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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成为未婚夫妻，即俗说的定亲。

    迎亲 由男方父母确定结婚日期，请媒人转达，并依俗送礼，这是“送日子”。结婚日
期确定后，双方即筹备婚、嫁。但城、乡间不尽相同，大体情况是成亲的前一日，男女两家

要备酒宴客，女方叫“上头酒”；男方叫“鸾轿酒”。乡间，男女各家要备专席请新人，父为
子、母为女敬酒。女方出嫁前，城乡都盛行哭嫁，农村的要哭数日，并流传有“十杯酒”哭

嫁词。新娘上轿前要吃“姐妹饭”  ，人轿多由长者驮人，轿出门，女家即泼水扫地，关门，
“有娘镇房、爷镇堂”之说。农村，出村后要向村外一家讨火置于轿内。迎亲大都用花轿，

富裕人家用四人抬，一般人家两人抬。民国时期，城镇一般都用黄包车迎亲。
    结婚 在城镇中轿至男方家，由新郎向轿作过揖退出，全家回避，再由伴娘启门扶新
娘出轿人新房，稍事休息，即举行婚礼与家人见面。晚间酒宴后，再举行送洞房仪式。农

村则是轿至男方宗祠由“生”门人，由伴娘领出新娘与新郎拜过祖先，再由新郎驮新娘至

新房，吃过“交心面”或“同心蛋”后，由伴娘一一引见公婆、灿娌、姑嫂、外婆家等人。新

娘应按辈行礼，长辈要送给红包。婚后的第一天，镇上有拜客一天之举，乡间要设宴谢厨

师，新娘这天要到本村有福之家“出家”一天。另外，新人服装也有定规，新娘戴凤冠霞

帔，30年代后，多改用纱罩；新郎戴礼帽（也有戴瓜皮帽者）上插金花，身披红绸，30年代
后，多为长袍马褂，也有穿中山装、西装的。婚嫁送礼，旧习订婚不送礼，乡间多送几色点

心，一壶酒致贺。出嫁，至亲常送水礼、花粉、衣料，一般多送喜字坛、帽筒或其他礼品；娶

亲，舅家必送对联、水礼和贺金，一般多送贺金、对联。农村多以麻糍回赠。

    景德镇解放后，国家颁布了《婚姻法》，婚嫁习俗大变革。人赘、再婚得到人们的赞
许，童养媳、早婚与近亲联姻已为法规所不容许。迎亲改用自行车、拖拉机、卡车、吉普、

面包车和轿车，旧的繁琐礼仪大多废除，酒宴多为一餐。50年代以来，曾提倡“文明婚
礻L”和“集体婚礼”。80年代旅行结婚较为盛行，但要财礼的旧习和讲排场阔气的现象有
所抬头。

第二节 丧  葬

    旧时丧葬，具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俗礼颇为复杂，其主要俗礼如下：
    送终 一般指老人在其弥留之际，儿孙便临床送别，俗称送终。死后，由亲属为死者
更衣梳头，并将尸体移于堂前门板上，覆盖以白布。灵前点灯焚香，烧化纸钱并向亲友

“报丧”（即报讣） 。亲友闻讯，即备纸钱、香烛、挽联、祭嶂等进行吊唁，内亲还要备水礼
和棺内用物。

    入殓 由“土夫”为死者洗濯，换上白布内衣，再套上死者生前穿过的干净衣服，死者
穿着衣裤数量，俗有“上七下八”的说法，所有衣服均须剪去扣子，然后套上红外衣。有些
人家还用丝绵裹体，头面丝绵剪开叫做“开面”  ，人棺后，盖上绸（布）被，经亲属向遗体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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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才能盖棺。

    出丧 出丧之前，要请地仙师看风水，大户人家还要请僧道做斋，出殡前散子孙饭、
行路祭、放河灯等，挥霍的钱越多，越能显示其富贵。一般人家则棺披红毡或红布，上缚
一红毛公鸡，由“土夫”8人抬枢，亲属披孝送丧，并沿途散布草纸、燃放鞭炮。
    安葬 由亲人开土，然后“土夫”挖好墓穴，并用芝麻秆等在穴内烧薰，子孙跪拜送棺
人穴。封土后，筑好坟堆坟台，有的还立墓碑。葬事毕，死者家属宴请运棺的“土夫”和其

他相帮者，以示感谢。葬后3日，亲属上坟点香烧纸，名曰“观山”  ，以后每隔7日一祭，俗
称“做七”  ，到49日为止。

    殡葬改革 景德镇解放后，国家进行殓葬改革。人民政府号召反对封建迷信，提倡
治丧从简，动员道士（指专给人做斋的）改行从事劳动。从50年代起，逐步采取出讣告、
开追悼会、送花圈、戴黑纱、白花等形式代替了过去吊孝、做斋、披麻戴孝等旧形式。1959

年，成立了市公墓管理处管理和承办丧葬事务。1963年，建立了火化场，逐步推行火葬。
1980年，建成殡仪馆，专为死者办理丧事和火化等业务。现在城市中一般都实行火葬。
农村中因条件限制，一般仍采用土葬，但迷信活动大都革除，丧葬礼仪也较前简化。

第三节  喜   庆

    喜庆习俗，名目甚多，祝寿类的有一种是做生日，包括婴孩的周岁、儿童的10岁，青
年及成年中也有的逢10即做一次生日者；另一种则是做寿，年60岁以上者，逢10必做一
次寿。还有属于其他喜庆类，如生育、人学、毕业、参军、建房（乔迁）等等，因人因事而异，
甚至有巧立名目，以求一乐者。

    周岁 婴儿满一岁时，叫“做周岁”。父母对此颇为重视，要摆酒宴请亲朋好友，抱周
岁儿拜见众人。景德镇市还有“抓周”之习俗，据说在桌上摆上算盘、量米的量具、书本、

钱之类的器物，小孩首先抓到的一件可预测其将来向某方面发展。建国后曾经中断，80
年代以来又有抬头。

    生日 成人生日，一般煮面条鸡蛋，也有摆酒者，但有“做九不做十、闰年提前一月做
生日”的习惯。建国前，景德镇常有一些恶棍、豪绅借做生日大发请帖，榨取贺礼。

    做寿 一般是指60岁老人，逢10即做寿，60岁叫“下寿”  ，50岁叫“中寿”，100岁叫
“上寿”，称作老寿星。做寿要摆香案、点红烛，晚辈要拜，吃“长寿面”、“寿饼”。亲友送

礻以寿桃、寿面、寿嶂）祝寿，寿星之家则摆酒谢客。农村有的地方，女婿向岳父家祝寿，要

送一扇寿糕，或一对鸡；有的村子要在大年初二请在本年做寿的老人吃饭，寿星家在生辰

日送寿面两碗至各家（不管村里请饭与否） 。建国后，许多俗礼已革除，城区和乡村，祝寿
者大都以蛋4、7、9、13只，面两斤，另备衣料、鞋袜；孩子生日则多以衣物玩具送礼。受贺
者要备酒谢客，城区早上备有寿面，农村早上有糯米麻糍，正席多安排在中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