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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深，结金兰

现代人不像过去人那么注重仪式
感。旧时，两个人或一伙人感情好到一定
程度，是要郑重地立下盟约、义结金兰的。

义结金兰，俗称拜把子，光说不算，通
常还得烧香磕头、共饮血酒、对天盟誓。

金兰谱，是义结金兰的证物。
旧时，个人或民间社团因情投意合

或共同利益而结盟、结义，要订立盟约文
书，是谓金兰谱，也称兰谱、金兰同契、换
帖等。

《周易》里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
同心之言，其臭如兰。”金兰谱，取“金”

“兰”二字，以示结拜同心之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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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代、民国时期的金兰谱，有数人结拜
的，也有十几个人结拜的，红（黄）纸黑字，
情谊的分量清清楚楚。

“桃园结盟，义重如山，情同骨肉，至
今流传。我辈继行，前人之鉴，相交以诚，
手足一般。兄宽弟忍，宜做先贤，互相扶
助，共同患难。如松如竹，海枯石烂，吾侪
（chái，意为同辈）衷心，有天可鉴。”这是
常见的金兰谱内容，随后是结拜人的姓
名、籍贯、年龄、生辰八字，以及祖上三代
的姓名、出身等，最后注明结拜的年、月、
日，签名、盖章、按手印。

据洛阳民俗文化专家梁淑群研究，民
国时期结拜之风盛行，市面上有卖印刷版

的金兰谱，结义者买来填上相关内容即
可，很省事。

好得跟一个人似的

金兰谱序文大都引经据典，以历史上
重情重义、同生共死的人物为典范。

“桃园结盟”的典故最著名。三国时
期，刘备、张飞、关羽在桃园里结为异姓兄
弟，对天发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豪情壮
志令人感动。

也有提及“雷陈”的。东汉的雷义和
陈重是好朋友，太守要提拔陈重当孝廉，
陈重非要让给雷义；刺史推荐雷义当茂
才，雷义非要让给陈重，上面不准雷义让，
雷义就披头散发装疯逃走。同乡的人都
说：“胶漆自谓坚，不如雷与陈。”这哥儿俩
好得跟一个人似的。

见惯熙熙攘攘、追名逐利之徒，谁不盼
身边有这种肝胆相照、不离不弃的好朋友？

不过，也有江湖匪盗借拜把子之名拉
帮结派、壮大团伙，那样的兄弟情有几分
真，就得靠当事人自己掂量了。

你的金兰谱还在吗

作为旧时的交际民俗，义结金兰起源
甚早，流行于全国各地，自贩夫走卒至达
官贵人，皆有参与。

程序通常是这样的——
先缔结金兰，然后举行仪式，依照年

龄大小焚香叩拜，对天发誓“违反誓言，神
人共弃”或“天打五雷轰”等，换帖（交换金
兰谱），此后便以兄弟（姊妹）相称，双方家
人也如亲人般来往，谓之“干亲”。

倘若日后翻脸绝交，还得举行仪式，烧
掉金兰谱，这叫“断义”，也叫“拔香头子”。

不曾“断义”，却做了对不住兄弟的
事，那就莫怪旁人责怪：“你这人真不仗
义，莫不是把金兰谱当擦屁股纸了？！”

洛阳契约文书博物
馆——我国首座契约文
书专题博物馆，筹建多年，
终于开馆。契约文书是种
特殊的历史文献资料，真
实地记录了民间鲜活的生
活原貌。

该馆藏有6万多件契
约文书，目前展出的有数
千件，以明、清、民国时期
的契约文书为主，涵盖族
谱、田契、婚书、金兰谱、官
府文书、诉讼文书、遗嘱分
单等。

无论你是文字爱好者
还是历史爱好者，定能从
中窥见生活中的历史、历
史中的生活。

——编者

与君结金兰 自此是兄弟

金兰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