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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说河洛】

夹毡的嗨起来

□记者 张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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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么婚了吧之

在洛阳乡间，“过好儿”是
个很有看头的娱乐节目。正
月农闲无事，正好凑热闹，只
要谁家悬起大喇叭，聒噪不休
地播放戏曲《抬花轿》《朝阳
沟》选段，大伙儿就群情激奋：
走，看娶媳妇儿去！

看娶媳妇儿是有门道
的。精明的人专盯着夹毡人：
盯着新郎、新娘，只能过过眼
瘾；盯住夹毡人，则能讨到红
包、香烟、喜糖，尝到实实在在
的甜头。

哪个是夹毡人呢？好
认！您瞧，迎亲队伍吹吹打打
走过来啦，打头儿的男人眉开
眼笑，腋下夹着一块大红毡或
红绸面儿，那就是“夹毡人”。

夹毡人的地位非同一般，
通常是男方家辈分较高的亲
友，或是新郎的伯伯、叔叔、哥
哥，或是新郎父亲的密友，能

说会道、会来事儿。其主要任
务是在迎亲过程中协调好方
方面面的关系，保证在正午之
前把新娘接到夫家。

红毡是辟邪驱晦气的。
迎亲路上，如果遇到十字路
口、寺庙、桥或是井台、石磨，
夹毡人就展开红毡，朝“有邪
气的方向”挡一下，或是直接
遮挡轿窗，并燃放鞭炮；做事
细致的夹毡人，还随身带着写
有“喜”字的红符，将其粘贴在
上述地方，以确保平安无事。

邪气好挡，拦婚车的可不
好打发。有些看热闹的人，不
管认不认识办婚事儿的主家，
都搬个凳子挡住迎亲队伍，双
手一伸，讨不到红包不让道。

这时就得夹毡人出面调
停了。给少了，拦婚车的赖着
不走；给多了，后来者纷纷效
仿，主家心疼。迎亲讲究吉

利，万事好商量，只要人家要
的不离谱，就给吧：若能用两
包香烟、一把喜糖将其打发
了，那最好；万不得已，再塞个
红包，图个皆大欢喜；倘若时
间紧迫，偏又遇上不识趣的人
狮子大张口，那就直接派出几
个彪形大汉，连推带搡，把挡
道的轰到一边，强行通过。

到了女方家，唢呐卖命吹
起，鞭炮震天响起，夹毡人铺
开红毡，专候着新娘踩着红毡
上花轿。按照洛阳风俗，新娘
离开娘家时，双脚不能沾地，
免得带走了娘家的福气和财
气。现在流行新郎抱着新娘
上花轿，便是此故。

不过，要将新娘哄上红
毡、抱上花轿，可不是那么容
易的事儿，还有一系列考验等
着夫家呢。欲知后事如何，请
关注明日的《娜说河洛》。

形容一个人坐卧不宁，
人们喜欢用“如坐针毡”。这
一典故源于晋朝的洛阳。

晋惠帝司马衷有些傻，
儿子司马遹（yù）却很聪
明。传说有一回，司马炎带
着孙子司马遹闲逛，看到饲
养场里的一头猪肥得不能站
立，只能卧着。司马遹说：

“为什么还不杀了它吃肉
啊？白白让它浪费粮食！”司
马炎拈须一笑，立即下令宰
杀了这头肥猪。

一次宫内失火，一群人
忙得不亦乐乎，司马衷居然
站在灯火通明处看热闹。五
岁的司马遹赶紧拉拉父亲的
袖子说：“失火的原因还没有
弄清，您这样站在明处观望，
实在是件很危险的事情啊！”

司马遹当上太子后，引
起皇后贾南风的嫉恨。她一
方面紧锣密鼓造谣生事，损
害太子的威信，一面派人怂

恿太子放纵玩乐。渐渐地，
司马遹的人性弱点暴露无
遗。他除了吃喝玩乐，居然
还在皇宫里设集卖肉，以赚
取宫人的银子为乐。

司马遹的荒唐作为，引
起了太子中舍人杜锡等人的
警惕。但杜锡的逆耳良言，让
司马遹恼羞成怒、暴跳如雷。
为了惩罚杜锡，他命人把钢针
插入坐垫，让毫无防备的杜锡
坐上去，看到杜锡鲜血直流，
他才出了一口恶气。由于忠
良之人都渐渐疏离他，司马遹
最终落得个被贾南风政治集
团先废后杀的下场。

其实，司马炎在世时，很
注重对司马遹的培养，为孙
子配备了强大的“护航队
伍”，可惜没能让司马遹成长
为一代明君。归根结底，司
马遹并非真的聪明，只是有
些小聪明，他还是继承了父
亲司马衷的“痴傻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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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坐针毡 □杨亚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