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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房经
‘

”文化的神话
一一温黄平原

“

洞房经 歌
”

习俗的思考

陈华文

公元前三世纪后叶 楚国灭越 越民族之一

部分越过宁绍平原南边的山脉
,

或从宁绍平原沿

海 来到了三面 山天台
、

括苍
、

雁荡山脉环抱
、

一面面海的临海一一温黄平原 占据了灵江
、

匝

江流域 他们与先前即已到达并居住在此的吴越

后代
,

共同建立起 了东甄国
,

历史上也称为东

越 还有一部分越族后裔则继续南迁
,

到达今福

建 建立闽越 越民族虽然亡国而迁徙 但他们

较有丢掉自己独特的文化
,

在气候
、

环境与宁绍

平原相去极近的温黄平原
,

又植根下了 自己传统

的生活方式
··

一
“

当然
, ,

历史的迁延已
·

使我们模期了选久时期

先民们那重建家园的轰轰烈烈的气象
,

以及他们
的生活方式留给我们的直观的现实

·

但这不等于

说
,

现实都是在断裂和不衔接之中再生的 祖先

们的习俗和惯有的生活方式
、

意识在人类后来的

社会行为中又得到 了保存
,

我们下面所叙述和探

讨的这种类似于神话的
‘

洞房经 歌
‘

现象
,

正是

这样的

所谓的
‘

洞房经 欣
’ ,

是保存在浙江省沮

供勘 黄 浩县 》平原一带的一种婚礼中因仪式
而传唱的歌

,

它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其中的对

敬
。

沮黄平原一带 在男方家中举行的传统的婚

礼往往以唱的形式来完成整个过程
,

或者说
,

整

个婚礼仪式都伴随若唱歌和对歌这一特定的形

式 在婚礼 的一 般阶段
,

有称为
‘

念宾相
’

的仪

式
,

这种仪式由类似于司仪的人边唱着仪式歌边

完成婚礼过程 而余下的吃
“

洞房菜 和闹洞房则

由唱
‘

洞房经
’

等大量对歌来完成 唱
‘

洞房经
’

包

括
“

拜父母亲
’ ‘

八仙
’ 、

开锁
’ 、 ‘

开门
’ 、

摆十三

花
’ 、 ‘

抱龙灯
’

等四 十多项仪式内容 具体来说是

这样的

新人坐新房中
, ‘

洞房客
,

也称为 ,弟兄客
“ ,

则

于新房门口唱
‘

八仙
’

歌
‘

八仙 有大小之分
, “

大八

仙
’

歌有七八十行长
, ‘

小八仙
’

则可以短到
“

八仙

来
,

大门开
,

洞房花烛送门
’

两行 唱完
“

八仙
’

后 由洞房客唱
‘

开锁
, 、

开门 歌 也有称 开七

十二锁
、

七十二门
’

的
,

歌皆有数十行
,

并由甲乙

对唱 门吧开之后
,

新郎当洞房客一同进人新

房
,

新人须向洞房客行礼
,

并与新郎一起将放在

新房角落的桌子抬放到房当中
,

洞房客则唱 甲抬金

桌
抽 、 ‘

解金花
,

等仪式欲 抬放至房当中的桌子是

为请
“

洞房菜
, ‘

摆十三花
叭

所用
吃

‘

洞房菜
,

全由洞房客相路
,

除新人外
,

皆

为男性 此时
,

房中除一 张桌子外
,

凳子
、

茶

水
、

筷子
、

酒
、

酒杯等皆需洞房客以歌向浦厨下

棺
‘

索要 厨下谊是包括来参加婚礼的全部宾客

洞房客由六到十二人不定组成
,

但必须成双 洞

房客以歌索要和厨 日宫以歌相拒 就形成对唱

这种对唱 很大方而是各人的即兴创作
,

当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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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创作
,

也 不 能脱声既定 的 习 俗程式 如
‘

讨

凳
’

洞房客唱

我班朋 友真慌忙
,

未带 凳头进洞房

相劳厨下叔帮一帮
,

请送凳头诱洞房

厨利官答

培植树木要封山
,

二
‘

禁止山 区树乱砍

建设用 树也堆办
,

哪有木料做金板
无梵到你洞房间

,

只好试你们奇一奇 〔站一站

洞房客唱

高山 树木黑风沉
,

做起凳头好坐人

主家凳头多得显 多得很
,

相劳外间送凳来
声好下佗答

乡村里面开 欠会

各户凳于都借开 去

哪有凳子列你洞房间

等等
,

要是棋逢对手
,

这种对歌往往佑很多次唱

羚 洞房客才能得到凳 子 又如
‘

讨羡
’

洞房客口吕
‘

青 山绿水家乡好
,

清泉直流家门前

众朋友
,

笑连连
,

请把香茶送进来

厨下侈答

染在山边还未澡

水在井里 未挑到

里间朋友来讨茶
,

茶在岩 山未抽芽

如此再唱再答
,

全凭洞房客与厨下遗的机智幽狱

来完成习俗仪式 因为洞房客大都是能歌者
,

故

燕的可能性较大
, ‘

否则只能摘香烟或糖果等东西

以结束对欣 此种对歌除上举之例外
,

还有 讨酒

壶
‘ 、 ’

讨酒盅 ⋯讨著
、

讨典孤 调羹
、

讨酱油

醋
’

等 而吃洞房菜时各种酒菜山厨下送来时需先
·

封
,

碗头
,

如
,

快件开
,

扣板来
,

叮 相好双眼青堆堆
二 祈印析人笑咯咯

,
·

,

不知盆里啥东西

一 一

休讲厨下无道理

我们实在不详细

盆 中好象待花开
,

荷莲结于在上面

相好要想尝一尝
,

总先认出啥名 全二

封
’

碗头时厨下可在碗上放
,

一张红纸 也可插一

面小红旗
,

并只能由洞房熟以该碗菜为名对唱后

方可到手
’

在吃洞房菜和摆十三花中
,

耐称官随时皆可

以用各种形式来向洞房害发难 其中最著尔的格

式就是
’

摆阵
, 、 ’

摆关
,

洞房客则需以
“

破阵
、 “

破

关 来答唱 举
‘

摆陈
’

于下

摆阵
你班相好 勿 要悦

,

我珑那 友来贺洞房

诸茜亮摆起八升阵
,

你知何 友来破了件

讲勿未勿要呆堆堆 木 乎乎

只要香烟来讲案

破阵
王永彦大破八升阵

,

碑了阵儿胜孔明

几包香烟大家分

要米大家讨个情

这种 气摆阵
“

破阵 只要你肚里有货可以不断对唱

下去
,

并分出愉赢来 唱洞房经习俗
,

由于对歌
不受时间限制

,

婚礼往往响进行通宵达旦者 硬

后洞房客唱
“

抱龙灯 歌
,

边唱边退出洞房而结束

整个仪式

洞房经习俗最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夸俘弓尽峥
婚杜俘术中不但保存了完整的仪式歌 而且保存
了对举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

·

并且髯今仍流行在

温黄平原
,

这确实可 谓是一种文化的怪异现象
,

我们知道
,

婚歌的流传范围具有世界性
,

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
,

各地都流行过相应的形式和内

容 因为作为喜庆
,

欢乐甚至悲愁最为接近人性

的表现形式一一 唱歌
,

是那样地深受世界各民

族
,

包括不同肤色人的喜爱‘ 只是因为各自的

历史
、

环绳等的不同而在表现形式和内容方面有

所区别 此点
,

·

在稗嘟各个民族不同的婚歌中表

现得极为鲜明 尤其是婚礼中的仪式欣
,

往往都

与自已民族或地方的婚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各



成特色 目前在我国汉民族中
,

婚礼过程仍有仪

式歌的不乏其例
,

但在婚礼过程中不但唱仪式

歌
,

同时却保存着大量对歌
,

却是绝无仅有的

从唱洞房经习俗中 一些具有代表性的
,

象吃

洞房菜
’ 、

洞房客皆为男性 以及共它的限制来

看 唱洞房经是我国末南地区具有典型特征的婚
俗文化现象

,

它与古吴越和百越族文化有着深刻

的渊源关系

从地理位毁上来看
,

温黄平原处于宁绍平原

的东南方
,

面海靠山
,

气候条件与宁绍平原极为

相似
,

因此它非常适应于吴越人的生存方式 而

从历史沿革来看
,

温黄平原因地处海隅
‘

开化较

晚 据方志记载
, ‘

自夏少康封庶子无徐于会稽

号为于越
,

而此地在其南
,

邵历商至周
,

皆属于
越一 杜佑 《通典 》也认为

,

台州
‘

存秋及战国时

属越 秦汉时洪会稽郡
,

亦东匝之境
’

夭于东哑之来探
,

史学界虽有争议 但许多

专家学者认为它与于越在历史上和族栋上 那有一

定的承继关系
,

这是不容怀疑的 《史记
·

越世

家》载
,

楚威工兴兵伐越
, ‘

大败越
,

杀王无疆
,

尽取故吴地至浙江
,

⋯⋯而赳以此散
,

诸侯子争

立 或为王
、

或为君 滨 于江南海上
。

所谓的
‘

江

南海上
’

正义 》认为即
‘

今台州临海县是也
。 ’

此

种史实在 《越绝书 》中有扣类的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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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东越地 其众一部分留东既 另一部分则继续

南迁 温黄平原那种适于舟拆
、

渔猎
、

农耕的 自

然环橄 为东贩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并为

越文化在此地生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有的研究

者甚而考定东颐国建都的水宁县
,

即在今黄岩境
内价

但是
,

也有人认为东匝曾内迁江淮之间而怀
疑此地的居住民成份 其实 发生于汉武帝时的

内迁之事
,

据许多学者研究二四万余人
,

不可能是

东匝国之全休民众
,

还有 当一部分 或者大

部分 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可见 温黄平原承继了越文化是可信的 而

唱洞房经也该是在以上的历史背景之下与越文化

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婚俗文化 因为从许多民俗

学的材料来看 类似的情况不但分布于东南沿海

地带
,

而且更多地保存于生话在东南地区的百越

族后裔的民族中 民族学研究证明
,

越民族与百

越族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 她们同属于一个文化

系统

具休情形确实如此

在海盐 旧时举行婚礼前先劣行赎佛仪式
‘

之后
, ‘

主持娥佛仪式的骚子歌手
,

就理所当然地

留下来主持婚礼的演唱
,

从新娘出轿进门
,

新郎

剃头修脸 到新人拜堂
,

吃精饭
,

喝合譬酒
,

吃

团圆汤 撒帐“
·

⋯一系列的仪式进行中 都有
‘

婚
歌

,

一 仍在舟山则有与唱洞房经中的吃洞房菜情

形极为相似的习俗
,

当地人在婚宴之后
, ‘

于新房

内设糖果
、

菜肴
,

邀请亲朋八人人房围坐互唱

《贺新调 》
,

其余宾客站立四周
,

喧闹相贺
,

叫做
‘

贺郎
· ’ , 翎州

、

潮汕在举行婚礼时也唱取吉祝

颂和戏谑的一些婚歌
,

·

广东的
‘

反新妇
,

在大堂中摆桌设肴撰果

品
‘

逐一题泳
’

与 洞房经中的
“

摆十三花
’

相似

可见 相似的婚礼中用婚歌来进行仪式的习

俗 在东南沿海古吴越和古 百越族策集区城普遍

存在

事实上
,

相类似的婚歌
,

尤其是婚礼中的对

歌 则更好地被保存在生活于我国东南地区并公

认为百越族后裔民族的许多少数民族当中 在傣

族的始礼上
,

既伴着仪式唱赞歌
,

也进行对歌
卜 而侗族则在举行一定的婚礼仪式后

,

一群男

女青年进行对欣 他们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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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在布依族的婚礼中

, “

贺客到来

时
,

要带一两名歌手 主人敬酒后
,

歌手们就开
始唱歌祝贺一常常是

·

你一首我一首地对唱 ‘川台

湾高山族的排湾人举行婚礼时
‘

青年们要一起喝

酒唱歌
,

常常 是闹个通宵
’

’》而至今仍生括在

浙
、

闽广大地区的禽族
,

其婚礼形式则与唱祠房

经更为接近
。

所谓的
‘

赤郎 习俗 很精彩的就表

现在对锅碗飘盆的索要答唱上 席间的十位男子

坐陪新娘
,

也摆小碟于新房中
,

并伴着大盆的对
歌

,

与唱洞房经习俗似出于同一文化模式。匀 此

种情形该不会是无来 由的巧合
,

可以 肯定地说
,

唱洞房经的习俗是我 国东南地区古老文化的遗

存 尽管其中也掺杂了一些受民族主导文化影响

而形成的内容

唱洞房经习俗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因索之所
以在沮黄平原得到持久的保存

,

是与当地独特的

环境和文化氛围分不开的 具体的则表现为外在

和内在的两大因素
从外在因家来看

,

它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依山傍海的地理环境 造成交通不发

一 一



达 温黄平原三而为括苍山 等包围 一而靠 海
,

较为封闭
,

开化较晚 直到甫宋之后
,

中原文化
才浸人此地

,

学风始盛
,

文化渐变 志书记载

既而晦庵朱氏
、 ,

绍伊洛正傅驻节于兹
,

传进贾业

者几遍大江之南
,

而黄岩独盛
’“‘但是

,

对 , “

低

层次的民众来说
,

传统的文化惫识仍然是最 气要

的 这种现实 造成了对于 自己独特文化的心理

上的认同
,

并使之长期在特定的区域得到保存

由于地理环境独特
,

吴越文化或具有吴

越文化特色的生活方式得到长期的保存并产生形

响 温黄一带具有的习俗特点与古吴越民族的生

活方式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首先是舟机文化特

点 呱黄平原河道星罗棋布
“

郡志称黄岩南乡有

九河九百三十六注
,

今括其遗迹而求之太 平 今

极岭县 得三分之二 川 , 、囚此
,

人民往来运输劳

作沂借助于船只
,

至今船只仍是当地主要的运输

工具 其次是渔耕文化特点 连绵的海岸线和众

多的河流是捕鱼的天然场所
,

因此
,

许多人皆以

鱼业为生 温岭县的石塘和松门者仁是浙江较为有

名的渔场和渔港 而肥沃的温黄平原
,

充沛的孙

量和 明显的季风性气候为农业提供 了最好的兼

件 所以
,

此地渔耕文化很是发达
,

所讯的 耕衡

为生
,

渔盐为利 ‘, ’即是 第三是浮祀文化特点

在温黄平原中民众大部分好信鬼神而淫祀
,

正如
《史记 》 中所指出的 越人信鬼

’ , “

祠天神上帝百

鬼
’ 》 此种现象在温岭有些地方表现得尤为突

出 各处庙宇林立
,

供奉神抵五花八 门
,

而家中

也皆供有一个或数个护拓一家平安的神抵
,

有的

一年三百六十五 日天天香火不断 在年节时季皆

需祭祀祖先 祷告上天 家中有事变
,

或出门远

行
,

好找神巫求卦占 卜等 一派古吴越文化遗

风 第四
,

尚武好刃 , 汉书
、

地理志 》载
,

越人
‘

好剑而轻死
’ ,

此种性格一直在民问保持着 方

志记载
,

宋亡
“

其民结垒自相战守
,

力尽而闹门就

死而不辞
’ ,表现出一种真正 的吴越文化精神

至今有关戚继光与当地人民不屈不挠抗击俊寇的

种种传说仍在民问广为流传
,

深受民众的喜爱 田

这些承之于吴越文化而被鲜明地保存着的地

方文化特点
,

使地方上许多独特的习俗因与之相

适宜而被代代传承下来 唱洞房经习俗就该是其

中之一

从内在因索来看 它也包含着以下两方面的

主要原因

特异文化的
“

村落 或
‘

孤岛
’

状况
,

即文
化的稳定性作用 托马斯

‘

哈定指出
‘

生物界和

文化领域的一般进化 都是通过优势种的演特完

一 一

成的
,

⋯⋯某些时候
,

有的低级种类也可能拥有
在那些特殊居地开发资滋的高度适应和专化能

力
、

从而使锵他们能够在这个环境中保持某种特

殊优势
,

并有效地抵御更大优势的人侵 正是这

样
,

高级的和低级的种类 才得以长期共存下来
’《功

文化的
一

孤岛
‘

或
‘

村落
‘

现象
,

·

就是这种优势专化

的结果
,

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
‘

文化隔离机制

从文化模式中走出夹
,

具体到 民俗事象中也同样
如此 民俗事象一且形成

,

就会沿着自身的轨迹

运转
,

就如民俗学家所指出的 民俗在社会中一且

形成 就成了
·

个 自控又 自动的系统
,

并以相对

的稳定性
、

陈陈相因 延续承袭 只要适合这一

民俗事象的主客观条件不消失
,

传承的步伐就不

会中止
’

必 唱洞房经 习俗就是这种为求个性独立

的强烈的地方色彩加上本身惯性作用的结果 而

且在长期的历史生恬中 唱洞房经习俗在沮黄平

原的专化作用非常明显
。

在祖岭
,

直到解放前唱

洞房经之婚仪一直占压倒优势在流传

唱洞房经 习俗长期被保存着的内在原

因
,

还有一方面就是变异的功能

由于受历史迁延
、

文化教育发展
、

生活习恢

改变
、

经济技术的进步
,

习俗的变异和发展是必

然的李实
。 ‘

当一种文化受到外力作用而不得不有

所变化时
,

这种变化也只会达到不改变其基本结
构和特征的程度与效果

’

倒 因此
,

变异不是改头

换而
、

在否定的基础上的飞跃
,

而是便特殊的文

化形式从本质上得到保存
唱洞房经变异主要表现在新的物质文化

,

精

神文化给习俗内容所带来的变异 这种情形 虽

然彻底地替换了唱词内容
,

却因这种内容能随物

质
、

精神文化的进步发展而变异
,

因而使得一整
套仪式本身得以完整地保存 如 《拒送凳 》有一

首开头两句为
‘

社会主义生产好
,

人民生活水平

高
’

而 《倒碟头 》中有
‘

各位同志请让开
,

我俩汽
车驶进来 等句

,

内中的新概念显然是 年之

后的产物 至于说在 《望新妇 》中
,

包括电冰
箱

、

电视机
、

洗衣机
、

收录机
、

尼龙
、

涤伦 以

及 电饭锅
、

自行车
、

电风扇等都收人唱词之中
,

那成了很普遍的现象 这种变异从内容上来说的

确很大
,

但它的作用却显示在因此保留了旧有的

仪式 从而在无意当中使唱洞房经这一独特的习

俗得到了保存

结 语

唱洞房经习俗保证了沮黄平原婚俗的古朴性



和传统性 同时又给婚礼增添了娱乐和热闹

当我们站在不问的婚俗文化角度去审视唱洞

房经时
,

就会感到那扑面而来的强烈的地方性色

彩
,

这种地方性色彩最终使唱洞房纷习俗本身成

为一种具有很高研究价值的独特的地方文化现

象 虽然随着科技的进步
,

社会制度的变革
,

历

史发展了
,

跨人了一个新时代 但它至今仍保持

着生命力
,

在温黄平原
,

尤其是温岭县的广大农

村中仍在流传
,

鹤立于汉民族的婚俗文化中
,

难

道不是一种文化的神话现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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