是让忙了一个月的婆家人休歇一番，

由娘家人接着伺候产妇.使其身体恢复得更好些。

本地民问对婴儿的生肖和时辰也比较在草.如果婴儿的生肖叩属相

与 H\生的时辰相符，则说是"赶上时辰"了，比方说"子鼠丑牛"、属鼠

的婴儿子时州生，属牛的婴儿丑时出生，这样为最好。

而对于属相与时辰的搭配关系，民间的说法是:

"子鼠" 。 据说天地生于子时、即 23-1 点. rt干称"夜半" 。 天地初生

时" y昆?昆沌沛，网|到囹固，没有缝隙，后来被龙鼠咬破一个洞，打开了

天体电分明了天和|地‘立了一功.因此，人们便把它排在时辰之首】

"丑牛" 。 丑时为 1-3 点，1ï称"鸡鸣" 。 老鼠打开天体之后，人们是

要生存的，所以，老牛便出来耕耘大地。 n才辰的第二位便给了牛户

"寅虎" 。 寅时为 3-5 点，甘于称"平且" 。 人生天地问应该有点规矩.

要有敬畏之心‘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么，人最怕什么?怕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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怵l此，第三个时辰便以虎规

也人们的行为

"卵兔" 。 卵时为 5 -7 

点，市称"日:J~" 此时天虽

州|庭，空巾的月亮尚未坠落，

玉兔还忙着捣瞧，于是卵时

就U I玉兔了 内

"辰龙" 辰时为 7 -9 

点，古称"食时" 此时是一

天中最重要的时辰、俗话说

天之计在于晨"嘛!所

以，人们希望此时群龙行E

布雨，遍刑甘霖，以利生产 

‘·巳蛇飞 巳时为 9-Ll点片称"隅巾'二此时天气i斩热，蛇潜伏草

丛，不在行人路上或田间游动， 一般不会伤人，所以.人们便根据这种

íl 然现象把巳时给了蛇 、 不过，人们尊敬地称它为"小龙"。

"午马" 。 午时为 门 -13 点。产古「称"日中

须用至阴来制约。 而马呢，属阴性动物，因此，人们便牵了马来制约午，

于是便成了"午马飞

"未羊'\ 米时是 13-15 点，又称"口跌飞 据说 ， 羊吃了米时的草，

不影响草的再生，所以未时便给了羊

"申猴" 叶111寸为 15-17 点，古柏:"日前时目p吃晚饭的时候 劳动了

一天.人们伸jJ1Jl!舒臂，活动筋骨，从而想到 JJ~些伸屈攀接、不知疲倦的

猴子们、能像它们那样多好，于是把申时送给了眼子

"西鸡" 。 西时为 17-19 点，于片称"口人" 。 此时最急于归窝的便是鸡

了，因此人们把西送给鸡，称之为"南鸡"。

"戌狗" 。 戌时为 19-21 点 . 干片称"昏'二 天已黑 ， 夜渐深，狗开始司

职、望f J守夜了 ， 于是.狗开始执岗的时辰便是戌狗两相搭配、称之为

"戌狗"

"亥猫" 。 亥时为21-23 点 ， 干片称"人定即人们入睡。 万物寂静，

天地复又混沌起来，黑得像猪一样，因此，亥便给了猪，称之为"亥

猪"

十二局斗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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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出生一百天要"过百岁也叫..过百 H\

这一天家里人还要喝面汤。 由叮:亲或亲属 (~LI姑姑、婶子等) ，抱着



换了新装的孩子到外面亮相，叫 h走百岁

同时向左邻芋右[舍展刀爪t飞'从|而叮得到人们的 f品日评和称许。

早年"过百岁"大都是内己本家过，不请亲朋好友的， 一般要由没

出闸的姑姑早先向亲邻讨些轩种颜色的碎布头剪成长约 6 厘米的等边三

角形，对成一个小袄给婴儿穿上，这就是俗称的"百家衣

家衣的孩子好养'能长命百岁 n

除了百家衣，姑姑、姨姨们还分别送婴儿帽饰、 F锄、脚简及"民

命锁"等银饰物户 |阳饰、

手铺上缀许多银质小铃

铛， 一动会发出清脆的

响声，是婴儿;即l最理想

的玩具这其rr长命锁

是婴儿最常有的礼物

它是由银子打造而成，

形状如祥云，上锈"长

命百岁"或"民命需贵"

等字样 . }↓J银链挂在婴

儿脖子上垂在胸前R

随着时间的推延，

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路高，力11上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孩子数量的大中国减少，

人们对婴儿"过百岁"越来越重视.从早年的自己一家人简单视福，到

后来摆宴请客招待亲朋好友，气氛越来越隆重了

无论是早年压是现在.婴儿过第一个生门都 1-分重视【 第二年的出

生日是婴儿的第一个生口.通常抓过得非常隆重 姥娘家及亲邻好友都

来"赶生口又叫"吃生日有身份的人家压会宴请官场上的人物。

来贺喜的人都要带一定的礼

品 。 姥娘家的礼品是 4 个或 6 个、

8 个锅锅(用内面蒸的椭闹形的两

头捏有乳头状且染上红色的馒头)

平n4 个或 6 个、 8 个桃子(用广l面

蒸的桃状悖悖 ， 贴上绿面叶和l染

上红桃|嘴儿) 0 tfii锅，是铜着孩子

好养 . 桃子是预兆孩子有灾能逃

过去，长命百岁 。 除了"偏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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