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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说河洛】

就这么婚了吧之

拿什么压箱底
□记者 张丽娜

【河图洛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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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风俗】

迎亲是婚姻“六礼”中的最后一环，也是最关
键、最喜庆的一环。

这一环节规矩很多，总的原则是“大鸣大放，路
人皆知”，大家赶快封红包、送祝福吧！

在洛阳乡间，结婚“广告”一般是在迎亲的前一
天就达到小高峰——按照旧俗，这一天，男方要到
女方家拉嫁妆。

拉嫁妆，也叫“发嫁妆”或者“铺床”，虽不在“六
礼”之内，却是河洛婚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疆男人迎娶“达坂城的姑娘”，赤裸裸地唱着
“带着你的嫁妆，带着你的妹妹，赶着那马车来”。
洛阳男人比较含蓄，不会直接张口向女人索要嫁
妆，然而拉嫁妆的车开到女方家门口，若不被装得
满满当当的，左邻右舍的唾沫星子会把娘家人淹
死：这家人要么是真穷，要么是真小气，闺女出门，
嫁妆恁少！

嫁妆咋样才叫多？富家千金，最好是“良田千
亩，十里红妆”，拉嫁妆的队伍吹吹打打，绵延十里，
那才叫排场！

啥东西能撑得起“十里红妆”？古时候流行全
套的“内房家伙”和“外房家伙”：床、梳妆台之类的，
摆在内室，属于内房家伙；八仙桌、圈椅什么的，摆
在客厅，属于外房家伙。此外，只要闺女将来过日
子用得上的，大到被褥，小到针线，一应俱全。

寻常人家嫁闺女没那么招摇，子孙对碗、子孙
宝桶（其实就是马桶）、箱子这三样好赖是要有的。
箱子得大一点儿，好让亲友添箱捧场。

添箱是人情味儿浓的体现，很考验娘家的人
缘。人缘好的，贺喜者多，亲友们纷纷送给新娘布
料、礼金，祝福新人婚姻美满。因为添箱，富人有了
充足的理由摆阔，穷人也不会显得太寒酸，不至于
让闺女伴着空箱子出嫁。

父母对女儿的爱实用且具体，为免闺女到夫家
受苦，父母会给女儿一大笔添箱钱。在洛阳民间，
爸妈通常会把婆家给的彩礼，直接或间接（买成物
品）陪嫁给闺女。

在今人想来，父母给女儿压箱底的，大概应是
贵重的金银珠宝。唐代诗人元稹曾写诗赞扬贤妻

“泥他沽酒拔金钗”，当掉陪嫁的金钗，给老公换酒
喝。古时女人没社会地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最
怕嫁错郎，嫁错郎就得当掉嫁妆。

话说回来，在古代，真正压箱底的往往是当不出
去的东西——春宫图之类的，咋好意思拿出去当？

虽然先贤也赞同“食色性也”，但对于男女性爱
这档子事儿，古人始终是讳莫如深的。直到结婚，正
经人家的闺女才会受到一些性启蒙：母亲会在女儿
嫁箱底部放一幅春宫图，或是一个小瓷器，内藏男女
交媾的雕像，羞答答地向女儿讲解男女房中事宜。

你看，说什么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其实是
砸断骨头连着筋，若非血浓于水，至于这么操心吗？

旧时写春联，仅把大门、重门、堂门……写完不
算了事，还得给神位两边写对子和春条。

春条，多为裁对联时剩下的纸条，废物利用，如
在树上贴树木兴旺，床边贴梦见周公，粮仓上贴粮
粟盈囤，当院贴春光满院，走道贴小心灯火，厅堂内
贴百无禁忌、童言无忌……

百无禁忌、童言无忌是百有禁忌的反义词。过
去人们迷信，衣、食、住、行都有禁忌。盖房屋前要
请风水先生来看看，在选址、方位、屋内陈设等方面
都有许多禁忌，这其实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许多不
便。所以，较开明的人家便会写百无禁忌、童言无
忌之类的春条，给家人解除困惑。

有些禁忌让人莫名其妙，如春节忌打碎瓷器。
家人团聚，格外兴奋，有人喝醉了酒，弄坏一个瓷
碗，不算什么大事，儿童不小心打破一个杯子或茶
壶，也很正常。闯了祸的人自觉愧疚，老年人应当
站出来说“算了，算了，碎碎平安”，以吉利话谐音来

为他们解围，没必要大加指责。
还有吃斋念佛之人，不杀生，忌食荤腥。年轻

人尚能挺得住，年纪大了如果仍吃素食，身子骨非
垮不可。在下是天斋，虚度光阴。去年，我深感素
食终日、体重日见消减之可畏，便闭住气吃肉食鱼，
体重又渐渐回到125斤的常态，我高呼：“阿弥陀佛，
无量佛善哉，善哉！”

有些禁忌是很有道理的，如医学上的配伍、妊
娠、服药等禁忌。中药配伍，绝对要按“十八反”“十九
畏”施治，如果犯了禁忌，胡配瞎掺，是有生命危险
的。再如热性病忌食辛辣、油煎等食物，若不听大夫
的话，病情加重，多住几天院，那就太不划算了！

还有一些礼节上的忌讳，我们也得遵守，如不
能直呼长辈的名讳，闲谈忌说人短，富忌骄、贫忌
软，忌酗酒、嫖赌，忌说假话……

禁忌过多，束缚了手脚；百无禁忌，没有了底线。
凡事都要讲究适度，这才是我们过日子应有的态度。

春节说“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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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北辰 郭弋

卫坡村（又名魏家坡），位于孟津县朝阳
镇西南部。村中有明清古建筑村落遗址，现
存的 16 所古民居被一条青石铺就的小街分
成两大建筑群。街南全是七进院，街北则是
五进院。精美的木雕、砖雕、石雕，太师椅、顶
子床等随处可见，充分显示了清代私宅的建
筑风格。庭院侧门互通，厅堂格局气派，格调
自然，建筑庄重古朴。

卫坡村有“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河南省历史文化名村”两张“名片”，慕名前
来参观的游客越来越多。

张献芳 摄

卫坡古民居
中原有名气

散落在河洛大地上的古树名木、古街道、
老民宅、旧窑院、古亭台、古城堡等，无不带着
河洛文化的鲜明烙印，向我们讲述着古往今
来的传奇故事。敬请关注，欢迎投稿或提供
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