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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县志>) (四卷·清光绪十六年刻本〉

礼仪民俗

~宵 生子弥月， 黯亲朋宗族以饮，必设醋斐，谓之"饮萤洒"， 亦汤讲之

遗也.

一 蜡礼婚聘，用槟梅、椰子、 茶果.嫁娶鲜亲迎.先一夕， 男女家俱行蘸礼，

延俗〈族)戚会饮为乐， 谓之"坐花烛".夫妇合啻而t>::D苦， 谓之α食暖房"。

次早见家庙、翁姑、 亲党， 献币南、 脱履， 谓之"递荷惠" , ~p古礼枣栗段

修〈倩〉 以献意也。 苦E嫁， 服饰、 苦苦用外， 以糖果相寓。娶后 ， 或逐队索

饮者， 谓之"打糖梅"。逾月给育，婿借妇往渴外家父母，谓之"四门" 。

丧*L 丧葬， 大家就循古礼， 或用僧道斋瞧.第距于风水之说， 有多年而不

葬者， 有家贫而火山势者。此习俗相沿之弊，不可不急为救正也。

蟹礼祭礼，巨族撞撞祠堂， 置蒸尝产业以供祀事，设书困山助为上 〈士〉

者膏火。岁时， 则清明、 重阳慕祭， 春秋二分祠援，冬至家祭， 荐新时祭，

生辰、忌日将祭。 虽小民亦如之， 根本思亲无贵贱一也。

岁时民俗

lEJil U元旦" 屁兴供神祀祖， 家庭卑者、 幼者拜尊伏， 致祝语， 尊长誓山

训iI词 ， 出而遍拜乡党， 亲友交贺饮， 三四日乃已， 谓之"拜年" 。

迎春， 装扮杂剧， 迎土牛、芒神于东郊。 所经之处， 男女簇观， 以芒神

为太岁 ， 寺，撤盖在粟， 谓"祈卒年"、 a散瘟疫"。是日皆以萦粉拌生菜吸之，

以近生意 。

e元宵"， 自十二、三至十六、七， 坊乡神庙结彩张灯， 鼓吹嘘阅达晤，

人家亦悬灯康宴， 谓之"庆灯"。十五日 1强粉丸， 谓"食元宵" 。乡语沿门

迎神、放花爆 ，烧起火， 谓之u拦巷'p . 行乐数宵。十六之夕， 妇女出游来霄，

谓之"走百病". 十九日 ， "创l姬大会"， 俗地为"天机额败"。各悬蒜于

门， 谓之辟邪恶，焰科协为大圆块， 如针线其上， 谓之吨|叹穿"。李太自

诗云·"一枚煎饼补天穿"， 其出来旧矣. 晦日为正穷，思用财物。是夜堆

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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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子门前，谓之a送正穷".

二月 二月上戊，乡民坊里烹豚国酒，祭社祈谷，戴饮而归，各携遗肉J秋

社"如之.陈平宰社，古已然矣。

三月 "清明".门擂膏柳， 或戴于首， 具娃上..祭毕，群饮祖墓，则颁JI'Il

肉。基远看以次往祭，至一月乃巳(已) ， 谓之 '1闭基"也。

四月 八日，禅门以香汤a浴佛"， 巢众吸之.人家采百药， 蒸糖物饼相馈

滚，谓疗病魔云。

五月 ·端午"，悬精艾于门， 共滔侠、角泰以祀其先， 妇女相遗馈.午时，

以雄贫、苦育文和酒饮之， 稚子则佩符策， 系色丝， 取辟兵、续命之意.近河

乡人为龙舟竞注夺标， 杂遮游观， 五日乃巳〈 已) 0 u夏至" ，烹犬而食，

云解疤疾.

七月 七日 ，士族.书快、 衣服。其夕， 女儿陈花架子空阶祀夭孙.置掬蛛

盆中， 次早观其结网疏密， 又用彩缕背手穿针 〔观〕 过否 ，谓·之 "乞巧" .

十四日 ， 具酒t瓦格衣祀其祖先， 谓之"送衣节n. 十五曰"中元"， 为a孟

兰会" ， 追荐所亲， 各以时来相馈， 谓之"结缘"。

)\JiJ Q 中秋" ， 姻戚相送月饼各物，夜贝IJ煮芋置酒， 邀朋赏月 1苦.

九月 a重阳"上墓，祭阜而宴.童子放风窍，谓之"登高".皆峻糖糕，

饮菊花、菜英酒，亦费长房之故也o

十月 十月朔，各以学桃、芥莱絮汤锁之，山却病痰。

十-月 α冬至"，则士夫相庆贺。以日初侯宝，民俗祖祖燕客， 比{也节尤

置。以粉罚供惧， 谓之u因冬".是日多食鱼眩，云可益人。若风寒会饮，

则以杂烹环f，j而食，谓之"打边炉" .IlP东坡之"借盖羹"也.

十二月 腊月念曰"小除"，谓之川、年"。夜"祀灶" ， 云送神朝天白人

家餐嚣。祀用果酒、 革豆P 祀毕撤豆子囚壁，以辟蝇。 tx 日 ， 谓玉皇下降鉴

察人间， 多焚香持斋者·. 64除日 JJ ， 扫舍字， 易桃符、门神， 悬红档子门，

以取言兆。祀祖家宴，设m如"冬宝" ，谓之"回年'。是夕烧爆竹， 京人

阑饮"团团酒" ，通夜不寐， 谓之"守岁".其汹煮粉团， 谓之 "煎堆"，

研炒米和惚作饼， 谓之 "自饼" ，氯贫无缺者.小民勤苦， 以此襄岁，拮据

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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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民俗

病少求医，多事巫椅.

《花县志>) (十三卷·民国十三年铅印本〉

礼仪民俗

冠批 冠礼，中州少作，广属恒有行之者，率简略从事，或临时而始冠。"府

志川冠礼鲜有行者，然属内大小各村，于啻前数日行加冠礼，另女皆同。

是日谓之冠弈，亦谓之"上头"，亦古人院子之礼意也.

.礼聪用槟梅、茶果.娶〔鲜〕亲迎，先一夕，男女家俱行隙礼，延族成

会饮为乐，谓之"坐花烛'.夫妇合雹而饮隙，谓之a食暖房".次罕见家庙、

翁姑、来党，献币角、脱〈悦〉届，谓之e迦〈递〉荷惠"，则礼枣栗段修

〈俯〉以献意也。音嫁，服饰精用外，以糖果相高.娶后，或运队象饮者，

谓之"打椅梅".逾月择言，婿僧妇往渴外家父母，谓之"固门/1. (依旧

志〉

按，新妇入室后，亲朋远队黛饮，谓之"打糖梅".每出于媳笑之语，

此非礼也。苦人云，教子在婴孩，教妇在初来。当新妇初累，宣示以家教，

像然秩然，乃运队索饮，杂以嬉笑，最为陋俗。君子正其家，第闺门未有不

肃者.风俗之啦， 转移有白，有齐家之贵者，当息有以正之。

男女成婚，先迪媒的送年庚.婚期既卡，先日纳采，黎婚期。周期，以

鸡鸭饿妇家，此则委禽之义，并以生猪肉、鲜鱼、洒果、鸡蛋选妇家，为延

客之用，谓之"酒礼"。娶时，花轿鼓吹在迦.妇至，入洞房，夫妇交拜。

次日，庙见后拜到姑及诸尊长，后入厨房羹汤。虽贫富厚湾不同，今各乡多

行之.

男婚女嫁，多在二十岁前后，然近有男女法数龄，男父母取为童养她

看.因女·父母无力抚养，托媒说明，送归男家抱养，其幼女亦附归宁父母-

i金女1f-男冠之年，始行合弩之礼。此凰与婚礼来尽合，而事为节俭起见，花

费者不致有程期之虑，您看不思办嫁宦之难，且月固其水土，而安兵教训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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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礼缘义起也.

溺女之风，前数十年额有所闻.近因女子身贵，贫人生女于周岁可免乳

瑜，后员I}托媒撒入为童养媳.在婴儿可保全其性命，而父母亦可得哥'金二、

三十元，丽溺女罕有所周矣.

丧事L 丧礼，厚薄称京.i~告亲友，戒擎辍饮，寝苦枕块，无贫窟一也.择

地而葬，必请继舆眼吉日，及定题主。

三年之丧，天下迫于建.周内风俗，每有服制未满便尔婚男嫁女，红旗花

轿，就乐相隙，以宴客夸子乡里，此为伤风俗之尤，有主持乡教之黄者当

思有以挽之.

丧葬，大家犹循古礼，或用齐〈僧〉道增〈斋〉饿.第泥于风水之说，

有多年不葬者，有家贫而火势。此习俗相沿之弊，不可不急为救正也.( I日志〉

按，火势之说，底内今已尽革。惟惑于风水，葬亲至数年后发棺检骨，

贮以瓦裂，谓之α金银n , ~同标骸，多寄山边、路边，以为徐浮好山.久

则镶锁骨篱，见者惨伤.光绪十六年，知县惠登甲出示严禁，以三月为

限，令其一律安葬。示谕自今以往，富者集事无迟疑以邀福者，安分无奢

望以待时.迎限不势，作为无主之骸，官督乡茧设立义家，查照锻商字.

分别男女， ~是而埋之， 立石表三代.边限满三月复展限二月，示渝森严.

其时多有葬者，而惠官以瓜期即伍。比;m官思及枯常之仁政也，主持乡披

着其致意乎。

祭礼祭礼，巨族皆这祠堂，置熬尝产业以供祀凉， 议书团以助为士看膏

火.岁时，则清明、m.阳葛祭，辛辛秋二分祠祭，冬至家祭，荐新、生辰、忌

日特祭。虽小民亦如之，报本思亲，无贫贱一也。〈旧志〉

千人之族，祠数十所，小姓族人不满百者，亦必有祠.依基立祠，因

祠守慕，迫远也，收族也。追远，孝也.收放，仁也。祭图，人名之曰a蒸

尝"，世世相守，而养老尊贤之典出于其间.其私家自卖之困地， 契内亦

必声明不是尝业，而买主乃受。此以见尝业之贯，实得报本追远之意，亦

民德归厚之一揣也.

岁时民俗

正月 "元旦"，展兴供神祀袍，家庭~幼拜尊长，致祝谱，尊挺答以训

词 ， 由而ìH拜乡党，亲友交相称贺， 谓之"拜年". (依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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