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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矗叠 第六章社会民俗

第六章 社会民俗

社会交往习俗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由于受历史传统、风摇习镜、宗教

信仰、时代j辑、流等因素影晴雨彭成的各种符合交往要求的行为准则租规革的

总和。社会交往习豁主要表现在交往的礼仪上。礼技就是人们在社会交往蓓

动中应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落和准则。社交礼仪作为一种文化，是人们在社会

生活中处理人际关系，用来对他人表达友谊和好感的符号。礼仅是个人乃至

一个民族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交礼仪是在社会交往中使用接率较高的 E

常礼节。正因为如此，在民众的社会生活中才形成了一系列的社会交往习恪。

胃口的民众社会交往习搭包括家族宗法礼教、民众礼节、民众借贷琵俗、

民众结拜民俗等。周口的民众交往习俗最显著的特点是表现在交往和处世的

忌讳上。胃口琵众在交往中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酶，讲究仁义礼智信，他frJ通

过谦恭礼仁的方式弘达到对方的认可。不论是交往中的礼节称呼还是交往中

的忌讳，在属口民众的心自中，与他人交往应该谨小慎辙，应该使对方欢悦

高兴，这表现出草草劳善良的周口民众在社会交往中的优良传统。

一、称谓

称谓在社会交往申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民间尤为重视。年龄不论大小，

要按辈分蒜谓。下面列出了周口一带常用的称谓表。

关系 自称 结呼 回称

父亲的父亲 家祖父 爷爷 令祖父

父亲的母亲 家祖母 奶奶 令祖母

父亲的伯父 家伯祖 x爷〈前加排行) 令信祖

父亲的叔父 家叔祖 x 爷(前加排行) 令叔祖

父亲的伯母 家伯祖母 x茹奶〈前加排行) 令f自祖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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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关系 自称 俗日子 吕称

父亲的叔母 家叔祖母 x奶奶(前加排行) 令叔祖母

父亲的姑母 家始祖母 姑奶捂 令姑祖母

父亲的姑父 家姑祖父 姑爷 令姑祖父

父亲的舅父 家舅祖父 舅爷 令舅祖父

父亲的舅母 家舅祖母 舅奶奶 令舅祖母

父亲的姨母 家姨祖母 姨奶奶 , 令摸祖母

父亲的姨父 家姨祖父 表爷 令姨祖父

父亲的姐、妹 家姑母 姑、姑娘 令姑母

父亲的堂姐妹 堂姑母 姑、姑娘 令姑母

父亲的哥哥 家伯父 大伯、大爷 令筒父

父亲的弟弟 家叔父 叔、叔叔 令叔父

父亲的堂兄 堂伯父 大倍、大爷 令{自父

父亲的堂元嫂 堂伯母 大娘 令f8母

父亲的堂弟 堂叔父 叔 令叔父

父亲的堂弟媳 堂叔母 婶、婶子 令叔母

父亲的表伯父 表伯祖父 表爷 令表结祖父

父亲的表倍母 表伯祖母 表奶 令表伯祖母

父亲的表叔 表叔祖父 表爷 令表叔祖父

父亲的表叔母 表叔祖母 表妈 令表叔祖母

父亲的表兄 表{台父 表f吉、表大爷 令表伯父

父亲的表兄嫂 表{击母 表大娘 令表父母

父亲的表弟 表叔父 表叔 令表叔父

父亲的表弟媳 表叔母 表婶子 令表叔母

父亲的表姐妹 表姑母 表姑、表姑娘 令表姑母

父亲的表姐丈 表姑父 表姑父 令表姑父

父亲的表妹丈 表姑父 表姑父 令表姑父

摇撞



i矗重七 第六章社会民俗

续表

关系 自称 结呼 西称

父亲的老师 祖师(前加姓〉 爷爷〈前加姓) 令祖师

父亲的男同事 伯、叔父(前加姓) 叔叔〈前加姓〉 令伯叔父〈前加姓)

父亲的女同事 姑母〈前加姓) 姨(前加姓) 令姑母(前加姓)

母亲的父亲 家外祖父 姥爷 令外信祖父

母亲的母亲 家外祖母 姥、姥娘 令外祖母

母亲的伯父 家外伯祖父 老爷 令外信祖父

母亲的叔父 家外叔祖父 老爷 令外叔祖父

母亲的信母 家外{自祖母 姥、姥娘 令外伯祖母

母亲的叔母 家外叔祖母 姥、姥娘 令外叔祖母

母亲的姑母 家外姑祖母 姥、姥娘 令外姑祖母

母亲的姑父 家外姑祖父 姑老爷 令外姑祖父

母亲的姨母 家外姨祖母 姨姥、姨姥娘 令外捷祖母

母亲的姨父 家外姨祖父 揍姥爷 令外姨祖父

母亲的舅父 家外舅握父 舅老爷 令外舅祖父

母亲的舅母 家外舅握母 舅姥娘 令外舅祖母

母亲的克、弟 家舅父 舅、舅舅 令舅父

母亲的姐、妹 家姨母 姨 令姨母

母亲的兄嫂 家舅母 辩子 令舅母

母亲的弟媳 , 家舅母 龄子 令舅母

母亲的姐、妹丈 家姨父 姨父 令摸父

母亲的堂兄、弟 家堂舅父 舅舅 令堂舅父

母亲的堂兄弟媳 家堂舅母 龄子 令堂舅母

母亲的堂姐、妹 家堂姨母 姨 令堂姨

母亲的堂姐妹丈 家堂姨夫 摸夫 令堂姨夫

母亲的表兄、弟 家表舅父 表舅 令表舅父

母亲的表兄弟媳 家表舅母 表辫子 令表舅母

命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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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关系 自称 倍呼 自称

母亲的表姐、妹 家表姨母 表摸 令表姨

母亲的姐妹丈 家表姨父 表姨夫 令表姨父

母亲的老拥 家外祖师 老爷(前加姓) 令外祖9事

母亲的男民事 倍、叔父〈前加姓〉 叔伯(爵加姓) 令f吉叔父(能加姓)

母亲的女同事 姨母(前加姓) 姨、南姨{前加姓) 令 x 姨母(前方日姓〉

父亲 家父 爹、大、爸' 令尊、令堂、尊翁

母亲 家母 娘、妈 董堂

胞兄 家兄 哥、哥哥 令兄

胞弟 家弟 弟、弟弟 令弟

跑姐 家姐 姐、搓姐 令姐

胞妹 家妹 妹、妹妹 令妹

克嫂 家兄嫂 嫂嫂、嫂子 令兄嫂

弟媳 家弟媳 他婶子，呼名字 令弟媳

撞夫 家姐夫 姐夫、哥 令姐夫

妹夫 家妹夫 妹夫、弟 令妹夫

表兄 家表兄 表哥 令表哥

表丑嫂 家兄嫂 表嫂、嫂子 令表嫂

表弟 家表弟 表弟 令表弟

表弟媳 家表弟媳 他表婶子，呼名字 令表弟媳

表姐 家表姐 表姐、姐姐 令表姐

表姐夫 家表姐夫 表姐夫、表哥 令表姐夫

表妹 家表妹 表妹、妹妹 令表妹

表妹夫 家表妹夫 表妹夫、表弟 令表妹夫

堂兄 家堂兄 堂哥、哥哥 令堂哥

堂兄嫂 家堂嫂 堂嫂、嫂嫂 令堂嫂

堂弟 家堂弟 堂弟、弟弟 令堂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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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关系 自称 结呼 回称

堂弟姐、 家堂弟媳 弟媳，呼名字 令堂弟媳

堂姐 家堂捏 堂娃、姐姐 令堂姐

堂姐夫 家堂娃夫 握夫、哥 令堂组夫

堂妹 家堂妹 堂妹、妹妹 令堂妹

堂妹夫 家堂妹夫 堂妹夫、弟弟 令堂妹夫

爱人、老伴、老婆 呼名、呼姓、或以

妻子 内人、家里人、妻 孩子的名字后加 贵夫人、尊夫人

子、女人、家妻 "他娘"

妻子的父亲 家岳父、家妻父 髓妻呼、称爸 令岳翁、令岳父

妻子的母亲 家岳母、家妻母 疆妻呼、称妈 令岳母

妻子的胞克 家内丑 哥、内完 令内兄

妻子的且嫂 家内旦嫂 嫂、嫂子 令内丑嫂

妻子的胞弟 家内弟 内弟 令内弟

妻子的弟媳 家内弟媳 他怜 令内弟媳

妻子的胞姐 家妻组 姐、姐姐 令妻姐

妻子的胞妹 家妻妹 妹 令妻妹

妻子的姐妹夫 家连襟 一条杠、他姨夫 令襟元、弟

妻子的堂兄弟 家内堂元、弟 哥、弟 令内堂克、弟

妻子的党克嫂、弟媳 家内堂兄嫂、弟媳 嫂子、他辫子 令内堂兄嫂、弟媳

)L子 小)L、犬子 呼名 令部

女儿 小女、女儿 呼名 令爱、令千金

儿媳 家)L媳 呼名或离女 令)L媳

女婿 家小婿
呼名、或外孙的名字

令婿、贤婿
后缀家爹、爸、叔

孙子 家小孙 呼名 令孙

孙女 家小孙女 呼名 令孙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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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表

关系 自称 俗呼 自称

孙媳 家孙媳 孙子媳妇 令孙媳

老师 敞业(老)部 老师〈前加姓) 令(贵)业(老)师

@ 

男同事 同志

女i司事 同志

崩友 朋友

同学 学友

外孙子 外孙

外孙女 外孙女

外甥子 外甥

外甥女 外甥女

褪梅:未满属岁的婴儿。

孩提:指二三岁的儿童。

老兄、老弟或呼姓

大姐、小妹或呼姓

老崩友或呼姓

呼名或姓

呼名或外甥

呼名或外甥女

呼名或外甥

呼名或外甥女

年龄称谓

垂譬:指儿童。(古代小孩头发下垂，引申以撞未成年的人〉

黄口:十岁以下。

幼学:十岁。

金钗:女孩十二岁。

豆楚:女子十三岁。

志学:十五岁。

及拜:女子十五岁。

碧玉:女子十六岁。

弱冠:二十岁。

挑李:女子二十岁。

而立:三十岁。

不惑:四十岁。

天命:五十岁。

耳)1庚、花甲之年:六十岁。

吉稀:七十岁。

令闰事

令同事

令崩友

令学友

令外孙

令外孙女

令外甥

令外甥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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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莹:八十、九十岁。

期眼:百岁之人c

( -)宗法礼教

第六章社会~俗

兰、宗族

在周口民间宗族家法中，许多民间忌讳大体与宗法礼教相一致。在自 i可

宗族家法中，周口民众都尊上敬程，重子嗣，忌乱伦，别男女，睫辈分等，

要求非常严格。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周口民离家规甚严。俗以为，家有家长，族有族

寰。一家之内，总要有一个人当家做主。俗话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许

多人忌讳 "-8口人乱当家"、"十八日子乱当家"。通常当家做主的都是家

里年长辈尊的男人，俗舔"当家的"、"掌柜的"。梅居家长料理家务的家庭

主妇，叫"内当家的

一般来说，父母在，子女不能擅管家务，所谓"父在堂，子不能专"。不

但"父在子不得自专，父在子不得留名"、"父在没子财"商且父子忌爵桌、

同席，否则赔为"没大没小"与禽兽无异。子孙忌在父母面前蓄长发，留胡

绩，不准在长辈面前开玩笑、散怪动作。离口虱众又严厉禁止毒骂老人，他

们认为骂老年人一定会折寿少活的。俗话说"拾手不打元娘子，开口不骂老

年人"。倍以为"叛父母，亵神明，期雷霆--r击之"。民间普遍虔诚敬祀祖先

禅灵，不敢稍有怠漫。有为使父母菊愈而自刑"上锥"的习椅。"上锥"郎

以锥去刺穿胳蹲肌肉，忌疼痛呼喊，否则，以为不孝。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周口一带子女的婚事也大都是岳父母包办，子女无任

街自主的权力。商量不孝的算是无子嗣了。孔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周口民间宗族中又特别忌讳乱伦，昌市有许多禁约章法。民到深以乱伦为忌。

俗以为公嬉应远避，忌接近。民间咒语"扒灰"即是指公媳闰发生不正常性行

为的。周口有"公公不搭嬉妇属" "公公背儿嬉，出力不落好"的俗话;老公

公还忌讳驾儿媳妇屋里去。除此之外，平辈闰也忌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

也是家族中应当小心避忌的事情。许多民族都有"嫂叔不通间"的习结;弟弟

跟嫂嫂开玩笑还可以，但哥哥母不能与弟媳开玩笑。有的民族甚至忌讳兄弟婚

后再进对方的居室，在家族中还忌讳内部揭意见，房谓"骨肉纷争"。告说，

"斗气不养家，养家不斗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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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财"如果整天闰意觅，争争吵砂，是会遭到家运硅败的报应的。

{二}宗规、家曾1/

宗娃、家训，是家族自己制定、要求既有家族成员共同遵守的各种行为

规范和规章蘸度的总称。宗规、家训逼常是由父植长辈、族内尊长为后代子

孙和族众规定的立身处世、居家治生的原黯、规范、苦11语和禁诫。它是建立

在传统伦理道德和宗法髓莲之上，借助尊长权戒，如之于子孙后代之上的各

类约束，其吕的是为了使子孙后代永远存续家族、光大族望，不致因行为失

当而敷坏家业，灭宗绝祀。

宗耀、家训的内容很广泛，来源也不一致，匮苟，名称很多，大致有家

官司、家诫、家教、家莲、家规、家法、宗莲、族范、宗规、族规、宗苦11 、宗

约、族约等数十静。

宗娃、家圳的最早出现，并不是在家谱之中，雨是以独立的形式出现的。

宗规、家音11基本上是俘随着封建宗族制度的发翼而形成和完善的。宗埠，是

家训的扩大化，即由对一个家庭小辈的训诫扩大到整个家族之中，罚时，还

增加了许多需要共司遵守和强迫执行的内容。

{三}家i普

家谱又称族谱、家乘等，是一种以表灌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

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体裁。

家谱的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世系圈，即某人的世系传承，

勇于何代。第二部分是家谱正文，是按世系圈中所列各人的先后次ff编定的，

分别介绍各人的字号、行泼、时代、宫职、封爵、享年、卒日、溢号、姻配

等，实际是人物小传，第三部分大多为酣录。

有些家谱，在立道时，首先要确定家族世系命名的辈分序列，标定字号，

乡间漠的"排辈"实则是排资论辈的意思。男子在起"大名"时，必须以

颈定的某字作为名字的一部分。这个字要放在全名三字的中间或最末，各个

辈数层次不一定完全一样，但都有着约定俗成的规矩。

{囚}舅父极威

在周口但击中有"亲舅如父子"之说，更有"亲舅打井甥，打了自打"

之规矩。特别是属口礼恪中，舅父的权威更为突出，家庭矛盾，万不得已之

际总得搬来舅父解决:兄弟分家，可以不请本家族族长，但一定得请舅父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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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作证;正月初二拜年行礼，豫东一带的拜年颇序为和二舅，初三姑，初四

岳父，初五姨……父母丧亡，落气的当天必须先i1J舅家报丧，然后才通知其

他亲属，并且父母的灵棺放人墓穴后必须主客〈舅家)认可后方可埋土……

这一切一切都体现出在周江家族之中，舅父有着特殊的权威，有时舅父的权

威甚至会高于父母。

程是，与舅父一妈同跑的母亲和姨母等在家族或家霆中的地位却是普普

通通。特到是姨母的撞位，在古今民俗或典籍中更是很少涉及。姨母仅仅称

得上是一位普通的亲属(外亲)。她不干涉姐妹家的事务，也无权干涉。同

挥，作为舅父的配鸽婷子，一般在井甥家不能指东点西，干涉外甥家的事务。

特别是在殡丧礼仪中，若亲舅去世，则由旁系表舅代职高绝无婷子出菌之事。

并且，拚子在古今小说、戏剧或民间故事，员问歌谣中大多以反面角色出现。

从上述的对比中，我钉不难看出，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等，约束着妇女

的活动。但是作为一个家庭中本无地位，甚至很普通的男子，一到他娃妹的

家庭中，特别是在外甥(女)雷前能指使一切，且受到非常的尊敬，它摞于

何时，又为什么会有如此权威，这又反映出哪些社会理象或民众心理等?这

一切确实值得众人患考G

"舅"这个字在《辞漉》上的解释是:①丈夫对妻子父亲的称呼:②妻子

对丈夫父亲的称呼:③舅父，专指母亲的兄弟。在《史记》以前的典籍中，虽

有"舅"这一称呼， f.8大多数是表示前两种意思。如秦汉时丈夫对妻子的父母，

妻子对丈夫的父母皆称为"舅姑" (见《吉代礼制风俗漫谈到 o <茬坊记》

中"昏礼，婿亲连见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这里的"舅姑"是丈夫对妻

子的父母的称谓; <礼·檀弓》中敬姜自"妇人不饰，不敢见舅姑"此处"舅

姑"是指妻子对丈夫父母的称谱。实际上这种称谓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母

亲民族社会阶段族外婚的遗迹。在母系民族社会族外群婚制下没有必要，也不

可能从"舅"、"姑"这种盘缘亲属关系中区分公、婆、岳父、岳母、舅父等的

关系。它音]是在一夫一妻髓家庭里的婚娼阶段才被确立的。

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我国嬉娼形式已进人一夫一妻制家庭阶段，但古时

的称谓却保留了一F来。此时，受儒家伦理思想影响的家是中的丈夫为表现出

其占统治地位，他就将对妻子的父母称谓前加一个"外"字。故《氛雅·释

亲》中有"妻之父日外舅，母目外姑。"汉刘熙《释名·释亲震》对此作了

更详缰的论述"妻子父B外舅，母臼夕卡姑，言妻从外来，渭至己家为妇，故

乃以此义称之。"这一称谓的变革己反挟出妇女在封建社会韧期家庭中地位已

经下落得银大了，被模作外人，当然其兄弟更不是为提了。南北朝时"丈人"

黯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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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了妻父的专称，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原始社会族外婚制遗迹的"舅姑"

称谓，早己不用于妻的父母，它幻专指父亲的姊妹〈姑〉和母亲的兄弟

(舅)。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摞》中指出，亲属阔的称谓并不是

一些毫无意义的称呼，而是实际上流行的对血缘亲属关系的亲藏异同观点的

表现。有关舅父的称谓与地位也正是睡着中国婚娼史的变迁而变化，随着如

女地位，封建思想和社会生产力等的变化商变化的。

人类婚嬉制度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与亲属问关系的亲疏紧密相连。人类

的婚娼制度大体经历了原始群娟、血族婚、亚蛊族婚、'对偶婚和一夫一妻最i

五种影式。群居的原始人类"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男女之射" ( (吕民

春秋·持君览}) 0 血族婚排斥民族内部亲〈父母)子〈子女)通婚，允许同

辈男女(兄妹)互相占有，既是兄妹又是夫妻，这时也摄本没有所谓的亲戚。

亚血族婚虽是族外婿，且男从女居，缸他们之闰前结合无固定性，是言自的。

对偶婚虽为异性民辈男女一对一配偶，但死后盟偶不能合葬，它也称不上是

真正的家庭与亲戚关系。一夫一妻制的婚娼棋度下，女子殷离自己的民族到

男方，女从男窟结为夫妇，且夫妻合葬，这才算是真正的家庭的形成。这时，

不同的民族之间才产生了娼亲关系，才出现真正的"舅父"这一亲戚。

"亲戚"作为一种称谓，它是关于家庭的社会关系和家霆、家族、族外嬉

或成员的人际关系的一种泛称。从亲戚关系上来说，我国吉今亲戚关系不好

手四个系统:父族系统、母族系统、夫族系统、妻族系统。这四个系统也就

是旧时习称的四党:父党、母党、夫党、妻觉。这里的舅父就是母党外家亲

戚的莲畴。因为女子出嫁君称娘家为外家，所以子女称母亲之父母为外公、

外婆等，称母亲之兄弟为母舅、攘舅、舅公、舅父等。民族早期由于生产力

不发达，各民族i哥关系也徨疏远，有时甚至发生争斗，这时的亲戚闰关系联

系很蔬远。随着社会的发晨，人的之闰接触渐渐增多，联系日益加强，这时

亲戚亲族关系才逐渐产生，才产生所谓的家庭、家族。由夫妻关系和亲子关

系组成的最小的社会生产租生活共同体就是家章，几个或更多的民姓家庭以

蛊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起来影成了家族。家庭、家族的影成，亲或阔的联系的

如强，这就为舅父的尊位和权室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封建社会聘娶婚的出现，更进一步加强了婚姻亲家之间的联系。(注)聘

娶婚，是男方家长为子弟托媒说亲，送女方家长一定数量的财礼以实现娶妇

的婚姻形式。特别是门当户对的两个家庭主因为互相了解，并且联系旗繁，

才有心结为JL女亲家，甚至出现捂襄为婚的婚姻形式等。这些在古今小说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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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中数不胜数。王因为相互间的深交租联姻，才使得异姓家族之间产生联

系出王军互相帮助的可能。又因为在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社会制度，使得婚姻

大事皆为父母之命，媒妈之言c 有些婚娼成了家族或家庭l海攀亲联系的手段，

甚至出现家族利益高于当事人的感需的现象。《礼记·昏仪》中"婚娼者，合

二姓之好，上从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

异姓家崖通过婚姻的纽带联系起来后，作为女方的家长，本着对女JL关斗负

责的思想，逐渐参与到女儿家的→些家庭事务中去了。在女方家长去女嬉家

参与事务时，舅父件为女凡的兄弟应该是最好的人远了。但是作为女方，女

婿却无权管娘家的一切事务。因为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女儿已成为人

家之人了，好缘就与娘家脱离了关系。娘家人可去女儿家串亲诲间，而女儿

连回娘家也要受一定的眼制。正因为封建礼教的制约及封建社会人际家庭等

关系的影响，才产生舅父这种单方向的撞位和权威。

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使得妇女没有社会边位，并且不允许抛头露

面。这使得妇女只有在自己家庭中前晚辈面前才有地位， {亘不能跃出家庭、

家族的范畴。因此说，作为跨子或姨母，一离开家庭，就没有极力程地位可

言了。

随着伦理观念的日益深入，忠、孝等思想的宣传，中国人形成了严格的

家族制和家长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的关系摄列为正

统关系后，晚辈对长辈应当绝对的摄从。此时的舅父对外甥来说属长辈，外

甥服从舅父成为天经地义的教条。又因为舅父属异姓外族，所以被认为是最

公正的，不会对其外甥产生锦袒心理。新以外甥家中有事，只有请舅父解决

才觉得公平公道。也正是这种思想，使得舅父在人但心吕中的地位越来越高，

其权威也逐渐升级。

但是舅父的权威也是有区黠的，一般情况下以嬉长为尊。在一夫一妻散i

下以正妻的兄弟为尊。其他偏房，或妾妃等的兄弟，纵使称上舅父，也是没

有权威的。这也是封建正统思想的一种反映。

三、仪礼

{一} B营礼节

当地民间十分重视礼节。路人韶挤，以礼梧让:熟人梧遇，拱手间好;

车马相逢，主动躲路让车;遇不相识的人过往村口家门，多打招呼，让"吸

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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锢"、"喝茶"、"吃饭"、"歇会儿"以示礼貌，探亲访友，先致闰寒喧，向年

老人问好，再畅叙其他;接待客人时，以抽艇、简茶、让座、留级、迎送，

表达亲切热情。

亲友问除平时往来外，按周口民俗，一年内一最有 1 -3 次探望期刊p走

亲戚) :一是麦收后的农历五丹问:二是农历八月上半月内;三是春节期间。

而且有来有往，并按季节各备不同礼品。邻里闰取东借西，互通有无，尽可

能满足其要求。

在周口一带，每有客至，大多数人家都以礼梧待，并乐于弦家境及相互

关系，百置i雷备菜，少则二、四、五、七件，多者不段。酒为待客所不可少

的，往往以客人有醉意为度。为不失礼程，如主人程量不能进任，多邀人

相陪O

当地人在拜访脂友、长者时先轻轻敲门，等待回音。若主人发问时，客

人主动通名道姓，待主人允许后方可进入，从不随便国人。主人注:屈、荼、

食品时，客人要起立，双手接物，待主人就座后，方坐下。若遇众人在主人

家做客，使主动与其百招呼问好，明确了主人有事时，寒喧后稍坐片刻，即

告辞而去。闲谈时，有长者在座，用，合晓长者谈话，不随便插话，不要打断

其谈话，不可用挑剔对方来显示自己的见识。不是主人请吃饭时，尽量缩捏

谈话时间，适时告辞。若是主人请吃馁，应按就座的规矩选择自己的座位接

主人安排人座。饭后稍垒，再向主人说明走意，辞别时由主人表示谢意，若

有其他客人，便向其打招呼辞别。主人相送时，主动请主人留步，到后数步，

应囡现主人，若道主人自送，便再次打招呼辞别或以于势表示孬见。

周口民众对家中的长辈人，要尊重，要有礼袋。如:对长辈要经常问寒

问暖;尊重长辈的意克;吃饭先让长辈吃，长辈开始就餐后，其他成员方可

就餐:逢年过节给老人送礼品;老人生日要买礼物庆贺;日常生活对老人给

予照顾，经常做些老人爱吃的吸菜:老人遇窍烦馅，可主动开导功慰;遇到

老人发脾气，不当面茧撞吵嘴;国长辈谈话时不挠剔字眼;老人住在外，要

适时看望或去信问候:老人外出归来，要改善生活以示欢迎;关心老人的身

棒，不让老人干在活重活等等。长辈对晚辈也讲究礼貌，关心、爱护晚辈，

平等对待晚辈，有事向晚辈共商，不强迫命令晚辈。夫妻之间互敬互爱、平

等合作，相敬如宾。

胃口人为人是世以排场大方为荣，以小气为鞋。凡遇年节、红白事，~

及意外灾祸等情况时，亲朋邻里，有相互关心，梧互帮助，相互送礼物讲捧

场，祝贺、问候等礼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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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口人在人际交往中，有梧互费赠礼物的习惯。俗话说"弥敬我一尺，

我敬像一丈"、"礼轻'请义重"、"来而不往非礼也"。相互馈蜡礼物能增进友

情的提深。送礼不在多少，只要送得恰当，就能受人欢迎。为老年人祝寿时

有送糕点，滋补食品等。为新嬉夫妇送礼，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多为赠送脸

盆、荼具、被单等，如今多赠布置新房的装饰品、茶具、首饰、家到电器、

人民币、塑料花等。为朋友生孩子或抱孙子、孙女的送礼品时， 20 1tt纪 80 年

代以前多为鸡蛋、红糖等，如今多是童装、鞋肾、王运具等。探望老弱友、老

同事、长者、学友碍，多带当地土特产品，如大枣、架、苹果、花生、鸡鸭

蛋。此类送礼应根据自己的情况，拿些自己认为合适而又能被探望者喜欢的

柱物。

{二}宴席轧仪

露宴礼俗是中国传统礼俗之一，它充分体现出了中国人的仁、义、礼、

智、信的需家思想。就周口一苦的席宴礼备来看，它体现出了周口人谦恭礼

仁的'在格特点。不论吉人还是今人，都很注重妻席礼仪c 可以说，一套完整

的宴俗礼议，就是吉代儒家生活的活化石。

民间席宴礼俗一般从客人(贵人)入户接风开始，直到宴毕送客为终。

它是一套完整的体系，内中包含着许多民间礼俗。

(1)接凤

《现代汉语词典》对"接凤"的解释是:请刚从远方来的人吃缀。它与

洗尘意思相同，故有接风注尘之说。但在周口一带，接风既是一个仪式又是

请人吃饭的代称，如接风雷等。一般情况下客人(或称贵人)从远方来，主

家(东道主)应$IJ村口或大门口迎接。迎接客人时，先令睦从或下人接过客

人手中礼物，待客人下车〈轿〉立足停费、时，主人拱手作提迎客。接风时主

家若有小辈(子、孙〉在场，小辈需上前叩头边接O 在民间，隆重的迎送接

风仪式上，还有人专门喊接风礼" x x 贵人，一路风尘。有失远迎，还望海

涵。后生下跪，深谢，恭避。"接风仪式过后，主家才领客人人户进屋。客人

人户之后先洗拴净子，然后遵错"行客拜坐客，行客不拜坐客不清"的写

信，一一拜访主家亲友众人之后再行人座。

接风礼仪在属口民i司婚丧中还很普遍。如新婚请客接风仪式:丧葬迎娘

舅，遛贵人等接风仪式。

(2) 人位

接风之后，主家邀请客人人席就座。在古我，人们最讲究尊卑布蓝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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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吁以在人席就盛时，不论主客都需起身拱手作揭互相谦让。然后按照尊卑颠

窍，长者入座以后次者再被次入座。以堂屋待客为例，座位背靠中堂以左座

为最尊，其次为背靠中堂之右座，手耳接着是东西两侧，最后是噩对中堂的下

苦。在宴席人位时，一定要注意座位的顺序。现在，在正式场合，许多老人

或领导还十分讲究这个。

①常见席位持法示意图: (按尊卑ft要序 1234 等韵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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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献荼

众人人位之后主家开始献茶。一般情况下，主人给客人献的第一杯茶，

是由主人亲手来斟的。主人为客人斟茶或酒时必须双手执壶，或者是一手执

壶，一手作托壶状以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这时客人也应赶紧起身端起杯子表

示客气，即使不端起杯子，客人也要敢端挥动作，或者伸右手敬请之式，或

者屈起商个指头不停地在桌上轻轻叩击。客人轻轻叩击桌面，是为了表示对

主人亲自斟茶或酒的感谢之情。这种扎节又叫IIp桌谢礼。

据说叩桌谢扎之街来源于一民间故事:清乾噩带太监下江南微服私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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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茶馆喝茶时，乾隆见荼博士提着大铜壶站在远处黯茶，茶水不铺不倚不

懂不摆地冲人荼杯之中，其技甚高。乾挂好奇，也学荼博士的样子往太监茶

杯里斟茶。太监见皇帝为己黯茶，欲跪下即头谢罪，可又恰暴露了私访的身

份，只好理起两个指头在桌面上叩击以表示用指头代替膝盖麓下叩头了。后

来此风流传民间形成PP桌露礼之搭。

(4) 安蛊

安血就是安放或摆放酒蛊准备开宴。在周口民间宴席中，安蛊是一个重

要并且非常隆重的仪式。它一表示主家对客人的欢迎或感谢，二表示宴璋的

正式开始。一般情况下，在安皇之前是没人动筷吃菜或饮酒位。

安蛊时，有一人托挂盘在前，托盘上摆放一担灌壶，一双筷子朝两个濡

蛊。主家摆在端托盘的身后，然后有专人喊安蛊礼。在不同的情况下安蛊扎

的喊法是不同的。

执事先站定开辞。一般丧事的说辞为:亲友费礼，主家意患，京洒敬上

→杯，孝子上捷深谢!深谢!执事说完对客人拱手作撞，此时孝子下跪叩头。

这个时候主座房有客人都应离席，先扶起孝子，再作揭还礼。这样，安蛊过

后才真正开宴。(注:三周年孝子服孝己满，安蛊说辞也略有变动"亲友费

礼，主家意思，薄雷敬上一杯，主人上跪，深谢，深谢!"其他不变。)

以上种种说辞，严肃、朴实，又夹有文采，简短数语表达了主人对亲友

近邻等的感激之情。

喜事〈婚扎)的安蛊与丧事相比就充满了洁拨与欢快。既表达了对亲友

的感激，又表对月老(媒人)的敬重。

对外客安蛊，影式与丧事窝，不过托盘必为红色，酒壶系红布条，筷子、

蛊子均用红纸粘贴。执事领新郎上:亲友费礼，主家意思，喜酒敬一杯，薪

贵人上跪，深谢!深谢!

第二天请客又一次安蛊，这一次双方父兄均在，又有媒人在座，三让三

请人座后方可安蛊:二亲家，谢月老大德，再灌亲家养育之恩，喜头要磕，

不要阻拦，新贵人上跪，谢!

亲册费友梧聚安蛊礼是"贵宾远到，蓬草生辉，主家意思，水酒略备，

小辈上拜，深适量深嚣。"

当然，不同的地区安蛊上有不同的武俗语。就是同一地区可能不同的执

事其说辞也不尽相同。但它们都表达了主人的真情实意，表现了中原农苟的

朴实的民风。

(5) 劝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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