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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边纪'各)> (五卷·民国二十至二十三年金毓瞰辑辽海
书社铅印《辽海丛书》本)

礼仪民俗

蟠视择门第相当者.先求年老为媒.将先，员IJ男主每侄至女家视其女，与

之"鸡、布m. 女京无他辞，男子父乃*其子至女主姻戚家叩头，姻戚家亦

无他辞，乃率其子侄群至女东叩头。<<金志P所谓男下女礼者是也.女家受

而不辞，辞则犹未允也.既允之后，然后下茶、清楚席，此男京事也，女家

惟赔陪送耳.结婚多在十岁内，过期则以为现.

岁时民俗(综合)

"上元'夜，好事者辄扮秧歌.秧歌者，以童子扮三四妇女，又三四人

扮参军，各持尺许两圆木 ，翼击相对舞， 而扮一持伞桂、 卖膏药者前导，傍以

锣鼓和之.It毕乃歌，歌毕更辣，达旦乃已.十六日 ，满洲妇女群步平沙，

曰"走百病" I 或连被打滚，曰"脱晦气"。入夜尤多。正、二月内，有女

之家多架木打秩干，日'打汹〈游}千·.e岁除"，必贴红纸春联，联贵四六，

岁县新句，或与旧稍同则不乐.十月，人自臂鹰走狗， 逐捕禽兽，名曰"打

围".

信仰民俗

鹏$丰 满人病， 轻服药，而E跳神.亦有无病而跳神者，富贵在或月-跳，
或季-跳， 至岁终员Ij无有弗跳者.米跳之先，树丈余细木子t占应南隅.N斗
其上，谓之曰 "竿".祭时32肉斗中. 必有鸦来啄食之， ì目为"，忡卒" ~ ~也
神奇，或用女巫，或以家妇.以铃系臀后， 摇之作声，而手击鼓.鼓以孚牛
皮íJtI，、圃，有环散放在柄，且击且擂， 其声~然然. 而口2项持之词 ，混不

可iJt 将毕， 跳跃院转， 有老虎、 回回诸各色. 供祭者， 措肉及飞石黑阿
L石月阿峰者，粘谷米糕也，色黄如玉，质腻，~(掺)以亘衍，自以虱.

始， 以此迫ffl邻里采草 ，而肉则拉人于ð(食之.以尽为度，不尽员1) 以为不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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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il备考>> <二卷·民圄二十重二十三年金毓献辑辽海
书社铅印《辽海丛书》本〉

岁时民俗(综合)

"上元"夜，有好事者扮秧歌.秧歌者，以三童子扮妇女，又三人各持

尺许两回木. ~击相对而匆，旁以，鼓和之， 舞毕乃歌，歌毕更舞.悬灯

者， 周挺卿、彭星士及余弟公荣耳.三家各有山水方灯二、红牡丹灯二，方

灯皆吴江周楚撰所画，牡丹灯则尽公荣所为也。而长卿与公荣又以爆竹.把

筒济之.至十六日，满洲妇女群往平沙散步，名曰"走百病" ，或连秧打

霞，名曰 "脱晦气". 正月 、二月， 有女之家或搭架，艳妆群集打秋干，

而名之曰"打汹(游}干'."岁除"，必贴红纸春联，联贵四六，又必岁易新

句. 或与旧稍同，则以为不佳.塞外至十月，人皆臂鹰走狗.逐捕禽兽，

名曰"打圈".

4 

信仰民俗

自是神 满人病， 轻服药，而重跳神。亦有无病而跳衬1苦 ，富贵家或月一盹， 、

或季一眺， 至岁终则无有不跳者也。((金志)} 1 //疾病无医药，尚巫到f

盖自来久矣.跳神者， 以铃系臀后， 摇之作声，而孚击揭鼓〈鼓以单牛皮

铁圃， 有环数枚在柄， 描之作声) ， 祝词不可辨〈有老虎神、 回回诸神名

色) ，而以猪肉及飞石黑阿峰供祭。飞石黑阿峰者， 粘谷米糕也，色黄如

玉，质脏，穆(掺}以豆粉 ，M<蘸)以蜜.眺神毕 ，以此迫愤邻里来族， 而猪肉则

拉人于家食之， 无间子来商贵贱，以食尽为度， 盖不尽， 则以为不吉也。

《奉天通志)) (二百六十卷 · 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礼仪民俗

事1. . 牢省汉、 制 . 虫、回诸族杂处， 婚嫁旧制，俗各不同，按分部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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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旗s 古者婚礼有六，曰纳果.同名、纳吉、 纳霞、清期、来迪是也.
今恪虽不沿用其窑，就次序先后亦不尽同.然往往犹得其遭意.泰省婚礼，

向重灾iJ}主命、媒灼之吉.凡子女年及冠弈，为之议婚.首曲媒介双方父母互

往相肴，彼此罔意， 男家介媒民续女主庚帖， 倩星士推卡命造 ，或有互换子

女庚帖，互相推卡者，谓之"合婚"，即《仪丰{.)问名之义.婚命皆吉，议

乃帘，杏则，虽属佳偶，无成也.倘婚议既定，男京将籍四.布扇之属，借

己室女家行 a定聘礼" ，女京设篮， 易怀而饮，俗谓 "换血"，又曰 a放

定"·亦曰"下小茶".输、 义、 兴城诸县，谓之"押婚" ，又有谓之 "挂

钩'者，其称尤但.此即《仪丰L>> 纳采之义. ( <<锦县志赂P云s a男女华

幼，婚期尚远者， 男京或先纳币一次， 俗呼为 ‘下小礼'. 男家人至女凉，

女必拜见，男京往者必与以物为拜见之礼，或代Çl钱币.女京召乡党、姻

娅，治挂款之。 n ((兴京县志)) : "放定之日，女饰盛服出，用旱烟筒与男家

来宾阳汰号是烟." 此则参以满树12俗矣. ) 烙期谅吉后，男象以红氨 〈或称

"龙凤何"，即婚书之权舆〉 书子女牢庚及娘娶日期，并时俗禁忌，于两月

前或百日内择吉日复纳之女京， 并阳以糕点. 谓之"通信"，即《仪tL>> 诸

吉、 i青蚓之义.及t吁吁一月 内或旬目前， 男~复1苟言日，具猪、 酒、 黯辑、

衣饰之日〈富者双;苦、 双酒， 贫者~，~半， 或折钱币，惟衣饰为必备之晶.又

有以组比*色. 用以代握着， 然蒜少见〉 送子女家，谓之"过丰L" ，亦曰

"行吕?"，又称a下大茶' ，即《仪.f[))纳敌之义。是日 ， 女家以猪、 酒祭祖

先， 与另家会饮，并~宗族、戚友，又以蒜饨分馈成族J 9:t费者各出银钱或首

饰赠女束，名曰"助妆气又称G1J仪气或称a器韬气 又曰 "市AR" .旧俗，

婚礼多于日未出时行之. 或子夜半〈即交子时后)， 此与日入三商为昏之义

合.近时多改日 l1i后 ， I吃有在上午者。 如前一日， 女&以衣饰. 营具送于婿

家，谓之"装箱" ，!!~曰"安嫁赞(妆)" ，又有ìrl之"安柜挡"者.富者抬垮行列

里许，等以盐吹，理行街头，名曰a亮嫁接(&)" .(~音有子是日往女家拜子堂上

看，谓之 " j翁妆气然行之者少， 多子成婚之日行之于家，见后o ) 是日，新

街路ßIl拜祟祖在.台在披红棉，~骏马， 陪祭数人，鼓吹杂奏，影轿随行，绕

飞色曰-'fI亮桥"，亦曰"走轿'. 次日 ， 盛信御， 备~卫，导以如j炬、

飞迎女， 谓之·娶亲"。如或同往， 登堂拜女父母(或云即提雁也.古茧雁

礼， 1自衍来至于女之父母也) ， 女'宝山企m~'i . jf:张lf-:'1以款之.届古时，

女将升虫，鼓乐三卖毕， 女兄用协会襄抱而升，名曰气包宰".祭起行，女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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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亲属数人伴迭立，谓之 "送亲". 婿马前导.即古礼亲迪之义也.路过虚
字、井、墓， 员1)部以红毡，为避邪祟冲犯也.既重婿家，门闭不令即入，谓之

"憋性哥{格).0移时门启舆入，遗亲娘扶新妇降舆，头事红帕，山钢幢二藏于

前背后， 男E衷情幼女二人持宝报.中实金银、五谷之属，授新妇左右袍，

步行红'电能上( ((辍耕景)) I ø今人家娶妇，舆桥边豆大门，则传席山入，

弗令属地."然唐人已尔，乐天《春深娶妇家'诗云， ø青衣传毡褥，锦键

一条斜.'即谓此也) ，至中踵而立，精拜神案前，或夫妇并拜，俗称"拜天

地".是时鼓乐并作，~(鞭〉炮齐鸣. 拜毕，婿导新妇入室逾阑，倩去新妇头

幕，谓之"揭盖头"。或置马鞍于户限，覆以红毡，使新妇跨瞥而入，取平

安主义.新妇入室， 抱宝瓶向吉方端坐，谓之"坐帐"，又称"坐福" .喜

嫂为新妇加霄， 俗称 "上头". 女家假婿京启厨肆娃款婿，1"之"馆缸"，

有古馆甥遗意. (馆饭凡二次，男家自备着，曰"馆小缸" J 女京所备者，

曰"馆大饭" 0 )是日，男家宴款新亲及宗党、 威友.头重初献，当厅婿出拜

女家来宾， 谓之 "谢亲"，亦曰"拜席" ， 女家尊长皆出钱物为赠， 娟拜

受.男家威友亦馈钱物， 谓之 "事仪"， 俗称"上礼"，城市多以彩镰致

贺， 谓之 "喜辘".近年此风尤盛。宴毕， 移时女家来宾毒草归，新婿以次拜

送.是时， 新妇易盛装， 下地隅立， 谓之"立规矩".既夕， 夫妇对 坐 而

酬， 谓之 "交杯酒"， 或食面，谓之 tc合政丽"，叉曰"宽心面" ，即古合

啻共牢之义。是时， 新婿嫂擎为之施设余棚，中藏枣、 粟，取早立子之义

也。直念歌谣， 词多诙谑矣。质明， 渴祖称， 又向四方而拜，谓之" 拜四

方" .亦有夫妇相向而拜者， 即交拜也.继渴舅姑、 家人，复设宴招宗族、

戒鄙，新妇以次拜见，谓之"分大小" ，即古礼庙见之义.威友、 族党各以

红纸襄钱钞或饰物则新妇， 谓之 "拜仪"，俗称"装烟钱".是夕，夫妇榈

向黠于地， 各路衣襟相楼， 嫂辈倾宝瓶内之金银 . 五谷子襟上，口中并念

"倒宝， 倒宝， 白头到老， 倒金， 'J银， 螺马成群"一类之词.新妇羞晕，

多不能仰， 名曰"倒宝瓶"。 越四日或七目，女家接女并缩， 宴飨而归，谓

之"回酒"， 亦曰 "回门"，即古反马之义。逾月，新妇归宁母家，其期例

少于在蜻家之日，谓之//住对月"。 新华夫妇同往女家，多携茶食，分馈女

戚簇， 各院张宴款之，并峨山钱， 名曰 "拜新年".此l日时仅放婚嫁立大

$竟也.

《庄河县，占)) I "庄河之俗， 婚期前一目午后， 男家备是在桥 〈以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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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及鼓乐， 往妇京迦娶， 谓之 ·走领·. 既至. 妇家ffl知礼者-人举§亦布

-~毒.情婿下桥， 娟于轿上奠酒三杯， 然后下.归至婿京 ，婿导子前，至庭

中南向设香棠， 女宝集前， 男东女西，焚香叩拜.逾阙去'憬 ，掷子房上.谓主

‘揭盖头 '.'余礼与前述略同. 又 "婚后三日 ， 矫引妇拜于祠堂. 即古庙

见之礼.妇家即于是日会合女党亲属，俱至婿家. 宴飨如'Í)!. 谓之 ·开箱 '.

逾丸日，精僧妇诣女家， 款留数日.谓之 ·站丸'."

精窟，满族!自俗，子女及成年， 父母为主议如a 媒介既遇，互往相回 ·

相替之日，如留饮于其家， 即为定议.议谐后 ，不用庚帖 〈近亦互换庚帖.

接卡星相， 略知仅俗) ，但山警鸥作定礼，亦曰"政定".是日，女饰盛

服，出见男家尊长，并以旱烟袋装烟， f玄武相敬. 谓之 "装炮" ，男寄ct事校

赠以钱币. 谓之 a裴烟钱". 礼毕. .v，:写而归。次用j者酒、 衣饰行聘礼.纳

聘日 ， 街之尊亲情婿至妇家. 1岛妇父母及尊长，谓之"磕头" J 妇~翻山市

鼠、 每+格、 文绣等物.又陈聘彷于祖先神案前， 两主人并赔酌酒. 互递爵

祭.名曰"换血" (汉俗行聘宴饮， 亦谓之 "换血" .殆习 i范人之俗驮) • 

祭话， 设鹏以.婚前一日. 路近者，是多舆鼓乐迎归， 较远者，女家结~连

舆， 满载妆董送妇至，拿前壮宾数愁 ，乘马先至.是时，婿家门首预置长案，

上设白酒三大筋，客室下骑，举酒而饮，例须干杯，名曰"迎风洒"， 亦曰

"下马杯' .饮毕，享舆续至.入室， 安设嫁妆.新妇僵宿剧家， 名曰"下

处".翌晨苦时，彩舆迦归. ( ((庄河县志异 ‘ "次晨，妇车送往失耶，

至中途，婚率来迎. 新妇换乘婿享， 俗名曰 .插拿·.隐离开基时行营结3族

主意， 示不忘本也."按此礼他县不见.) 新妇降舆， 婿执马鞭轻扑者三，

然后拜堂成札.新归不先入室， 户右预设青布帐棚，中施鑫褥，坐子其中.

〈按啻茵阳杂组>> I 叮t方婚札. 夫妇交拜青庐.'盖谓此也. -) 待事吁亲喜事

归，拿舆既发，乘着后行. 婿就门前案上 ，仍每人敏白酒三大筋，在曰"上

马杯".客接饮.. 即纳酒杯子怀，超然急驰 ，以不颠醉为壮.是时，新妇

方移入室.余与扭俗略同.八旗箱中草古婚礼略同满倍. ø佳汉军或尚兼采

扭习耳.

《柳边纪'韵 I <<婚姻捺门第相当者，先求年者为媒.将允，则男之母

f歪歪女家视其女， 与之售琪、 布用.女画E无他辞，男之父乃毒;其子至女主

威.叩头. 姻戚家亦无他辞， 乃率1t子侄. 群至女家叩头. <<金志P所谓男

下女礼也.女.曼而不辞， 辞则犹未允也.玩元之后，然后下茶，清楚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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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勇~*也.女家惟赔〈陪〉遗耳，结籍?多在十岁内.过规则以为晚.'按 4柳

赂'谓，交掌其子重女之想成家叩头.今僻不见.又调，细威.亦无他禽，

乃掌其子侄，群至女家叩头，与今俗亦异.大抵时代变迁，俗亦酶..里就

满、汉杂处， 旅采汉习. 自然之势也.

哑宁古培纪略>> I •遇于宫、 丧、 喜庆等事，无缄帖，无舷乐，无男女供

相.订婚时，父率子侄在弃妇之父母.次日，女之父亦同媒害拜.行...在

曰"下茶" ，俱用离泉.上铺红毡，茶果.绸缎、布匹仍用盘放桌上，多至

数十泉，贫富不等.学、 酒必需.黛时妆宦.如箱匣、 檀台、 被褥之类，亦

置离泉占. 两人扛之.娶亲用替享，仍挂红绿绸.妇入门只拜公姑，无交拜

礼.如仅人，请亲戚扶新人行礼.满洲人家.喜篮宴窑，饮至半酣肘，妇女

俱出进酒， 以大碗满斟，跪子地奉劝.侠仗尽乃起.'按宁古籍满俗，与事

省满人周， 故采引备证.

.簸，孽族第娘，亦由媒氏之介.求婚男子亲至女家，脆向佛前贡哈

达，女家收纳，婚约乃定.男家以牛马为则，附衣饰等物.婚前一日，婿佩

刀借债赴女家亲迎，仍以哈达~佛.餐话，与新妇僧归.入院，由左右挨掖

至脯前，男女拆发梳检〈拢).女挽警，另榄辩.共盘盟毕，同赴神来前交拜成

礼.近数十年，满、 草、 汉各族婚礼渐相混同，大体无甚盖异矣-

4挑南县志>>: u嚣族唱丰L 女子由二三岁至四五岁即须定籍，十六岁

以上来成婚者绝少.向例，女长子男二三岁或囚五岁.其聪礼，马二匹、牛

二头.羊二十只为最普通.婚期前，先送牛、酒等物于女家.及期 ，婿佩弓

箭乘马至归家，向岳父母叩拜， 岳父出白布一条系矫腰，并赠荷包等物.彻

夜不眩，众亲友作长夜饮.衍俏之.黎明. 与新妇同归.薪妇或乘马 ，或坐

牛车.新郎至院，解弓箭供子佛前，夫妇拜佛涌经，始见翁姑，入内拜灶.

礼成后，注娃款客，会来赠物."

回簸，回族议簸，亦用媒的.而无相晋之俗.定亲有礼单，过礼有媒柬

〈将骋仪名色详注红笼中).成婚用主麻日〈即历书之牛 、费、鬼.亢四日 )，

娶亦用桥。新妇之轿至门，择少妇二人为惊，桥启，向新妇掷果三损，扶立

出桥.入户，箭为妇揭去黠头柏，亦如汉俗，惟不拜天地及抱宝瓶.既入

室，乃行书婚之礼.是日.先延维数大师，亦称阿匈于别室，乃予中堂设案

陈具、 设坐， 1青~教出，众拱拜s 结在就上坐.男女家主左右坐，宗族.成

友以武坐两制. 新郎跪坐于寒武缸盖上.维数为$明婚细之礼、 书婚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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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阿拉伯文字书男女及其父之在民于笼，而立于众.书名"依扎卡' · 即

刻3书也a 书毕. 拿主立自苦;郎部J畏三报.其仪节目录F重， 余与汉族礼同.

黯毡，有;市光. 宜之芋，因选民固，欧凤东i击， 新礼的迄未颁定 ， 于是

捕佛之族损益繁串串，酌剂中西仪节， 谓之 "文明结婚。 o~立婚约既成，先

以指环及协份为聘.妇期乡在上午.男女商~家挺为"主蜡人'，并合亲
躁，友2在于一堂，延年高望远在-一人，曰"证婚人n .通商缝之好者二人.

曰‘介绍人"，即妮的也.届行礼时，先由证婚人宣读婚书 〈书以影莞即

戚， 填注男:þ:姓名 、 籍贯、 年庚并主陆、 证婚. 介绍诸人姓名及结婚年、

月、目、地址) . 自主援、 证灯、 介绍诸人及绩夫妇俱铃章记，新夫妇交换

指环，后相向行三拥明礼， 依汰向证婚人、 介绍人、 主婚人行礼毕，由证婚

人、主婚人各致访l辞， 来宾致祝辞， 主人致谢军辛.礼成撮Z匠，新夫妇借归男

家.此近时婚礼. 通都大邑， 无论仅、 满、 草族绅宦之家，大事矗行，惟民

间则尚多沿旧制。〈以上汉、 t慧 、 嚣婚礼兼采t.t阳、辽用、锦县、洗商.庄

叮奇古&固按j:(礼则采安东、 新民商志. ) 

号是礼~ 理撞2 萃省丧葬， 沿习日久， 虽不尽遵典制，尚能无庚乎古人.当疾

íT.rt ，合攻环缸，为之理发、 浴足、 剪指甲 、 身衣服，自炕界置灵床 ，首必西

向〈安东汉俗， 首南足~tJ 联俗， 首西足东) . 革普梅覆余.气已绝，丧主

〈挺子主之.长子故， 长孙主之) 出户庭， ZB突三号， 并呼"西方光明大

路" (盖w，手氏西方位国之义. 存在呼"西南光明大路'若) ， 谓之"指

b' ， 即古豆豆在之义( <<礼 · 丧大记P Z U屉危北面三号. "注云t 1/ 

毡， 立于高峻之处， 盖臣之椅也.三号者，一号子上 ，冀魂自天而来z 一号

子丁， 1遣军也亩地而来， 一号子吗l ， 冀白自天地四方之间而来.息 ，长声也-

lt!手刘，γ';9.也。"运组兵rttUI生也) . 号毕反室，合2民主苦衷.纳~或钱

子口中， 以镇恶气. ，叉罩银银于两手， 使捏之，并以红线络两臂及足， 置拍

子胸， 以防误动.旦停中立， 口 U正寝" ， 女停内2· 日 (t内在11 、王f头陈
tl{-~. Hì~开三枚， 上端备在茹主动今之均 ，古之扩也.古者以扩R之口 !I'I'.
现其动否， I孔驻气之有无.今亵锦着岛， 扰存民扩之意.旦下然灯一盏，然

后臼余盟主.叩古之易笋， 亦时L>> 之小娃.SHJ副武布在面 〈贫者用纸，

的it. /I~'坠纸" ) ，即时L . 杂记B 设自主义. !l亨û浆， 灯笼导引， 死者

子孙诣土地祠史香格，果而itLi何之"报庙" . 亦苟: 11迭亡魂低n.接三前，

衍 A Ç!. e~至神祠荣格宿， 亦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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