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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组 古 老 的 文 化 符 号

汉 民族婚礼对歌 “ 洞房经 ” 溯源

陈华文

文化形态的传承乃是行为模式和价值观

念的传承
。

而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的传承
,

一个很大的承载体就是深植于民众生活的习

俗制度
。

生存于浙江省温 温岭县 黄 黄

岩市 平原的汉民族婚礼对歌一
“
洞房经

” ,

是一种具有历史和现实价值的文化现象
,

这

种文化现象的生成
、

保存并不是偶然的
,

尤

其是它作为当地的一种婚浴文化模式
,

在生

活中决不是可有可无的
。

因此
,

对于它的研

究
,

可 以探寻今 日现实生活相之 源 流 和 意

义
。

本文就抱着这一宗旨
,

试 图从
“

洞房经
”

本身的特点着手
,

通过 比较研究
,

阐明自己

的观点
。

目前汉民族的婚礼对歌似乎

已绝迹
,

但温黄平原上却保存着

这一独特的婚俗文化现象
。

这种

婚礼 中的对歌及相关的种种仪式
, 〔‘ 〕并且至

今仍在当地流行
,

说明它确是一仲有异于汉

民族婚俗的独立的系统
,

有其不可低估的文

化价值
。

“ 洞房经 ” ,

是在温黄平原上举行婚礼

时所传唱的全部仪式歌和对歌的总称
。

此种

仪式
,

大略是这样的

首先
,

新人先坐新房巾
, “ 洞房客 ” 也

称第兄客
,

于新房门 口唱 “ 八仙 ” 。

八仙唱

完
,

洞房客退出
,

将新娘关于房中
。

之后
,

洞房客唱 “ 开 谈
” 、

,’干门 ” 歌
,

门被唱开
,

新郎与洞房客一同进入新房
。

新郎与新人将

放在角落的桌子抬放到房当中
,

以备请 “ 洞

房菜 ” 、 “ 摆十三花 ” 所用
。

吃 “ 洞房菜 ”

除新人外
,

全为男性
。

大量的对歌便由进行

此类仪式时的洞房客与厨下馆之间进行
。

洞

房客乃新郎约请的六到十二位男性宾客
,

关

系亲密者也称为弟兄客 厨下信 厨下叔

则包括来参加婚礼的除洞房客外的全部男女

来宾
。

是晚
,

新娘缄 口不言
,

不参与对歌等

活动
,

扮演着牺牲角色
。

仪式中
,

吃洞房菜

所需的一切都必须由洞房客索唱才能得到
,

而厨下信则 以 歌 相 拒
,

形成对歌
。

如 “ 讨

茶 ”

洞房客唱

青山绿水家乡好
,

青泉直流家门前
。

众朋友
,

‘

笑连连
,

请把香茶送进来
。

厨下馆答

柴在山边还未燥
,

水在井里未挑到
。

里间朋友来讨茶
,

茶在岩山未抽芽
。

此种对歌只需机智幽默或直接了当地拒绝
。

在洞房经仪式中
,

这种对唱还
一

有 “ 讨 酒壶 ”、

“讨酒盅 ” 、 “ 讨署 ” 、 “

羹瓢
”

调羹
,

“ 讨酱油醋
” ,

各种酒菜送上来时“ 唱暖碗
,,

或 “ 讨碗头 ” 、 “ 讲小碟 ” 等
。

另外
,

许多

固定的格式
,

如 “ 封 ” 、 “ 摆关 ,,’、 “摆阵 ”

等专门用来发难洞房客
,

‘

而洞房客则以
“

解
”

或 “ 破关 ” 、 “ 破阵 ” 若唱
。

如 “ 对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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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卞信发难唱

何人造酒何人卖
,

何人吃酒挂酒牌

何人吃酒坐东楼
,

何人吃酒坐西楼

何人吃酒闯大祸
,

何人吃酒打老虎

何人吃酒闹天宫
,

何人吃酒上西天

洞房客答唱

杜康造酒红娘卖
,

太白吃酒挂酒牌
。

蒙正吃酒坐东楼
,

文正吃酒坐西楼
。

薛刚吃酒闯大祸
,

武松吃酒打老虎
。

悟空吃酒闹天宫
,

目莲吃酒上西天
。

这种出题发难 由洞房客来破解的对歌
,

只要

你肚中有货
,

可以不断地对唱下去
,

如诸葛

亮摆八卦阵
,

王永彦破八卦阵
,

吕洞滨摆天

门阵
,

汉钟离破天门阵
,

以及杨宗保把守九

龙关
,

穆桂英破关等等
,

由于对歌不受时间

限制
,

婚礼往往有进行通霄达旦者
。

这种形式的婚俗
,

有 自身独特特点
,

概

括起来说

一
、

全部婚礼仪式皆在 “ 唱 ” 的方式

中进行 , 即每一项仪式都需有参加婚礼的人

传唱
。

这一点
,

,’同房经 ” 中的 “ 念宾相 ”

仪式
, 〔 〕就可作证明

。

不管是请新人还是祭

拜
,

皆需唱仪式歌
,

即使望新郎
、

新娘
,

也

以歌示之
。

二
、

不但唱
,

而且对唱
。

这种对唱除

为了增添欢乐气氛的竞赛性的对唱外
,

在仪

式中也不例外
。

如 “ 开 锁
” 、 “

开门 ” 仪式
,

就有甲乙两人对唱的
。

〔“ 〕而请 “ 洞房菜” 时

的对歌
,

内容就更加丰富
。

所谓
“
洞房菜

” ,

是婚礼当中摆于洞房中的小菜
,

黄岩有的地

方或有不摆于洞房中的
。

此时
,

一切内容
,

包括酒
、

菜
、

酱油
、

醋
、

筷子
、

酒盅
、

调羹

等等
,

皆需以歌索要
。

而 “ 洞房客 ” 以歌索

之
,

则厨下信则以歌答之
。

、

这种对歌
,

先一

方也有称为 “ 封 ” 的
,

如 《封酒怀 》

江西生产紫金杯
,

酒杯成串红线连
,

交通运输勿方便
。

用啥办法来拆开
。

而后一方则以 “ 拆 ” 的方式来回答
,

如 《拆

酒杯 》

酒杯出产景德镇
,

丝线连起红盈盈
。

月下老人来引线
,

要向老新 新娘 借红线
。

老新爽直勿用推
,

解下八宝盘里荷花台
。

这种 “ 封 ” 、 “ 拆 ” 往往引起许多对唱才能
结束仪式

,

因此
,

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欢乐

气氛
。

三
、 “ 洞房经 ”

中的唱与对唱
,

往往

全 由男性来完成
,

尤其是唱 “ 洞房经 ” 中的

洞房客 也称 “ 弟兄客 ” ,

全为男性
,

或

六人
、

或八人
、

十人
,

甚至十二人
,

必须成

双
。

对唱则大致以洞房客为一方
,

以参加婚

礼的来客为另一方
。

吃 “ 洞房菜 ” 时
,

除新

娘外
,

由全部男性组成的洞房客相陪
。

此时 ,

厨下信可与洞房客因菜或器具等任何一种进

行对唱
,

赢者可得洞房中的喜糖 和 香 烟 等

物
。

是晚
,

新娘不能开 口说话
,

要沉默不语
。

四
、

此类仪式及相关的唱与对唱
,

除
“ 念宾相 ” 外

,

在温岭则皆在洞房中举行
。

即使吃 同房菜 ” 时的大量对歌
,

也是一方

在洞房中
,

另一方在洞房外进行 而厨下信

未对赢洞房客或未经他们准许
,

不得进入洞

房中或享用洞房中的糖果等物
。

因此
,

做洞

房客者往往是当地熟于此道的人 或是新郎

的朋友
,

所以洞房客也称为 “ 弟兄客 ” 或

者则为常做洞房客者
。

许多歌或 对 唱 的 内

容
,

皆为即兴编唱
。

五
、

全为清唱
,

很少用丝竹锣鼓等配
、

合
。

近代据说也有参入鼓乐者
,

以此增添热

烈的氛围
。

温岭县三套集成歌谣卷
,

原先在

仪式歌的 “ 拜堂歌 ” 前有一段简介文字
,

将
“ 念宾相 ” 与唱 “ 洞 房 经 ” 合 称 为 “ 拜堂

歌 ” ,

此段文字在出版时删去
。

其简介云
“ 《拜堂歌 》解放前流传最为广泛

,

特别是

其中的 同房歌 》 又称 《洞房经 》 可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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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喻户晓
。

举行婚礼时
,

鼓乐齐鸣
,

由宾相

伴着民乐念唱
。 ” 在温岭县新河后行村调查

时
,

陈妙根先生则告知
,

不用鼓乐
。

出现此

种有出入的情况
,

可能是地区性 的 差 异 造

成
,

有待于更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
。

从以上简介
,

不难看出这一至今仍流行

于温黄平原的婚俗的特殊形态中所包容的殊

异的文化意味
。

如果将它与舟山
、

潮州
、

舍

族
,

甚至其它一些百越 民族的后裔民族的相

关习俗进行 比较研究
,

可能将使我们更清楚

地看到其原生的文化功用 目的和价值
。

尹嘟‘ 、 大家知道
,

在婚礼 中用唱的

、灿 ,归
日

叫卜户

形式来完成一些仪式
,

在汉民族

和我国许多少数民族中都存在
,

其中 “ 哭嫁 ” 最为普遍
,

几乎遍及我国每一

个角落
。

这一点
,

姜彬先生的 《 “ 哭嫁歌 ”

和古代的婚姻习俗 》里有详细论述
。

其它仪

式歌也有非常发达的
,

白启民先生的 《河南

婚姻歌谣的一斑 》
,

就记录了大 量 的 仪 式

歌
,

认为 “ 民俗歌中最多
、

最有趣味的
,

就

是婚姻歌
。 ” 〔 〕而据镇江《民间文艺信息报 》

内部资料 中 《婚嫁礼俗歌的史料价值 》

一文统计
,

镇江市搜集到的婚嫁礼俗歌就 占

歌谣集成的
,

可见其数量之可观
,

但这

些仪式歌
,

都以单唱的形式完成
。

而在我调查所得的
“
洞房经

”

仪式歌 中
,

不但有许多由类似于司仪的宾相完成的仪式

歌
,

也有大量的洞房客与厨下信按婚俗礼仪

程序进展而进行的对歌
。

这种结合仪式的对

歌
,

则是我们 汉民族其他区域 中已基本上消

亡而独存于温黄平原的
。

我 以为
,

这种独特

性
,

也就是说结合仪式的对歌
,

乃是东南沿

海地区文化的一个显著标志
,

换言之
, ‘

已与

吴越文化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
。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
,

温黄平原处于宁绍

平原与温州之间
,

面海靠山
,

三面为括苍山

脉所环绕
,

气候条件与宁绍平原极为相似
。

据温岭和黄岩的地方志记载
,

两县皆地处海

隅
,

开化较晚
。

汉以前
,

为越地
。

而 “自夏
少康封庶子无徐于会稽

,

号为于越
,

而此地

在其南
,

鄙历商至周
,

皆属于越
。 ” 〔”〕杜佑

《通典 》也说
,

台州 “春秋及战国时属越
,

秦汉时属会稽郡
,

亦东欧之境
。 ” 〔“ 〕《越绝

书 》载楚 “ 威王 灭无疆
。

无疆子之侯
,

窃自

立为君长
。

之侯子尊
,

时君长
。

尊子亲
,

失

众
,

楚伐之
,

走南山
, ” 进入东越地

。

其众

一部分留东贩
,

而一部分则继续南迁
,

进入

福建
,

称闽越
。

民族学研究证明
,

东既与于越在族源上

是同一的
,

而史学研究也证明
,

两者是先后

承继与发展的关系
。

温黄平原与宁绍平原相

同的气候生态环境
,

即适于渔猎
、

农耕
、

舟

揖
,

为越文化在此地的根植和发展
,

提供了

依据
。

据王克旺等同志考证
,

东既国即建都

在今黄岩治内
,

古为永宁县
。

〔 〕而史籍中的

东贩北迁之事
,

事实上并未 “ 空其地
” , 〔”〕

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生活繁衍在这片土地上
。

这些人的民族成份
,

有的学者认为土著民为

多
, 〔, 〕而我则同意陈可畏先生的观点

,
’

认为

他们是
“ 退入灵江

、

贩江流域及福建 ” 的越

人后裔
。

〔 〕

由此可见
,

不管是从区域还是从种族角

度来看
,

温黄平原承继了越文化是可信的
。

而 ’同房经
”

一婚礼对歌
,

该是与越文化有

着极为密切关系的习俗仪式歌
。

这一点
,

我

们可以从曾经是百越文化盛行的东南沿海地

区和一些属于百越族后裔的民族有关习俗中

找到遗存的迹象
。

在舟山群岛
,

婚宴之后 “ 于新房内设糖

果
、

菜肴
,

邀请亲朋八人 入 房 围 坐
,

互唱
《贺新调 》

,

其余宾客站立四周
,

喧闹相贺
,

叫做 ‘贺郎 ’ ” 。 , ‘〕这与 “ 同房经
, , 中的吃

“ 洞房菜 ” 很相似
。

而潮州婚歌
,

其祝颂取

吉
,

与 ’同房经 ” 中的一些歌也 有 相 通 之

处
。 “ 〕至于广东的 “ 反新妇 ” 之俗

,

黄华节

在 《闹新房 》一文 中详有记叙
。
〔,“ 〕不过

,

这

业弓,‘全

曰
、

主育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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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婚俗虽然与 ‘洞房经 ” 有许多相似之处
,

却只有单唱仪式歌而缺乏对歌情形
。

因此
,

不足以确定其文化传承的源流
。

且这些地区

虽然属于古吴越与百越区域
,

由于千百年来

深受 中原文化的影响
,

地方性习俗的特点已

非常淡化
。

可是
,

在学术界公认的百越族后裔的许

多民族 中
,

却保存了类似的习俗
。

在侗族就

有举行婚礼仪式后的对歌
,

他们 “ 新娘和一

群女伴在房里
,

新郎和一群男伴在门外
,

互

相对唱
,

一直唱到次 日凌晨
。 ” 〔‘ 〕与唱 ,’同

房经 ” 的区别
,

就是他们是一群男女对唱
。

而傣族婚礼上不但唱赞歌
,

同时 也 伴 着 仪

式
。

〔’ 〕布依族的婚礼 “ 贺客到来时
,

要带一

两名歌手
,

主人敬酒后
,

歌手们就开始唱歌

祝 贺 ” ,

常常是
“

你一首我一首地对唱
” 。

〔’“ 〕

台湾高山族的排湾人结婚时 “ 青年们要一起

唱歌
,

常常是闹个通宵
。 ” 〔’ 〕这些都与我们

概述的唱 “ 洞房经 ” 特点有许多共同之处
。

而在离温黄平原最近的一个少数民族 一 舍

族的婚礼 中
,

其婚俗形式就更为相近
。

所盛

行的 “赤郎 ” 习俗 中对锅碗瓢盆等炊具索要

唱答
,

席间也以十个男子坐陪新娘
,

并唱劝

酒歌
,

摆小碟于洞房
,

喜闹对唱可得红鸡蛋

与红纸包等
,

无不类似于出 自同 一 文 化 模

式
。
〔‘“ 〕而这种相似

,

并非出于传插之结果
,

乃是同文化源头下洽着各自轨迹演变发展了

的习俗
。
〔。 〕

由以 上的叙述例 证
,

我们 已经不 谁石出

唱 “ 洞房经 ” 的婚俗现象乃出于吴越文化这

一源头
,

是承继了吴越文化
,

并且也不排除

吸收了中原文化 如河南婚歌现象 而形成

的独特的婚俗
。

尹 ,, 、 如果说将这种生存于温黄平

原的汉民族的独特的婚俗现象用

历史学比较研究的方法归因于早

先存在于此区域的吴越民族
,

并 且 这 种 研

究
,

解开了这一独特习俗存在的谜
,

刀铸只能

是我们探讨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

做的是找到这一独特习俗形成的真正原因
。

“ 洞房经 ” 的最明显的特征是婚礼上的

对歌
。

而对歌这一形式
,

在人类的许多生活

场合都有所表现
,

但男女相悦而引起的情歌

对唱
,

当是一种最为普遍的 行 为 模 式
。

因

此
,

我以为
,

男女相悦的对歌可能与 “成人

礼 ” 后 的青年男女可以 自由婚配息息相关
,

换句话说
,

对歌与成人礼的结合乃是一种古

老的婚姻一性关系习俗
。

在这里
,

我们需要弄清 “ 成人礼 ” 的概

念
。

所谓 “ 成人礼 ” ,

就是在举行某种仪式

后证明此人已成人
,

具有了部落成员所具有

的一 叨权力
,

尤其具有性生活 的权力
。

而在

不稳定的对偶婚制时代
,

一夫一妻制的婚姻

尚未建立
,

对于婚咽的观念也只仅仅局限于

性关系
。

而建立男女两性之 间的性关系
,

除

了氏族外婚制的禁忌之外
,

最重要的一点
,

就是确定某种具有性关系 婚姻 的标志
,

因此
, “ 成人礼 ” 住往 总包含着某种标志性

质
,

不管是文身
、

拔牙
、

剪发
、

割礼
,

还是

穿裙子
、

穿裤子等仪式
。

只有在举行或实行

了这些仪式之后
,

性的权力才为整个部落所

公认
。

而如果违背了这种部落的共同禁忌
,

则为大家所不容
,

将受到严厉 的惩罚
。

这种

作用
,

在处于较原始落后 的部落
,

甚至是发

展到较高文化平面而仍然试行 “ 成人礼 ” 的

民族中可 以年常 青晰地看到
。

生活在巴西
、

秘鲁和哥伦比亚佼壤的亚马孙河 平 原 地 区
“ 亚瓜邵落最隆重的礼仪是梳头仪式

。

一个

姑娘长大成人后
,

就要绪她梳头
,

向全部落

的人宣布她可以寻找配偶了
。 ” 〔“。〕而肯尼亚

的波科特人 “ 成人 冬一结束
,

对于一个波科

特姑娘来说
,

出嫁和生儿育女的路已经敞开

了
。 ” 〔‘ 〕生活在苏丹的努尔人

,

青年人在额

前刻上横痕疤来农示成年
,

并证明可以向姑

娘求爱
。
〔““ 〕汉民族的冠礼和井礼

,

原意也在

于 介许结婚并别 男
一

女
。
〔三幼由此 门见

,

成人
一

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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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具有缔结婚姻

一性关系的权力
。

但是
,

这种成人礼后所带来的婚姻或性

关系的权力是怎样实现的呢 我以为对歌是

导致性关系 后来加上习俗
、

加上对偶婚便

成为婚姻 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

在我国许多

婚姻关系仍然较自由
,

即许多时候可以由自

身喜好决定终身 或者婚姻 一 性关系 的

民族中
,

对歌往往都是男女互相取悦并建立

真正的婚姻一性关系的前提
。

在侗族有
“

走

寨 ” 的习俗
, “ 走寨 ” 就是男女青年吃过晚

饭
, “ 拿着风雨灯

,

弹着侗族琵琶
,

吹着侗

族笛子
,

一路唱着侗族情歌 ” ,

到别的寨子

去找心上人
。

〔“ 〕京族的 “ 唱哈节 ” ,

他们通

过对歌寻找 自己的称心对象
。

〔“ 〕拉沽族则完

全可以通过情歌对唱而建立婚姻关系
。

而在

壮族有一称作 “ 搞风流 ” 的习俗
,

素昧平生

的男女通过情歌答唱而建立性关系
。

〔“ 〕在舍

族
,

虽然男女婚姻有许多限制
,

但在婚前仍

允许以对唱山歌来建立爱情
。

至于傣族和阿

昌族等民族在情歌对唱外又加入 “ 葫芦笙 ”

的音乐取悦对方
,

则属于 清歌对唱形式的发

展
。

这些事例不正说明
,

成人礼加情歌相悦

可以进入婚 姻 —性关系这 一 境 界 吗 这

种排除后来发展起来的婚姻制度和 习俗
,

我

们将看到这么一种现象 当 “ 成人礼 ” 举行

之后
,

随之而未的婚姻 一 性关系之 中介就

是情歌对
一

唱
。

而如果我们将两者 统 一 起 来

时
,

展现在我们 眼前的便是一种婚姻形式
,

一种除了 “ 成人礼 ” 的生理限制之外的男女

纯情感相悦的婚姻形式 或性关系形式
。

弄清这一点很重要
。

如果说 “ 成人礼 ” 加情歌相悦以建立婚

姻 一 性关系形式是原始社会一直发展过来

的超越于阶级社会的种种婚姻 一 性关系栓

桔的枚歌式的方式
,

并且这种方式在后来的

社会中不断发展变异 事实证明确实在发展

变异
,

使
“ 成人礼 ” 与情歌对唱分离开来

的话
,

那么
,

婚姻也从原始社会的纯性关系

发展到了具有许多禁忌
、

习俗和制度的新的

观念
,

而且
,

其习俗意义简直可以掩盖性关

系本身
。

但是
,

这一切皆源于 “ 成人礼 ” 的

生发
、

衍化
,

不变的内容是情歌对唱方式的

潜意识仍然附着 或保存 于这一切后来形

成的婚姻习俗之上
。

因此
,

婚姻习俗中存在

对歌这一独特的方式
,

乃是 “成人礼 ” 加情

歌对唱这一古老的婚姻 一 性关系的变异
。

“ 洞房经 ” 的婚俗文化模式
,

也是这种集体

无意识的异化
。

但是
,

,’同房经 ” 婚俗中有许多抢掠婚

遗存的表现
,

如 “ 开锁 ” 、 “开门 ” 、 “ 洞

房客 ” 与 “ 弟兄客” 皆为男性
,

新娘在整个

婚礼中一言不发
,

扮演着牺牲的角色
,

这种

现象该怎么解释呢 事实上并不足奇
。

百越

族后裔侗族就有 “ 抢新娘 ” 的习俗
,

但不过

是预演抢掠新娘这一形式 , 而傣族的 “ 偷姑

娘 ” 习俗
,

该也是抢婚的一种变异
。

可见
,

在吴越民族曾流行过劫掠婚这一婚俗形式是

完全可能的
。

而对歌这种唤起情爱
、

增添热

烈气氛的形式
,

也很有可能被抢掠婚这一形

态的具体 习 俗 袭 用
。

文化人类学家就曾指

出
,

习俗可能 “ 与另一种文化合并
。 ’夕 〔, 〕因

为抢掠并不意味悲剧的开始
,

从现代可知
,

“ 劫夺婚在举行仪式前
,

男女 已 有 爱 情 关

系
,

而不是男子把 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女子
。

不伦是真抢还是假抢
,

都带有喜剧色彩
。 ” 〔“

所 以
,

欢乐而热烈的对歌不但在 一 般 的 婚

礼
,

也在劫夺婚遗存的习俗 中得到了保存
,

而且因为对歌 尤其是情歌 符 合 人 的 天

性
,

往往反过来更好地保存了古老的习俗
。

因此
,

从以上研究我们断定
,

对歌不过

是一种古老的取悦对方并实现性关系的形式

在新的婚姻习俗上 的延伸
, “ 洞房经 ” 中的

对歌
,

就是这种延伸变异后 的硕存
。

因为我

们 相信
, “ 如果我们提高视线

,

象经济史家

和社会史家那样
,

试 图去处理个人行为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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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因素
,

而不是个人行为本身
,

我们会发

现 自己处于大规模事件的层面上
,

得到这类

事件的证据要容易得多
。

并非不 可 想 象 的

是
,

人类事物领域中的情形可以相似乎于物

理领域中目前一般被认为一直存 在 着 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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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古很大比重的
。

当然满足笑料的语义指向的方式远不 上向性禁忌挑战
。

那些新鲜的思想
,

反常而温和的行为都可能引起语义指向的兴趣
。

话语交际中如能恰当地运用这些本义明确而又能岔义逗乐的语言表达式
,

便能活跃交际

氛围
,

控制交际流向
。

广泛的语境的介入使语言符号与意义的联系多样化
,

这提供了语境意义产生 的 先 决 条

件
,

特定的语境又限制了语言符号的选用
,

由于对稳态语境的选用具有相当的能动性
,

和视

点的游移特征
,

又强化了语言符号表达的任意性
。

任意性是幽默语言的前提
。

理解话语
,

解

读语言符号在特定语境中的含义
,

受语义指向和语境预设的影响
,

赋义与解义常常会出现分

歧
,

产生歧义
,

这就需要一些交际规则的约束与引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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