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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们家乡的传统习俗，从正月初二开始“出门（走亲
戚）”。

早年间，一般人家都有十几门亲戚，姑家、姨家、舅舅家，
姐夫、舅子、连襟家，都要趁着过年这几天相互之间走动走
动，联络一下感情，若不然，“三年不走动，是亲也不亲”。

走亲戚也是有讲究的，其中有严格的主次之分，按照老
一辈流传下来的顺口溜：“初三丈人初二舅，姑家姨家排在
后”。从中可看出，在所有的亲戚当中，舅舅是排在第一位
的。为什么要这样排序？有一种说法是，这是母系氏族社会
时期传承下来的。因为舅舅是母亲的哥哥或弟弟，一奶同
胞，血脉相连，打断骨头连着筋，“娘亲舅大”“舅舅大似天”便
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过去妇女的社会地位低下，女人出嫁后，一旦在丈夫家
受到欺凌而无处申诉，第一时间就是跑回娘家求助，而能帮
她们争口气的自然就是孩子的舅舅。

再者，不少人妥妥地属于“外甥狗”，打小就常年住姥姥
家，和舅舅关系最铁。如果长大成家后，不孝顺或虐待母亲，
舅舅就可对这种混账外甥动用家法，无论是骂还是打，都属
天经地义、情理之中，于是便有了“舅舅的棍子——打了白
打”这句常用俗语。

正因为有诸多规矩，如果正月初二绕过舅舅先去了丈人
家，那于情于理都说不通，是会受到亲戚邻居们谴责的。

正是因为这个传统习俗，在我们家乡便有了“正月初二
拜丈人——拿着娘舅不当回事”这样一句歇后语。日常生活
中，当某人对待一件重要的事情极不重视时，别人就会用这
句话来怼他，那是再恰当不过了。

其实，不光是正月出门把舅舅家排在第一位，一般的酒
席桌上，舅舅的席位也是要排在上首位，其他的七大姑八大
姨，无论年岁多大，统统要排在舅舅之后。非但如此，还有舅
舅不来就不能开席的讲究。如果在外甥结婚的酒席上，到了
新媳妇给亲戚敬酒的时候，也是要把第一杯酒端到舅舅面
前，否则便会被人说成是不懂规矩了。

还有这样一条与舅舅相关的习俗，那就是一旦家中母亲
过世，儿女们首先要安排人到母亲的娘家“传丧”，娘家人不
来是不能入殓的。这种情况，舅舅必须要第一时间赶过
来。等舅舅来到之后，揭开蒙在逝者脸上的白布或黄表纸，
把她的上眼皮轻轻往下摩挲几下，再念叨几句让她放心上
路的话。这一套程序走完之后，家里人才能把逝者入殓。
民间有句俗语“爹死了随便埋，娘死了等舅来”，说的就是这
个习俗。

曾经听我老伴讲过她小时候亲历的一段往事，正是因
为这个习俗而引起的。有一年秋天，她们邻居家的老太太
死了。其儿女们赶紧为老人净了身子，穿好送老衣裳，放在
用门板搭起的灵床上。同时，又赶紧安排人到舅舅家传
丧。他们村到舅舅家还不到3公里的路，舅舅接到讯息，很
快就赶了过来。

舅舅来到之后，也是按照上述程序与老姐姐告别。可怎
么也想不到，他刚刚揭开蒙在老姐姐脸上的黄表纸，却惊奇
地发现老姐姐居然睁开了眼睛。就在他打愣的当口，老姐姐
一边支撑着身子要坐起来，还一边摸着耳垂说：“我的耳坠没
有了。”

这一下可了不得了，家里人一个个吓得失魂落魄，忙不
迭地嚷嚷着：“老太太诈尸啦！”还有人颠颠地跑到生产队仓
库找犁铧，说是把生铁放在其胸口上可以镇住诈尸。

舅舅这时表现得十分镇定，一把抓住老姐姐的手试了试
脉搏。当感觉其脉搏跳动正常后，他就大声呼喊着让家里人
都安静下来，随即把老姐姐从灵床抱到炕上。老太太一口温
水喝下去，很快就恢复正常了。从这一天算起，这个老太太一
口气又活了好几年。村里人议论起来都说，多亏有“娘死了等
舅来”这个规矩，若不然，这事真不知要折腾成什么样子。

随着岁月的更替，好些传统习俗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很
大变化。像“舅舅大似天”这个习俗，虽然还一直在民间传
承，但在那些独生子女家庭，孩子们的姑姑、姨姨、舅舅都属

“稀缺”，自然也就没了谁大谁小之分。再者，时下年轻人春
节期间走亲戚，大多是开着私家车拉上礼物，半天工夫把所
有的亲戚都走遍了，也就不分谁先谁后了。

在民间，元宵节历来有“开
灯祈福”的习俗，至今在广大农
村地区还盛行着“三十的火、十
五的灯”的说法。

过去在老家，元宵节前后三
天为灯节，十四日为试灯，十五
日为正灯，十六日为残灯。而
且，这一习俗至今不衰。以往的
农村庄户人家，无论平时多么省
俭的家庭主妇，到了正月十五这
一天也表现得格外大方：夜间在
自家的每间房子里会点亮各式
各样的灯，开展祈福活动，庆贺
灯节，希望家人在新的一年里团
团圆圆、幸福安康。

儿时过元宵节，正月十四，
父亲就提前从自家的菜窖里挖
出一些胡萝卜。这些胡萝卜都
是父亲一根根挑拣好埋在菜窖
里，准备元宵节做萝卜灯用的。
母亲也会用豆面和面，捏成惟妙
惟肖的十二生肖灯，放在蒸笼里
蒸熟。十五上灯时，分别放在猪
圈、鸡窝等不同地方，以期六畜
平安。

做胡萝卜灯的时候，父亲提
前洗净胡萝卜，控干水渍，然后
再选择一些个头大、匀溜的胡萝
卜，用菜刀仔细切成三四厘米高
的圆柱体，并估算着上灯总共
需要多少盏萝卜灯。切好胡萝
卜后，父亲用一枚五分钱的硬
币在萝卜芯中用力地左旋右转
几下，一盏萝卜灯就完成了。
傍晚上灯开始前，父亲逐一给
萝卜灯插上灯芯，添满新花生
油，再把铜钱大小的火纸片子用
手一捏，粘在灯芯上，作为上灯
时的助燃引信。

在我们老家，元宵节的前一
天，有女儿的人家往往还会给出
嫁的女儿家送去一对大花灯，希
望女儿能够早生贵子。如果碰
巧自家的女儿已经身怀六甲，娘
家人还要专门送去一对小灯，寓
意女儿平安顺产。因“灯”与

“丁”谐音，人们为出嫁的女儿送
花灯，也称“送孩儿灯”，是娘家
人希望女儿多子多福、人丁兴旺
的意思。

传说元宵节这天的灯光是
吉祥之光，具有神奇的力量，能
够驱妖避邪除百病。在农村，元
宵节还有一项隆重的“上灯”仪
式，就是黄昏时节，人们纷纷用
篮子或簸箕端着萝卜灯，前往自
家祖坟地，为逝去的祖先和亲人
送灯，俗称“上灯”。上灯时，邻
居之间相互不说话，也不允许借
火点灯，寓意自家香火延绵不
断。这一习俗传承至今。这一
夜，远眺山野上，山连山、岭连
岭，到处灯光闪闪，表达着生命
生生不息的美好愿望。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龙口乡村婚礼的民
俗，首先是择吉日：人们大都选择在农历三、六、九日
举行婚礼，而且多集中在元旦后、春节前。从传统习
俗上讲，有“三、六、九，伴着吉运走”一说。另外，这段
时间是农闲季节，且是隆冬，婚礼宴席准备的食品不
会变质，易于保存。

新人订婚后，要由新郎和新娘家分别举行请媳
妇和请女婿的仪式。所谓的仪式，也就是分别召集
自己家的亲朋好友聚集到一起吃顿喜酒。以前条件
差，就在自己家里请客，现在条件好了，大家更喜欢
到酒店请客。

确定吉日后，便是过彩礼。龙口乡村送彩礼，一
般要看家庭条件，彩礼多是3.8万元、6.6万元、8.8万
元不等，而娘家回礼也会在相应范围内。

彩礼送到后，双方的婚约就正式确定了，然后便
是送请帖通知亲朋好友。对一般亲朋好友只用单帖，
但对女方的长辈，如祖父母、父母、叔伯等人的请帖却
是别具一格的，要用单帖的红纸折叠成八等份，俗称

“八折帖”，以示对女方重要亲人与客人的重视。
到了良辰吉日迎亲时，新娘家要准备馒头、镜子、

脸盆等物品。这些要新娘亲手包好，由伴娘拿着到新
郎家。新郎出门前，先要由新郎的父亲铺床，接着要
由两个小孩滚床，当然滚床的小孩是少不了红包的。
同时，新郎要吃一种夹着菜的喜饼，意思是以后有了
媳妇，就是吃糠咽菜也有喜庆的感觉。

在龙口，迎新娘时有一道特别的风景，就是新郎
上车前，必有一位男方家德高望重之人，在胳膊上挂
上一块红毯，当地叫“夹毡”，其目的是“避邪”。若路
上遇到丧事、车祸等不好的事情时，由“夹毡”者打开
这块红毯，挡住新郎新娘的视线，避免影响了喜庆的
氛围。

新娘的伴娘团一般不少于两个人，而且必须是未
婚姑娘。一位姑娘当伴娘不能超过三次，如果超过三
次，民间说法是既不利于新郎新娘的幸福，也不利于
伴娘以后出嫁。

新娘出娘家门前，新娘的母亲要亲手将面条喂到
新娘的口中，然后一名男孩和一名女孩双手拿红线为
新娘开道，寓意“爱情线”长长远远。迎新当天，新娘
家还要为接亲的新郎、伴郎、司机、“夹毡”者等人备上
一桌酒菜，大家象征性地喝上一口。然后，新郎在屋
内“费尽周折”找到事先被藏起来的新娘的鞋，并为新
娘穿上新鞋。新娘到了新家后，要在新房内踩着小凳
子上床，寓意步步登高。而后，新娘要将窗户上的窗
帘和红纸打开，寓意开启新生活。

在乡村婚礼上，龙口与别处不同的是，从上午9
时开始，每一位来参加婚礼的嘉宾都要先吃一碗“喜
面”，就是“第一道饭”。有的人为了准时来到现场参
加婚礼，早早就从家里出来，顾不上吃早饭。婚礼的
主人考虑到这一点，凡是到场祝福的嘉宾，有人会马
上送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拉面，随到随吃。面热心更
热，面好卤更香，一碗喜面既表达了主人的谢意，又照
顾了客人的需求。

到了下午2时，“第二道饭”婚礼喜宴才正式开
始。几名农村大厨准备了鸡、肉、海鲜、水果捞等十
多道乡土气息浓郁的美食，其中必上的一道菜是

“加吉鱼”。
有关“加吉鱼”的典故还要从100多年前说起。

鲷鱼是加吉鱼的另外一个名字。为何叫加吉鱼呢？
《烟台水产志》中记载了一种说法：“因鱼名贵，是上等
人必食之物，又因体色艳红是吉庆之意，故名甲级，宴
席上有它可代替鸡，故又称家鸡。”而在旧版《福山县
志》和《牟平县志》中，它又被写作“嘉鲯”“加级”等，字
虽然不一样，但读音都差不多，后来统一称加吉鱼，寓
意美好，逐渐成为婚宴上的“压轴鱼”。

在举行婚礼后的第二天，女方的父母或叔、伯到
男方家同亲家会面，谓之“会亲家”，要吃上一顿丰盛
的午餐。陪席的多是村里的名人或长辈，他们谈吐文
雅、举止不俗，既给男方家装点了门面，又给对方留下
极好的印象。

乡村婚礼，不仅人情味很浓，而且简约不简单，
比起豪华酒店的婚礼，多了一份韵味、多了一份浓
浓的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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