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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傳統婚俗

劉居上*

* 劉居上，1941年生於澳門，長期在中山生活，歷任教師、廠長、報社負責人和公務員，退休後定居澳門；現為廣東省作家協

會理事、中山市非物質文化保護中心顧問；已出版文學、歷史、民俗研究類著作二十八種。

今一兩千年起，中原移民一再強勢進駐香山，古

越習俗漸被中原習俗同化。到後來，在族群的意

義上，“古越”在香山已不復存在。但至少他們

留下的“嚼檳榔”習俗一直保留在香山婚俗中。

此外，所謂“歌堂酒”，現在祇在水上居民聚居

地還可以見到，稱之為“唱歌堂”。但在明清兩

代，城裡人原來也是有這種習俗的。

康熙《香山縣志》補充了一點：

其習尚則重族閥，閱必論世系，富而非類

者不與婚。

這段話說的是，香山人談婚論嫁時，很講究門

閥、世系。用老百姓的話說，那就叫“竹門對竹

門，木門對木門”。

乾隆年間出版的《香山縣志》說得更具體：

男女婚嫁一遵古制。六禮必以檳榔，富

室益以金帛裘，循家禮，間有用浮屠者，今

亦少革。[⋯⋯] 宴會設席，不過菓肉各五

品，小宴用冰盤。舅婿初會，必設大桌，用

澳門古屬香山，居民主要是來自珠江和閩江流域的流動漁民。自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

葡萄牙人“託言舟觸風濤縫裂，水濕貨物，願借地晾曬”，以租借方式進入以來，人口組成發

生重大變化，不僅演變成“華洋雜處”之區，而且隨着經濟發展，與內地交流日益頻繁，人口

組成越加複雜。複雜意味着多元；但在另一方面，由於現代生活節奏緊張，居室條件狹窄，婚

姻觀念變化以及族群間、華洋間的通婚，又促使婚俗文化日趨簡單、劃一，通常祇象徵性地保

留部分傳統儀式。本文旨在回顧各族群婚俗傳入澳門時的原生狀態。至於土生葡人婚俗，當然

也是澳門風情的重要組成部分，不過，那該是另一個專題，由葡籍人士自行撰寫比較合適。

    

縣志裡的古代婚俗

要說澳門傳統婚俗，不能不從“香山縣志”

中的記載談起。

翻閱嘉靖年間編纂的《香山縣志》，關於婚

俗的記載，祇有不多的幾句話：

婚姻以檳榔為禮，富室益以金帛聘禮，近有

用百金者。女之嫁飾數倍之，有以田隨奩者。城

中之俗醮，子女歌唱，以導其情，曰歌堂酒。

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香山人結婚時最主要的聘

禮是檳榔。比較富裕的男家，還會給女家送上金

銀和衣料等貴重禮物作為聘禮；富家女的嫁妝比

男家還要豐富，往往價值是聘禮的數倍。

據嘉靖縣志，在香山，女子出嫁時，通常要

在拜祭天地 (即文中所說的“醮”) ，並在宴請 

“姐妹”後，請她們為自己唱歌送行，那就叫

做“歌堂酒”。

以檳榔為聘禮是一種非常古老的習俗，應為

古越習俗的殘存，在中原是找不到的。大約自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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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青 盤牛羊之類，有至一宴二十金者。然

亦富家行之。　

到清乾隆年間，香山已擺脫“下縣”的貧困

局面，成為遠近聞名的魚米之鄉，因而民間舉辦

婚禮時更講究排場，連尼姑、和尚也被主家請來

唸經拜佛，除祈福消災的成分外，恐怕更重要的

是讓場面熱鬧。

據乾隆縣志，那時候的喜宴，一般是蔬菓和

肉類的菜各五種，其中一個是湯，這就是民間常

說的“九大簋”的來歷。至於婚前招待客人的“小

宴”，為圖簡便，一般用的是“冰盤”，亦即是冷

盤。請注意，“請姑爺”習俗也於此時出現。由於

希望男家善待嫁到他家的女兒，所以女家在“三朝

回門”宴請女婿 (姑爺) 時也很講究排場。富裕家

庭“請姑爺”，宴客一次就得耗費“二十金”。

對此，縣志特加說明，能有這樣排場的，當然祇

有富戶。至於貧家子弟，那就祇能從簡了。

道光年間出版的《香山縣志》，對香山婚俗

再作如下補充：

婚禮用檳榔，以當委禽。不通譜，無聘

書，惟香山司、黃圃司獨以此為重。貧不能

備禮者，無聘書亦必通譜、冠禮。臨娶，始

行三加禮。

花燭之夕設酌，洞房。親朋勸酒，曰暖

房。娶之明日，拜舅姑，行廟見禮。又明日，

婿從婦至其家拜見外舅姑。

“婚禮用檳榔，以當委禽”是甚麼意思？所謂“委

禽”，其實是“納采”的別稱。那時，男方向女

方求婚時，通常會送上大雁作為聘禮。班固在《白

虎通·嫁娶》中解釋說：古人以雁為禮，一取雁是

候鳥，每年秋分時節南去，春分時節北返，來往有

時，從不失信。喻男女婚前互守信約，婚後夫妻堅

貞不渝。二取雁是隨陽之鳥，喻婦人出嫁從夫；三

取雁行有序，飛時成行，止時成列，遷徙中老壯雁

率前引導，幼弱雁尾隨跟緊，井然不紊，喻嫁娶之

禮，長幼有序，不相逾越。不過，由於雁是候鳥，

不容易捕捉，實際上多以鵝代替。

“道光志”這段話，還告訴我們一個十分重

要的訊息，那就是：直到清代中葉，除在石岐、

黃圃等受中原文化影響較深的城區外，其餘地區

並不完全按照中原禮制辦事。這裡所說的“其餘

地區”，自然包括澳門在內。

“道光志”還談到香山人擺喜宴和“鬧洞

房”的習俗。談到在男女成親的第二天，新媳婦

要給家翁、家姑斟茶，要到男家族的祠堂跪拜祖

先。婚後第三天，女婿還會隨新媳婦到女家拜見

外舅姑，從女家的角度說，那就叫“請姑爺”。

“同治志”
(1) 
記載的香山婚俗，與“道光志”

沒有太大差別，這就說明：時至道光、同治、光緒

年間，作為“舊俗”的香山婚俗已經定型了。

同治《香山縣志 》中關於婚俗的記載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55 文 化 雜 誌 2015

歷

史

澳
門
的
傳
統
婚
俗

傳統婚俗的標準樣式

大抵上，自秦漢首批中原人士入駐嶺南後，

改變古越習俗已成為他們的奮鬥目標。據《廣東通

志》記載，已在香山定居數代並於漢順帝年間出任

蒼梧郡(今廣西梧州)太守的陳臨，從小就“立志不

同蠻俗”，要從興教開始，讓中原禮教傳遍嶺南。

當時嶺南確實很落後。據漢代楊孚《異物

志》
(2)
，古越人所穿的衣服是用布對折縫成的，

在中間開一個洞，然後把頭一鑽，衣服就算穿好

了。這些土著喜歡把檳榔加上蠔殼煆燒成的灰，

以及扶留 (亦即蔞葉) 一起嚼，牙齒被染得黑黑

的。正是根據這些記載，本文談到香山古俗時，

把“以檳榔為聘禮”斷定為古越遺俗之一。

大約從明代開始，包括婚俗在內的香山習

俗，已與中原基本一致。

澳門博物館陳列的迎親隊伍(模型)

盛放“三書”的禮盒

女方送到男家的庚譜  

清末宣統年間的一份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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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杜祐在《通典》的〈禮典卷〉中說：

周制，限男女之歲，定婚姻之時，親迎於

戶。六禮之儀始備。

那時候，完整的婚禮必須包括“三書”和“六

禮”。所謂“六禮”就是：

一、 納采：男方請媒人到女家提親。

二、 問名：男家託媒人詢問女方的名字和

出生年月時辰，俗稱“八字”，以便卜問，決定

成婚與否。

三、納吉：俗稱“文定”，男方收到寫着女

方生辰八字的庚帖後，會將庚帖置於神前請示吉

凶，以確定雙方年庚八字有無相衝相克。

四、納徵：俗稱“過大禮“，即男方遵約向

女方送去聘禮。

五、請期：俗稱“擇日”，亦即男家用紅箋

將過禮日、迎娶日等事項寫明，由媒人送到女

家。形式上，男家是在請示女家，所以稱為“請

期”。

六、親迎：俗稱“接新娘”， 亦即新女婿往

女家迎娶新娘。

大約從宋代開始，人們覺得“六禮”過於繁

瑣，因而簡化為納采、納幣 (相當於古禮中的納

吉)、親迎三項，此後一直相沿到清代。　　

在此期間，男方需要先後向女方送去三份文

書，分別為聘書、禮書和迎書。聘書是訂親的文

書，禮書是在過大禮時所用的文書，迎書是迎娶

新娘的文書。

上述兩項，可稱為中國婚姻禮制的基石，合

稱“三書六禮”。

以下介紹婚姻禮儀的主要環節：

上字架

過去，成年男子最少有兩個名字，一個是   

“名”，一個是“字”，倘是文人雅士，還可能

有不止一個自取的“號”。以孫中山先生為例：

孫中山名“德明”，字“文”。其中，“德”是

按族譜的預先指定取的。按族譜規定，到他這輩

是“德”字派，因而“名”中必須帶“德”字，

他父親再給他取個“明”字，合起來就是“德

明”。“德明”這個“名”，是在親人與宗族間

使用的，孫中山給盧慕貞夫人寫信，署名就是 

“德明”。而 “字”，卻是入讀私塾時由啟蒙

教師替他取的，那才是他日後對外使用的名字。

孫中山一生，無論著作、信札、文件，簽署的都

是“孫文”。

按中原禮制，兒子舉行婚禮前一天晚上，做

父親的要為兒子“上字架”。其做法是，拜過祖

先和門官、土地後，把事前為兒子訂製的“字

架”掛在正廳或書房的牆壁上，還要給“字架”

簪花掛紅，意在遍告鄉親：我家要辦喜事，我的

兒子要成家立室了。

“字架”是個寬約兩尺、高約一尺五寸的

木匾。上面用大字刻着即將成家立室的男子的      

“字”，並以較小的字刻上他在族中按輩份排列

所取的“名”。那是為了讓兒子永世不忘祖宗世

代的“根”！

過大禮

大約在舉辦婚禮前的十五天到二十天，男家

便擇定良辰吉日，攜帶禮金和禮品送到女家。男

家送出的“大禮”大致如下：

禮餅若干，其數目於訂婚時由男女雙方商

定，俗稱“老婆餅”；

現藏中山市博物館的昔日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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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菓籃 (寓意“生生猛猛”)；

椰子兩對 (寓意“有爺有子”)、特長精裝龍

鳳燭兩對(寓意“長長久久”)；

男女家門聯各一對、精裝茶葉、芝麻各兩盒 

(寓意“女子堅貞、守信不移”)；

燙金禮金大利市封兩個(裝聘金用)；

雞、魚、豬肉等若干，近年多以“利市”   

代替；

大禮盒 (內裝核桃、蓮子、百合、紅棗、有

殼花生、荔枝乾、龍眼乾、紅豆、綠豆、芝麻、

茶葉等乾菓)；

芙蓉、扁柏少許、利市兩封。

女家的回禮大致如下：

金蓮藕船 (寓意“佳偶天成”)、石榴一對(寓

意“多子多福”)；

添丁姜、連理芋頭(“添丁發財”)、芙蓉、

扁柏 (“趨吉避凶”)、桔子(“大吉大利”)、紅

包兩個、賀巾一對；

茶禮 (松糕、金錢、茶果利、煎堆、紅包等)。

這裡所說的“茶果利”，是一種油炸食物，製作方法

與煎堆相同，但無餡，其狀如舌(粵人諱言“舌”，

在廣東話裡，“舌”就是“蝕”，因而反其道而

行之，讀作“利”)。

花 轎

花轎迎親其實是遠古“搶親”的異化。老祖

宗早就懂得“同姓通婚，其後不繁”的科學道

理。那時候，一個姓氏就是一個部落，不同部落

間很少往來，有的甚至處於交戰狀態，要娶其他

部落的女子作新娘祇能動手搶。幾個大男人，悄

無聲息地按住一位外姓少女就往外拽，少女死活

手抄本《婚喪必備》的婚嫁篇光緒年間的一張迎親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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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依，最後給用繩子捆成一團，綁在木杠上擡起

就走，送回村子裡給其中一位青年小夥子成親，

這就叫搶親。

誰也想不到，到後來，當年那根木杠竟演變

成紅紅綠綠的大紅花轎，而捆綁手腳的繩索和鐐

銬，也演變為鑲滿寶石的手鐲、戒指和項鏈。所

以，溯本追源，就文化內涵而言，那些今天坐在

用賓士或寶馬裝飾而成的“花車”裡、脖頸和手

腕戴着金澄澄飾物的新娘子，其實沒有甚麼值得

炫耀的理由。　　

但話得說回來，到了坐花轎已成為民間習俗

的歲月，坐花轎的新娘確是十分風光的。前有鑼

鼓八音開道，沿途擲放喜炮，後面是成群的迎

親、送親隊伍，好熱鬧的小孩子們，不管相識不

相識，都在奔跑追隨。那情景，怎能不令頭蓋紅

布端坐在轎裡、正在憧憬着婚後新生活的少女心

裡甜絲絲、喜孜孜呢! 作為道具，花轎現已退出

歷史舞臺，但作為“印記”，大概還會長期活在

人們心裡。

嫁  妝

嫁妝是女家身份與財勢的象徵。女方的嫁

妝，除了珠寶金飾和各款傢俱外，還有許多寓

意吉祥的物件：痰盂稱為“子孫桶”；木尺稱

為“子孫尺”；花瓶代表“花開富貴”；銅盤

及鞋寓意“同偕到老”；銀包、皮帶代表“腰

纏萬貫”；剪刀代表“蝴蝶雙飛”；龍鳳被、

床單及一對枕頭，祝福新人“恩愛纏綿”；片

糖比喻“甜蜜幸福”；龍鳳碗筷稱為“衣食碗

筷”。

過去某些大富人家，對嫁妝的重視簡直到了

匪夷所思的地步。既講究名貴，更講究數量，講

究齊全，意在向男家申明：我娘家甚麼都有，不

希罕男家任何東西。民國初年石岐曾經發生這樣

一件怪事：某大戶出嫁女兒時，嫁妝之多，令路

人為之側目。本以為萬事俱備，偏算漏了一種雖

不值錢，卻是萬萬欠缺不得的東西。次日清晨，

按例，新媳婦要給老爺、奶奶斟茶，直到此刻，

陪嫁丫環才發現老家沒送柴來。沒送柴，當然算

不得大事，廚房裡有的是柴。新媳婦偏要爭這口

氣，執意不用男家半點東西。但沒有柴就燒不成

水，這“茶”還斟不斟？新媳婦一咬牙，示意丫

環從新房搬出箱櫳，硬是用衣料把水燒開了。此

事一經傳開，街坊鄰里背地裡都罵她“折墮”(粵

方言，意即折福折壽)。不知是詛咒發生作用，抑

或另有原因，婚後不久，她夫家就破敗了。

安 床

婚禮前數日，女家會選一個吉日，請多子多

孫的“好命婆”到男家安放新床，鋪上龍鳳被，

並撒上紅綠豆、蓮子、紅棗、桂圓、核桃等喜

菓。那就叫“安床”。安床後，再現從親屬中挑

選一位健康、趣致的小男孩，讓他在床上歡蹦亂

跳，隨意吃喜菓，那就叫“壓床”，寓意“開枝

散葉，早生貴子”。

安床時，大妗姐會邊整理被褥邊念：“鋪床

鋪席先，五男歡躍在床邊，夫妻和順樂綿綿。”

到張掛羅帳時，再唸“新掛帳，四角齊，四邊珠

簾高低，三年抱兩蘇蝦仔”等吉祥話。此外，還

要給新房安放大小油燈各一盞香燈，洞房花燭夜

時，這些油燈都會點燃，寓意“添丁 (燈)”。

床安好後直到成親，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床上

睡，孕婦、帶孝者及有月事之女性不能進房，以

免“相沖”。

開臉與上頭

婚嫁前一天，伴娘要為新娘“開臉”，又稱

絞面。其法先用白粉塗臉，又稱“打底”，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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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有經驗的老婦用線為新娘絞淨臉上的汗毛，

修好“娥眉”。開臉後，上轎前，新娘務必留

在家中，通常是藏在閨房或閣樓內，由閨中姊

妹、密友們作伴，那就叫做“上閣”，直到出

嫁才離開閣樓。民間把女兒出嫁稱為“出閣”的

說法由此而來。出門前，大妗姐還要為新娘梳

頭，把原來的大松辮梳成髮髻，示意即將嫁作

人婦。為討吉兆，大妗姐會邊梳邊唱：“一梳

梳到尾，白髮又齊眉；二梳梳到尾，夫貴又妻

榮；三梳梳到尾，早生得貴子 [⋯⋯]”新娘憶

念父母的養育之恩，擔心自己嫁到夫家後，不

知丈夫是否疼愛、家姑會否刻薄？常會不自覺流

下淚來。在城區，新娘往往祇是個人

偷偷垂淚，但在水上人聚居的沙田地

區，作伴的姊妹、密友常會陪着一起

哭，邊哭邊唱，新娘個人即使心裡十

分願意出嫁，也得裝着下淚，那就叫

做“哭嫁”。一唱開頭，往往連唱

半天。

迎 娶

當男方的迎親花轎在八音鼓樂隊

陪送下抵達女家時，新郎通常穿上長

衫馬褂、頭戴金花禮帽、肩腰斜披紅

帶繡球，緊隨花轎到女家。此時，新

郎還不能立刻迎娶新娘。往往是新娘

的姐妹密友們將門反鎖，不讓新郎進

門，循例向新郎索取紅包，俗稱“討開

門利是”。陪伴新郎前來的男子們 (又

稱男儐相，“兄弟”，水鄉地區則稱

“會友”)，七嘴八舌地與女家“姐

妹”討價還價，直鬧至良辰將到並送

出紅包後，新郎才能接出新娘。此時，

新娘在大妗姐的陪伴下步出閨房，然後

關上大門，先是拜祀祖先，然後依次向

坐在廳堂正中的父母雙親敬茶拜別 (如

果父親或母親已去世，就空出位置，將

茶放在他 (她) 本該坐的位置空凳上，

以向亡者致敬。)。
澳門博物館展出的民國初年新房 (實景)，各式必需品一應俱全。

伴娘為新娘“開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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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新郎背着穿上裙褂、戴上鳳冠並以霞

帔 (古稱“蓋頭”、“障面”，一般是一塊紅色

的方巾) 蓋面的新娘上轎。也可由大妗姐攙扶着，

用打開的紅傘遮着新娘的臉，掩護新娘上轎。打

傘寓意“開枝散葉”。與此同時，隨行“姐妹”

們邊走邊撒米和紅、綠豆、金紙碎，俗稱“喂金

雞”，據說可防止金雞啄新娘。新娘上轎後，送

親隊伍鳴炮，再讓轎夫起轎，將新娘擡往夫家。

走在轎旁的大妗姐，則不停地與新娘密語，提醒

她各種應知事項。迎親隊伍往往故意在熱鬧城區

兜圈，寓意“行大運”。

到達男家門口時，鞭炮齊鳴，新郎接過家人

手中竹盒，手抓白米撒向轎中，再用右腳輕踢

轎門三下，俗稱“踢轎門”，示意新娘到家。

其後，新郎打開轎門，讓大妗姐背起新娘 (或

攙扶新娘下轎)，從男家門前的火盆(其內燃燒

着禾杆、香茅) 跨過，進入男家，俗稱“過火

堂”，也稱 “跨火盆”。冠冕堂皇的說法是

“消災避邪”，究其實，習俗背後藏着男家不

可告人的陰暗心理，那就是“燒斷”老婆的“外

家路”。這一習俗，應是早年某代某位男方家

長的“發明”，生怕新娘日後損夫家、益娘家，

因而想出來的餿主意，此後既成習俗，人們也就

見怪不怪了。 

據說，新娘也有辦法應付，那就是進男家大

門時，先抬頭，再提右腳入門，就會把夫家的氣

勢壓下去了。

大妗姐把新娘領進新房後，先讓她坐在床

沿稍事休息，然後領到廳堂與新郎一起拜天

地，拜歷代祖先，叩拜家翁家姑 (俗稱家公、家

宋慶齡與孫中山結婚時所穿的裙褂

待嫁的新娘

大妗姐為新娘戴上鳳冠霞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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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為家公、家婆捧上用紅棗、糖蓮子、糖蓮

藕泡製的“心抱茶”。家公、家婆飲過茶後，

即致送兒媳金、銀首飾及“利市”。隨後，新

媳婦在家婆引導下，由內到外、由長到幼、由

親到疏，一一為前來觀禮的長輩奉上糖茶，每

人敬送新毛巾一條，長輩們也把“利市”或首

飾送給新娘作為見面禮。敬茶時，大妗姐一旁

不停地說着吉祥語，如“新老爺飲過心抱茶，

心抱聽曬公婆話，富貴又榮華”，“茶到口，

錢財就手”等。

還須解釋一下為甚麼媳婦稱為“心抱”？據

說，那是因為，世間身為老爺的，總會對兒媳愛

護有加。礙於身份，自然不便“抱”她，祇能

以“心”“抱”之，故稱“心抱”。

交杯合巹

新郎、新娘拜堂後，傍晚，男家會設宴擺酒

招呼賓客。新娘則不斷換嫁衣，意在炫耀，並逐

圍向來賓敬酒。其間，大妗姐緊隨新娘身後照顧

新娘，一邊以吉祥語與賓客周旋，有時還要代新

娘飲酒，決不能讓新娘陷於窘境。

在給親朋安排座位時，通常要把新娘的舅舅

排於首席首位，甚至有 “舅公老爺不入座，不

能開席”的說法。其所以如此，是因為過去女人

不能隨意露面，女家有甚麼事要與男家交涉，一般

都由新娘的舅舅代姐姐出面，男家若想此後與女家

相處和諧，必須趁此機會討好“舅公老爺”。

婚宴結束時，新郎、新娘和家公、家婆等，

列隊在門口送客。客人送走後就進入“洞房”階

新娘進門時的“過火堂”

民國年間的一次婚禮

1946年的一張結婚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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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雙雙進入新房，並點燃花燭。這就是民間常

說的“洞房花燭夜”，也稱“合巹”。

為甚麼稱為“合巹”？原來，在古代，壺

盧瓜被稱作“瓠”，將“瓠”剖作兩半，就成

兩個瓢，又稱為“巹”。所謂合巹，指新婚之

夜，新郎新娘各執一瓢盛酒互飲，也稱飲“交

杯酒”。

新郎、新娘進入新房，吃過“眠床飯”，   

“鬧新房”(或稱“鬧洞房”) 就開始了。新房

為甚麼稱為“洞房”。據說，當年，帝堯和鹿仙

女就是在姑射山的洞窟裡成親的。從此新房就有

了“洞房”的美名。

女方出閣，男方迎娶，前後忙了大半天，未

能好好地吃點甚麼。於是婚俗便特意為他們安排

了“眠床飯”。所謂“眠床飯”，就是將飯菜盛

於米篩上，連同米篩一起擺在臨時放到床上的小

桌上，床上再設小木凳兩張，夫妻二人對坐，在

大妗姐的祝禱聲中，夫妻二人互敬酒一杯，每道

菜都嘗一些。這就是“交杯酒”。

“交杯酒”飲過，“鬧新房”隨即開始。俗

話說，“新婚三日無大小”。在古代，遇上新婚

之夜，無論長輩、小輩都會聚集新房內外，以逗

趣新娘為樂。

近年由於婚禮儀式簡化，主家多選擇在酒樓

擺宴，客人們按時直赴酒樓，於現場送紅包作賀

禮。絕大多數根本不知道新房所在，更談不上鬧

新房了。

三朝回門

不管“鬧新房”鬧到多晚，身為新媳婦，第

二天一定要五更起床，先是打掃廳堂，燃點香燭

拜祭夫家堂上歷代祖先，然後到夫家平日汲水的井

邊，焚香燒燭拜祭水井，俗稱“拜井泉龍神”。挑

水回家後再拜灶君，直到煮熟婚後第一頓早飯，

才能沐浴更衣。天剛亮，新媳婦就要步出廳堂，

斟茶遞水拜見老爺、奶奶，示意媳婦既進您的家

門，此後一輩子都會孝敬你們。老爺、奶奶吃過

早飯，也循例給媳婦斟酒，表示願意接納眼前的

新媳婦。

婚後第三天 (也有在婚後第二天的)，新娘會在丈

夫陪同下回娘家探望父母，俗稱“三朝回門”。婚後

第三天返娘家，俗稱“回門”。新婦回門這天，同

時就是岳父、岳母“請姑爺”(即女婿) 的日子。

新婦回門，一般要穿上全套裙褂，除了帶備

餅食、酒、生雞、豬舌 (讀若“利”)、水菓、有

根生菜 (寓意“風生水起”)、蔥 (寓意“鬆鬆動

動”)、伊面 (寓意“恩愛纏綿”)、甘蔗 (寓意   

“有頭有尾”) 等禮物外，最為娘家重視的，莫過

於男家是否擡來“金豬”(即燒豬)。送金豬，表示

已經查驗明白，新娘的身體確實冰清玉潔。女家

收到金豬後，立刻分贈親友鄰里，以示自家女兒

有家教，不辱娘家門楣。倘若男家送回燒鵝，娘

家將十分丟臉。因為，按坊間俗例，送燒鵝，亦

即示意新娘婚前已非黃花閨女，在講究“貞節”

的年代，那可是非比尋常的醜聞。在極端的情況

下，男家甚至可以據此退婚。

獨特的水上婚俗

水上居民在歷史上曾被稱作“疍家人”。 

疍家是一個獨特的族群，屬於漢族，日常使用

一種與粵語相通的水上話；但與此同時，他們又

與原來廣泛居住南粵的古越人有着很深的淵源。

數百年來，“疍民”一直被陸上居民視作   

“賤民”，各地鄉規民約都訂有針對“疍民”的

歧視性禁令，不僅不准上岸居住，連讀書識字也

不允許。這一情況到清中葉才略有改善，據《香山

縣鄉土志》載：

雍正七年，詔令疍民有能蓋屋棲身者，

許其在近水村莊居住，力田務，本以示一視

同仁。自是泛宅浮家之輩，且有更易姓氏以

自附於大族。

這段文字之下尚有附註：“縣城西甲子橋內有

地，嘉慶間尚名蛋家墩，今已改名大墩(址在今

石岐光明路段)，此亦同化之一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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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允許上岸，但歧視依舊。民國政府注意到

這一點，因此於民國二十三年 (1934) 頒佈〈查禁壓

迫歧視疍民〉通令，其中白紙黑字寫着：  

院各屬疍民，多有被人壓迫，如禁止

疍民船隻泊岸，遇喜慶事不許疍民穿着鞋

襪長衫，有病不准延醫診治，死亡不准

擡棺柩上岸，娶妻不得張燈結綵，諸如此

類，不勝枚舉。

水上婚禮

由於社會地位和生活習慣不同，過去，水上

人很少與陸上人通婚，世代均於族群內互結姻

親。後來部分水上居民上岸定居，以種植為生；

部分留居水上，以打漁或營運為主。生活方式不

同，婚姻習俗隨之發生差異。已上岸的，因與周

邊居民頻繁接觸，婚俗逐漸帶上定居地的地方色

彩，除用語不同外，同樣講究明媒正娶，按“三

書六禮”原則辦事。

水鄉婚禮大致如下：

開年生。男女雙方把自己、父母、爺爺奶奶

三代人的出生年月時辰八字出具給對方，讓對方

請算命先生相夾。

相睇。經媒婆拉線說親，相約見面。

開“禮單”。所謂“禮單”，指的是女方父

母開列給男方的聘禮清單，包括禮餅、酒食、現

金、金銀首飾等。

壓蔞腳 (亦即訂婚)。這一習俗與小欖的“紮蔞

腳”頗為相似。就是男方給女方送去一對檳榔菓

以及糖果、金桔、茶葉等，女方收下禮物，就表

示同意互訂婚盟。對青年女子而言，這意味着“食

人茶禮”，旁人不宜打她的主意；對男方而言，那

叫“剪頭中”，意即小鳥頭頂給剪去一撮羽毛，

留下了標誌，自此後應該“生生性性”，不再亂

飛亂跳了。

擇日成親。所擇吉日多在秋冬兩季。一則農

事較閑，二則氣候宜人，三則糧食和作物成熟，

手頭寬鬆。日子訂下，雙方隨即着手準備，男方

忙於搭建新房，女方忙於辦嫁妝。有的家庭為女

兒準備的嫁妝相當有意思，除為女兒購置生活用

品外，還會特意為女兒留下三五個禾稈頭，寓意

為贈送女兒三五畝田，希望他們婚後安居樂業，

勤勞致富。

比較獨特的是吃“渡水飯”。婚宴當晚，女

家姐妹成群結隊到男家，理由是特意帶來新娘平

日愛吃的飯菜，供新娘享用。其實祇是藉口，藉

故到男家，是希望藉此機會多識男子，為自己物

色如意郎君。

水上情歌

水上居民封建意識比較淡薄，由於經常在水

上勞作，青年男女碰面是平常事，因而自由戀愛

之風甚盛。用鹹水歌表達愛情、追求愛情，是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以下的〈釣魚仔〉，就是一首流傳甚廣的長

句鹹水歌：

    

你是釣魚仔定是釣魚郎？我問你手執魚絲

有幾多十壬長？有幾多十壬在海底？有幾多十

壬在手上？還重有幾多十壬在船旁？　

     　   

這是陌生男女初遇時的“序曲”。歌中的

“壬”，是漁家常用的長度單位，大約相當於

雙手張開的長度。歌中，發問的是位未婚的大姑

娘，她用歌詢問對方，你成家了沒有，男方若未

成親，可以在答歌時清晰地告訴她：

     

我是釣魚仔又不是釣魚郎。我手執魚絲有

九十九壬長？三十三壬在海底？三十三壬在手

上？還重有三十三壬在船旁。

     

清楚表明身份後，雙方就可以開始用歌談情

說愛了。以下的〈海底珍珠容易揾〉就是一個

例子：    

男：海底珍珠容易揾，真心阿妹世上難尋。

女：海底珍珠大浪湧，真心阿哥世上難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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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筷子一雙同妹拍擋，兩家拍擋好商量。

女：生食藕瓜甜又爽，未知何日筷子挑糖。

 [⋯⋯]

    

為讓北方朋友也能讀懂，這裡對〈海底珍珠

容易揾〉中的水上方言略加詮註： ①揾，找；②

拍擋，合作。

漁家婚俗

與上岸的水上居民相比，留居水上的漁家，

明顯保留了更多的族群本色。

為求健康成長，漁民一般會在兒子出生後讓

他認洪聖公(水上人的龍王)、娘媽(即媽祖)等神

祇為契爺、契娘，直至成親前才“脫契”。脫契

又稱“脫殼”，一般要請道士到家裡祈福作法。

脫殼前，家人會為新郎“改大名”﹙也稱“改大

字”，相當於陸上人的“上字架”﹚，不過，漁

家對“大名”的重視程度有限，多數人禮成後

即棄而不用。這是有深層次原因的：陸上人取       

“字”，為的是讀書和參加科考。過去水上人受

盡歧視，連讀書也不允許，“字”對他們有甚麼

意義？但地域不同，習俗也會稍有差異。有人覺

得，“大名”既然起了，無論是否用得上，總是

人生的一部分，因而也會把寫着“大名”的鏡框

掛在牆上，簪花掛紅以作紀念。至於女方，則會

2001年《澳門日報》刊出的水上

婚禮專稿。此情此景，現已難得

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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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嫁的前一兩晚在家裡由新娘與母親、姐妹們

相陪，一首接一首地唱“對歎”。內容多以教導

新娘遵守為婦之道及答謝父母養育之恩為主。

按漁家傳統，雙方“擇日”時，常會到媽閣

廟問卜並討回兩個香囊，其中，一個繡“德周化

宇”，另一個繡“澤潤生民”。據說，這原是宋

高宗加封“媽祖”的御題，“轉賜”新人，是期

望他們“百年好合，勿忘恩主”。香囊取回後，

還要在海水裡浸泡九天，寓意成婚吉時避免“九

頭鳥”的侵襲。撈上岸後，再放在海船船頭曝

曬，曬出斑斑鹽霜，方能“祛凶除邪，多福多

子”。此後由男女雙方執存，象徵“海盟天誓，

白頭偕老”。　　

婚禮多在船上舉行，住棚屋者除外。住棚屋的

另有“回腳步”習俗 (也稱返面)。新娘出嫁時，離

開家門一會便立即返回娘家，但在娘家也祇待一

小會，隨即再次離家。這次離家，就不能回頭看

娘家一眼了。其後，新娘繼續繞道走向埠頭，名

為“行大運”，然後由媒人安排下船到男家。

漁家每逢嫁娶，都會大排宴席連吃數天，宴

席分為正餐和閑餐。正餐一天，閑餐多為兩三

天，喜宴擺在靠在一起的多艘小船上，也可以先

在陸上煮好食物，然後帶回船上。部分漁家還會

在陸上搭起臨時性的歌棚 (又稱歌堂)，讓親友在

那裡“唱歌堂”。　

漁家對“過大禮”特別重視，時間是婚禮的

前一天。這天，男方要用船尾掛着迎親燈籠的喜

船，把“大禮”送到女家船上去。“大禮”包括

禮餅、紅綾白綾、糕點、金豬、活鵝、米酒、乾

菓、冰糖等，最獨特的，是一對用金銀色紙包裹

的椰子，稱為“花椰”。尤須注意的是，搬禮物

下艇時，每人雙手祇能各拿一件。女方收下金豬

後，除回贈煎堆和“大發糕”(白糖松糕) 外，重

要的是回贈兩支蓮藕 (寓意“佳藕成雙”) 以及紙

扇、絲巾等，意為：即使今後媳婦有甚麼做得不

對，也請高抬貴手，把它抹掉算了。　　

至了迎親那天，男方凌晨四點便要派出迎親

船隻。規定船上所載人數必須單數去雙數返，新

郎不得同行；而在女家，則由姐妹陪着待嫁新娘唱

“歎情”，一幅黑色的包頭布，蓋在待嫁新娘

頭上，姐妹們輪流用鹹水歌、高堂歌傾訴父母的

養育之恩和姐妹們的手足之情。男方迎親船開到

後，姐妹們還要男方與她們對歌，直到感到滿

意，才允許女方用小艇把新娘撐到船邊。但由始

到終，新娘的雙腳都不能踩在船幫上，這就有勞

男方穩穩當當地把新娘擡到迎親船上了。即使到

了船上，新娘也祇准穿襪，不能穿鞋，為的是不

能把男家“踩低”。　

新房就設置在漁船上。新人在船頭、船尾

拜過祖先和天地，吃過甜飯後，新娘要為老爺

奶奶各準備一盆洗臉水，象徵從此就是這家的

媳婦。不過，這一切都必須在清晨前辦妥，因

為新娘還得趕快返回娘家，待中午新郎親自前來

迎娶，才算正式過門。新娘過船時，有個“解纜”

儀式，其間，舅仔和姐妹們必向新郎索取紅包，

一如陸上人家索取“開門利是”。新娘到男家

後，還須再次祭祖，然後就是拜堂，給雙親奉

上用雞蛋、蓮子、花生、百合泡製的冰糖茶，

寓意“百年好合，連生貴子”，並給到賀的親

朋斟茶，吃女方姐妹給新娘送來的“渡水飯”，

直到喜宴結束後再“玩”過新娘，婚禮才算圓

滿結束。

地域婚俗文化一瞥

由於地域相連、文化同源的原因，澳門與古

代香山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但須知道，香山居

民本是歷史上的多次戰亂期間先後遷入的，來自

不同的地區和族群，反映在文化上就是多元。說

香山人遵從中原禮俗祇是個籠統的說法。在此基

礎上，各地婚俗都留有本族群的特殊文化符號，

這裡擇要介紹最具特色的部分。

小欖的“紮蔞腳”

迎娶前大約一個月，男家會請相士擇定吉

日，並通知女家，同時將庚譜連同部分禮金、禮

餅、鵝、酒、吉菓送去。其中，“檳榔蔞”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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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缺，那就叫 “紮蔞腳”。“紮蔞腳”後，兩家

的姻親關係就算確立了。

“紮蔞腳”其實是“婚禮用檳榔，以當委

禽”古俗的延續。清初學者屈大均在《廣東新

語》中指出：“蔞與檳榔，有夫婦相隨之象，故

粵人以為聘菓。”
(4)
 小欖人行聘時將蔞與檳榔合

二為一，綁成蔞卷，名為“檳榔蔞”，實取夫婦

相隨、永不分離之意。

在香山的大部分地區，“婚禮用檳榔”古俗

雖不可見，但還可以找到殘留痕跡，表現在男女

雙方互送禮物時，一般不忘送去芙蓉、扁柏、蓮

藕等。“芙蓉”代表女子容顏，“扁柏”代表男

子英姿，“蓮藕”代表共譜連理，在廣義上可以

視作“婚禮用檳榔”古俗的延續。

隆都的“請姑爺”

在隆都，新郎一般要在第二天到岳父家做

新女婿。該禮原名“廟見”，意即到女家拜祖

先。共分兩步進行。大約在早上八九時，先由祝

婆帶新娘回家。其後新郎坐涼轎((四面通風，俗

稱“兜”)，後面跟着司禮人(俗稱“佬仔”)，再

請人擔着“帖盒”到女家。到女家後，不直接進

門，而是隔一段距離將“兜”放下，新郎端坐於

“兜”中，任由人家觀看，謂之“看新女婿”。

佬仔與擔禮盒人先行到女家報告：“新姑爺已

到！”女家收下禮物和拜帖後，回送請帖一張，

並對佬仔說“請”。佬仔快步走回新女婿“兜”

前，手拿請帖向他作輯，口中說“請”。按舊

例，新女婿此時仍不作答。於是，佬仔快步回到

女家說：“稟告老爺安人，新姑爺一請不動。”

女家換過第二個帖說：“與我再請!”接到第二

請時，新女婿略一起身，然後坐下如故。直至第

三請，新女婿才起身，由佬仔拿請帖在前開路，

慢慢跟着前行。新女婿入門後，先於近門遙對祖

先神位處等。待司禮人點好香燭，擺放好燒豬、

菓盒等祭品後，才上前向女家祖先行半鞠躬禮        

(按古例，新女婿名為“嬌客”，故入門燃放爆竹表

示歡迎，且要“三請”才入。又，俗稱女婿為“半

子”，故僅需行半禮，即稍稍彎腰鞠躬。女婿向

岳父母鞠躬時，岳父母不能正面受禮而要側身相

接，即僅受半禮)。拜過祖先和岳父母后，新女婿

再與內兄、內弟、襟兄、襟弟逐一握手、鞠躬及

請教姓名。其後，仍需退站原位。此時，所有婦

女均已躲入房中，由一人在裡面大叫：“大姑

媽見新姑爺！”此時新女婿要走近冷巷口，向

內鞠一躬，然後退回原位。裡面又叫：“大姨

媽請見新姑爺！”新女婿依前又向內鞠一躬，

直到向伯母、叔母、姑媽、姨母、家姊一一鞠

完躬為止。到此時，方才擺開桌椅，請新姑爺

入坐，由細舅仔(新娘的弟弟)奉茶。飲茶後，

新娘回送細舅仔利市一封，以作酬謝。桌上擺

檳榔、蔞葉和貝殼灰 隆都婚宴必備的九大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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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糕點、水菓、花生、瓜子之類，主賓圍坐，邊吃

邊談，謂之“擺茶碟”。至此，請姑爺禮完成。

客家的對歌求偶

客家是在明末清初進入五桂山的。客家的先

祖來自中原，沿用中原禮俗。由於家住深山，官

府鞭長莫及，所以雖然最遲從中原出發南遷，封

建意識卻最為淡薄。即使通過對歌找尋配偶，祇

要最後徵得雙方父母同意，那並不算越軌。以下

是一首著名的客家情歌：

    

入山看見藤纏樹，出山又見樹纏藤。

生時看見藤纏樹，死後還見樹纏藤。　

    　

同是談情說愛，他們就有水鄉人所不敢想像

的勇氣：

    　　

風吹門板兩邊開，講過要來就要來。

燈芯搭橋我敢過，竹葉當船我敢來。　

　

有菜無菜我唔嫌，穿綢穿緞我唔貪。

祇要兩人情義好，鹹鹽配粥心也甘。

    　

當愛情遇到重大障礙時，姑娘常會挺身而出：

    　

有膽戀郎有膽當，唔怕門前架刀槍。

祇要兩人情義好，要生要死妹來當！　

    

這份勇氣和擔當，在深受“三綱五常”、“三從

四德”觀念荼毒的國人中極為罕見。

時尚的日新月異

對沿襲千年的婚姻舊俗發起的衝擊，不自

今日始。辛亥革命後，自由、平等、民主等觀

念深入人心，反映在婚俗上，就是青年男女爭

取婚姻自主和採取新式婚制，當時叫做“文明

婚禮”。

楊子毅出任中山縣長後，不遺餘力為“婦女

解放”大造輿論。他讓縣民眾教育館出面，號召

青年參加由政府主辦的集體婚禮。

一位曾經參加1935年12月11日第一屆集團     

(體) 婚禮的李淑雲女士在回憶錄中寫道：

    

那時，中山仍有不少人主張男女授受不

親和三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 

四德 (婦德、婦容、婦言、婦功) 的舊禮教，

盲婚的佔了大多數。青年人的婚姻，要奉父

母之命，媒灼之言。舉行婚禮要大擺筵席，否

則不光彩，蜚短流長。那時人們生活水準普遍

低下，擺一次筵席‘苦’一輩子。回憶當年，

兩位名人令我終生難忘。一位是我的校長蕭悔

塵，她經常教育我們要與封建惡勢力作鬥爭；

另一位是縣長楊子毅，他為了改革封建禮教，

很不容易才找到十對準備結婚的夫婦，我們夫

妻就是其中之一。結婚那天，他親自邀請我們

到縣府大堂擺茶會，待我們如上賓。[⋯⋯] 我

客家婚禮中的山歌對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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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中山縣第一屆集團結婚合照

1936年中山縣第二屆集團結婚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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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在教堂舉辦的西式婚禮

1948年中山縣第六屆集團結婚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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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十位女青年，成為家鄉的第一批不坐花轎的

新娘。

她還特別提及：

這次集體結婚，對青年教育很大，大家都

有一種改革社會不合理制度的要求。特別是我

們做婦女的，都有一種要打破封建束縛，走出

家門，奔向社會的要求。
(5)

    

在第一屆集團婚禮集體照上，我們可以見到相

當有趣的畫面：新娘子穿上西式婚

紗，新郎依然是長袍、馬褂、瓜皮

小帽。以今天的眼光審視，無疑極

不協調。但在當年，作為當事人的

他們，認為自己夠新潮了。  

近年，隨着觀念更新，人們

對婚姻禮儀持更開放的態度，無

論傳統的、國外的，祇要喜歡，

拿來就用。旅行結婚、海底婚

禮、降傘婚禮，前所未有的新

穎款式不時見諸報端。較常見

的，就是把中西兩式婚禮各舉

辦一次。

面對令人眼花瞭亂的新新婚

俗，《中國新聞週刊》評論說：

    　

我們的婚俗觀經歷了革命訓

練、個性啟蒙、價值回歸的艱辛

旅程，現在正朝着多元化、人性

化方向邁進。想必，80後以及

90後，也必將成為中國婚俗繼續

“解放”的主力。
(6)

    

目前，婚俗的演變還在繼

續，未來的婚俗將變成甚麼模

樣？我們且拭目以待。

 [本文所附照片主要來自中山市檔案館館藏，

部分來自澳门博物館的實物陳列或作者本人多年

的採集。]

【註】   

 (1)  同治《香山縣志》 卷五〈风俗篇〉，参看本文所附影印

件。其餘各志，均摘自中山市地方志辦公室出版的《香

山縣志》光盤。

 (2) 《南越五主傳及其它七種》的〈異物志〉，廣東人民出

版社1982年7月第一版。

 (3) 《香山縣鄉土志》卷五。

 (4)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十七〈草語〉。

 (5) 〈六十年前我參加中山縣第一次集體婚禮〉，《中山文

史》第43期。

 (6) 〈六十年來，中國人的婚禮奏出了一首響亮的“解放進

行曲”〉，《中國新聞週刊》2009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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