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浦婚、丧礼俗

陈明伟

婚 姻

过去，合浦民间的婚姻仪式，基本上同全国各地一样，但由于生活环境与风

俗习惯有所不同，因而也别具地方特色。现先将合浦县联婚受到限制的几个惯例

略述如下：

（一）同姓不结婚 “同姓不婚”，法无禁律。但囿于习俗，声名不扬。谁

肯作“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首创“罪魁”破此成例，而甘受唾骂？“百家姓”中

人数不少，其中岂无一人能作配偶？为何偏要与同姓者结婚，甘受族人指责，嗤

为“羞宗败祖之“孽种”？所以在合浦少闻有同姓而结“秦晋”者，其原因即在

于此。

（二）婚姻必须家长作主 婚姻大事，乃人之一生幸福攸关。但权操之于父

母，为子女者，毫无自主之权利，只有唯命是从，遵循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为金科玉律。盲婚哑嫁，凭媒撮合，不得稍事反抗，否则只有赢得“不孝”

之罪名。

更有所谓“算命先生”从中主宰。在“合八字”之关键阶段中，事之成败，

完全决定于“算命先生”之“开金口”。“算命先生”胡言乱语，信口雌黄，花言

巧语以博取迷信之主事者之信任。其目的在于骗取财物。主事者遭受益惑而不知，

反认为是金玉良言，而给以高度信奉。婚后处境如何，善耶？恶耶？当事者既不

能怨天，亦不尤人，只怨自己福薄，“命生不辰”。

（三）凭媒说合 自古以来，有“无媒不成亲”之俗语。要联婚必须通过媒

人从中说合。媒婆凭三寸不烂之舌，对双方极力隐恶扬善，说得天花乱坠，以博

取“月老酬金”。

（四）婚姻对象必须门当户对 所谓“竹门对竹门，木门对木门，朱门白屋

不相当。”所以自古以来，“纨绔”少与“荆钗”结婚。偶尔男才女貌，互相爱慕，

愿偕白首，而门户不当，也必将受其家长们之谴责，视为玷辱家风。



（五）妇女婚姻从一而终 “男可再娶，女无再醮。”这是封建礼教限制妇

女婚姻自主之一条无形枷锁，是男尊女卑之具体体现。所谓“嫁鸡从鸡，嫁狗从

狗，嫁着木头坐地守”。又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完全剥夺了妇女婚姻

自主之权利。

以上数端乃合浦民间结婚受到封建礼教框框条条之限制。至于结婚仪式，下

面概述之。

（一）送庚帖 男女双方家长同意后，把女子出生日期、时辰，用红纸写成

帖式交媒人转交男方家长，请“算命先生”排成“八字”（即年、月、日、时之

天干、地支）按照“命理”推算，如果“命理干净”（即无“克夫”、无“缺嗣”、

无“命带八败”等），并与男子命属“相生”。男方即将此庚帖留下，三天内家中

平安无事，无出现违常的不如意事故，即通知女方，准备下定（农村把下定称做

复实）。如男子与女子年命相克，男方即将庚帖退还女方作为罢论。少数女子年

庚，所谓“命带金刚”不易合上，其家长为要将女子嫁出，往往把女子年庚的“真

时真日”改为“假时假日”。

（二）下定 男方将部分聘金及金银首饰、糕饼等送给女方，女方即答以粽

子、糕饼等食物。男女双方将所领食物分给其亲戚，以示定婚。定婚以后如有反

悔，男方必须还回女方庚帖，才算解除婚约。

男女双方订立婚约以后，尚未结婚而女子死亡，男方仍保持戚谊关系，将来

男子另娶，即先将女子“神主牌”接回男家，然后结婚。以后男子另娶之妻仍须

认已死女子之父母为亲，已死女子之父母也认另娶之女子为“接脚女”，仍照已

死女子原来排列次序呼为第几姑，视若亲生。如男子先死则无此关系。

（三）报日 男女既已长大，已届结婚年龄（古代结婚无法定年龄），男方

择日通知女方准备嫁娶，女方如不同意也可推延日期，如女方同意，男方即将决

定日期写成柬帖，交由媒人转送女方。通常只有男方择日迎娶，无女方择日出嫁

之规矩。这段时间通常有如下活动俗例：

(1)女方接到“报日柬帖”以后，为了表示离情别绪，每天晚上从三更起母



女就哭至天明，也有姐妹陪哭的，直哭至结婚之日止。

(2)上头 女子将要出嫁，开面修容叫“上头”。男方购买胭脂、面粉、花露

水等化装品送给新娘，在仪式上修容的地方都剃双刀，同时将两鬓及额上垂下之

毛发除去，以示与未嫁之女子有所区别。

(3)过礼 过礼是男方将聘金（所谓大礼），豚蹄（大小两肩大的女方领去，

小的退还男方作谢媒用）及鸡、鸭、酒、米、糕饼等各若干装成担子，由媒人带

领送至女家（富者用什箱，箱为长方形，高约七、八寸，用木杠抬之，每杠二个）。

用红纸折叠成柬帖，开列品名及数量交由女方验收。女家即答以舒雁四掌（即鹅

二只，其中一雌一雄），角黍若干条（即粽子，其中有长约盈尺之大粽二条，余

为小粽），文房四宝和新郎之冠、履、裤等物，以及银质圆形庚牌（庚牌内凿有

新郎、新娘之年生月、日）一个。当晚男女两家都设筵招待内亲，俗叫“礼酒”。

(4)脱合 脱合即脱去乳名。小孩在安“命名”前，先号乳名，所有亲友都

呼乳名。结婚后，不得再呼其乳名，尊长辈则改呼其“命名”，平辈人则呼其“字”

名。女子无“命名”，称呼第几姑可也。脱合之具体仪式由一个长者在厅堂中祖

先牌位前摆些“供品”，唱个“喏”，意思是告诉祖宗，某儿孙已长大完婚，脱去

乳名。

(5)伴郎与伴女儿 男家叫“伴郎”，女家叫“伴女儿”。过礼的当天晚上，

男女两家都各自在厅堂中祖先牌位前行礼。由最亲人（兄弟或伯叔）安席，并邀

几个小孩（男家用男孩，女家用女孩）作陪。新娘身穿新婚礼服，用纸扇掩面哭

泣跪拜，礼毕，分给陪伴孩子糕点各若干。这就是俗叫的“伴郎”和“伴女儿”。

但在农村则多有不伴郎而改为做“老杨公”者。“老杨公”系合浦地方文艺，其

主角名“老杨公”。“老杨公”扮作船夫，左手执扁担一条，比作船篙，头戴假面

具，肩挂包袱一只，右手执一纸燃火炬，驼背，作棹船状，渡一少女过江（此少

女名号仙姑），男女对话，老杨公是个善良渔人，渡少女过彼岸，表示逃脱灾难，

奔向幸福世界之意。

（四）迎亲 迎亲前一天，男女两方家门均张灯结彩，贴上新对联。



是日新郎身穿礼服，衣冠楚楚，启程接亲（也叫“发礼”）。在发礼前，新郎

须面拜祖父母、父母等尊长。发礼行列颇为热闹，搬灯笼的，敲锣打鼓的，抬轿

的，挑担的，陪同迎亲的……人数不少。沿途鼓乐齐鸣，领先的是一对白底红字

的大灯笼，为球形，中部之大，有若板车之轮，分相对两面，一面写迎亲人之姓

氏，富者在姓之下加个府字，另一面则写“迎亲”二字。观众看见，便知谁家迎

亲。次为烧猪，再次为烟、茶、糖果、糕饼，“五味”（鸡巴、腊肉、鱼巴……等

五种食品凑成）。接着是新郎乘的四人大轿及新娘乘的花轿。

至岳家，燃放四个大炮，岳家即派一人持红柬帖邀人厅堂。“大叔”（随新郎

同往女家招待和指导新郎行礼的人）送上拜帖。在大叔的指导下参拜祖先及依长

次跪拜“六亲”。礼毕，燃放串炮，岳家设筵款待（也有用茶点招待者）。新郎座

位是上位正中，其余作陪者则分坐其他位置，散席后，“大叔”再请出各尊长及

“六亲”当面跪拜，新郎辞行。

（五）新娘出嫁仪式

(1)上轿 新娘出嫁日期与父母相克者，其父母要在新娘上轿前避开。如与

翁姑相克，其翁姑要在新娘到达前避开。

新娘上轿。这日，新娘身穿全副礼服，头戴“大头花”，花框一串串小珠从

上垂至颔下。身穿红衫，外加“云肩”，云肩上之粉镜闪闪发光。下着红裙，发

髻为块状竖立，高平头顶，突出脑后，长约五寸许。耳之下端，左右两旁，均穿

一小孔，戴上耳坠。指端戴上银指甲，两足戴上银质脚圈各一个，圈上系有响铃，

头上蒙以大块长红布，由一个所谓“命好”的妇人（即夫妻齐全，子女众多的）

扶着，新娘用纸扇掩面而泣。当新娘步出厅堂时，头上张着罗伞，脚下垫以草席，

两张折席，互相交替，首尾相接，使新娘足不踏地，名叫“结席”。新娘进入轿

门继续哭泣，直至到达夫家门口，有人呼唤：“已到夫家，不用再哭”始止。新

娘到了夫家，送亲人也随到（一般是亲兄弟），招待饭餐后，新郎的父亲（如新

郎的父亲已亡，则由最亲长者）写“谨贮厚奁”之具名柬帖送行。

(2)剪白虎 新娘花轿停在门口，在轿前摆着三杯酒，由一道巫（男的）抓



住一只公鸡，剪穿鸡冠，滴血入杯中，倒于地下，这就是所谓“剪白虎”（剪除

白虎煞神）。剪白虎完毕，由一男童引入，新娘步出轿门，同上轿动作一样，张

伞、结席，由一妇人（又是所谓命好的）扶着，步人厅堂拜堂。新郎、新娘（男

左女右）平排朝着祖先牌位站立、跪拜，礼毕，燃放母鸡带子炮，新娘步入闺房。

(3)合卺 俗叫交婚。其仪式是柜桌上燃烧着一对婚烛，两杯酒（酒杯为锡

制三足高脚杯名叫“爵杯”）。主持交婚者，又是所谓命好的妇人，两手各捧着一

只酒杯，作交叉状，反复交换二次，然后把两杯酒倒成一杯（很少量），新郎一

饮而尽。主持交婚人叫新娘点头，新郎把纸扇揭开新娘蒙头巾在自己腿下跨过抛

上帐顶。也有新郎同时用纸扇打新娘头者，俗称“打扇头”。

（六）嫁奁 嫁奁大致分为三等。即全副嫁装、半副嫁装、普通嫁装。嫁奁

多少，一般与女方家产相称。除物资外还有所渭“裙带银”、“灰粉田”等。灰粉

田照俗例只给女子收租至终世止，终世后由外家收回。

在合浦民间，为了体面，卖田（解放前田地为私人占有，故有买卖）置嫁奁

而嫁女者有之；为了怕出大量钱财置嫁奁嫁女，把亲生女儿忍心舍弃者也有之。

男方要定婚而先与媒人订明必须有赤金手镯及贵重嫁奁始肯定婚者有之；家姑嫌

嫁奁少而贱视媳妇者也大有其人。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以上所述系指结发夫妻之通常结婚仪式，但古代法律无“一夫一妻”制度之

规定，于是，除正室（妻）外，还有“纳妾”者亦不乏其人，在合浦还有“三妻

四妾”者，但为数不多，通常系一妻一妾较为普遍。纳妾婚礼仪式，妾氏只能与

大婆（丈夫之发妻）交婚，无与丈夫交婚之俗例。

此外还有特殊之婚姻形式：

(1)平妻：一子兼祧，父母给他娶一个，叔伯又给他另娶一个，不分正室、

偏室，叫做“平妻”。将来所生儿子，各承各的宗支，其结婚仪式与发妻同。

(2)童养媳：从小由婆家抚养，长大作为媳妇（多属贫苦人家），结婚不叫结

婚，叫做“圆亲”，仪式与结发夫妻同。

(3)招赘：父母无子，只生一女，以女招夫人女家，所生子女同母姓。但为



数甚少，其结婚仪式与通常结婚仪式大致相同，兹从略。

(4)上舍：农村妇女，丈夫已死，家庭生产照顾不周，子女少人看管，男子

无妻，为了生育子女，愿到寡妇家去帮助解决问题，生育子女。叫做“上舍”。“上

舍”无结婚仪式，只设筵款待妇女先夫之族间尊长，以取得其系“上舍人”在族

间之承认。

丧 葬

中国的丧礼，主要是围绕着“孝”字做文章，所以当事人叫做孝子、孝孙，

名物有孝服、孝杖，行事有守孝、戴孝等。孔子论孝说“无违”。跟着解释说：“生

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所以“孝”是被范围在礼之中。至于过去

所谓“礼”是封建宗法社会借以维系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法宝，至宗法的精神则是

讲“正名”，严嫡庶，尚长幼，整个丧礼的措施皆在其中矣。

从近代的丧制说，它是根据清朝政府制订的《大清会典》所载行事的。这里

所谈的主要是清末民初的东西，以廉城附近为主，廉城以外仍还有小异。

至于本篇所谈，固然以地方丧俗为主，但谈起来不免滑到其他地方，流成杂

烩。好在既是漫谈也无关大雅。现在按顺序谈谈几点：收殓进棺、题旌、成服、

讣闻、祭奠、开斋、殡葬、虞祭、除服。

收殓进棺

地方丧俗是很繁琐的。先从一个人死的时候谈起，一个人快要死的时候，家

人便要把他从床上移放到地上，身下用禾草垫着，草上还铺上一张草席，然后把

将死者用被覆盖起来，这俗称“安落地”。一个病人被安落地便预示凶多吉少，

九死一生了。有些人家当病者最危急时，还先被送到“公背”停放，等候临纩时

安落地。所谓“公背”便是祖公牌位后背的一个房子，房子没有窗，黑漆漆的，

空气不流通，这样的地方，对于一个病人是多么不利啊。可是那时的病者，已被

视为不久人世，死神已降临到他身上了，所以对这也不计较了。如果这家没有公

背，便只好先放在厅内侧边等候。一般说来，很少人死在卧房里的，虽然古话有

“寿终正寝”（如系妇人死，曰“寿终内寝”）的说法。再说一个人死前不先移放



地上，让他死在床上，叫做“背床”。据说死在床上对死者和家人都是不好的。

一个人死了，他的全家便换上另一个门面。首先是家里原有的祖先神灵牌位，

一律要向后转而面向墙壁，并且要遮起来。如果死者棺柩迟迟才得殡葬，有些人

家还要把这些祖先神灵牌位易地以处，要他们回避。其次，是把所有门神的面孔

都用纸封起来，在封建迷信的旧社会，门神的作用是站岗防止邪神野鬼不许闯入

家门的。可是现在家里有人死了，便不免有鬼神不时出入，因而门神不可能执行

他的任务，所以便要暂时离职，须待丧事完毕，门神才能揭开面罩，照常供职。

第三、是死者之家要报白，所谓报白，是用一张沙纸，剪成纸条，扎成一簇，插

在家门上，这些纸条的数目，要恰合死者的岁数，不能多，也不能少，而且必须

是一张纸剪成；插时按男左女右，男的插在门的左边，女的插在门右边。死者越

老，插的位置越高，以至屋檐。因此别人看到这家的报白情况，因应纸条的多少

和插的位置上下左右，略懂这家的人口情况的，大抵可以知道这家死了什么人。

所以报白从意义上说也有讣告作用。有些富裕之家，还在门楣上扎着丧门特有的

纸糊花篮和搭起丧棚张起布帐等，也有人在门前堆燃一个火堆，说这样可以除祟

辟邪。

对死者的处理，在死者收殓进棺之前，首先要更衣沐浴，剃须、理发。本来

这项工作，是由死者的子女亲手料理的，而且应该在死者未属纩之前便要装好衣

服。但一般人家，亲属大多不敢下手，所以这工作都是雇请办理收殓的土工代办。

尤其是死的时间较久，尸体僵硬，非有特种常识，是不易为死者换衣服的，故必

须雇请土工从事。死者沐浴的水，是要竭诚到井里或河里新汲的。汲时要把两文

铜钱投下井里或河里去，名曰“买水”。死者装殓的衣服，一般是男双女单，便

是男的不论着多少件，必须刚合双数，女性的要着单数。即使赤贫之家，死者一

生赤膊露顶，死后也要装点得衣冠楚楚，鞋袜俱全。尽管这些新帽新鞋，多半是

纸粘布糊，也不能任意缺少。死者衣服可新可旧，但一般来说，白衫白裤以及丝

衫应该是不可少的。衣服要把衫袋全部拆去，衣纽不能用铜纽，一般以带代纽，

以缚代扣。有些人家对这些殓葬衣服，还要用香火炷烧上个个小孔。裤带必须新



买，以红色的为合格。有些人镶有金牙的也要撬下。据说这些金牙混有铜质，铜

会使将来死者的骨骼变色，上面说的不用铜纽，原因也是如此。

过去死者棺柩每多停留家里若干天，甚至半年周岁才出殡埋葬，除非力有未

逮，不能一般起码地循一般丧俗行事，或罹时疫而死的，才随殓随葬，这叫做“走

马上任”，这是人们瞧不起的。因此，对于棺柩是须经过精心处理。主要目的是

想做到不漏水、不泄气，能放置日久。办法是先用桐油和石灰（或螺壳灰）捣成

油灰，捣制分稠和稀两种。稠的是用来密封板与板之间的缝口，稀的用来糊纸，

在棺柩里面用纸连糊数层，使不漏水泄气。有钱人家也有除上述处理外，还要在

棺外用漆粘上丝绸，而且还有不止黏贴一层，外面再用漆髹过。可是放置时间过

长，未免不能保证，只好临时再用牛油抹上，然也不过是无可奈何的做法，是不

顶事的。有些有钱人家，除木棺之外，还外加一层，便是里棺外椁（也作榔）。

以往一家有丧事，亲戚街坊对死者总有馈赠，礼物是按对死者的关系而不同，

一般普通关系的赠送丝被，也叫黄丝，是染作黄色的未能结成蚕茧的蚕丝一块。

较亲的送红茧，也和黄丝一样，但染作红色。更亲的馈以红布。至于近亲和已嫁

的姐妹，或已嫁的女儿，则须送“过头布”或称“过头被”，是一块六尺长的半

幅或全幅红布，能覆盖死者全身。这些东西都是用来包裹死者的尸体一起放进棺

里的。死者进棺之前，先在棺材底层安放七枚铜钱，按北斗星形排列。有钱人家

却垫上七星板，不用铜钱，板上也刻作七星形。据说北斗道家也叫天罡，天罡属

于凶神，这样一来，把凶神恶煞一起埋葬，以后便不会受到困扰了。也有人说南

极主生，北极主死，这么安排，死者可以得到庇护。

死者进棺之前，还要有上榻一个节目，榻用竹编成，铺在两枝长凳上，再铺

上草席，然后将已装饰好的尸体，头向内，足向外放置在榻上，覆以红布，并用

纸盖在脸上。上榻时还有小祭，这时可以举哀，也有等到进棺钉盖成服时才举哀

的。又上榻的草席必须反铺，至少两张，有些死者儿子若干人，要垫若干张，将

来每人可以得一张。据传统说，这样的席睡了很得好处，故须每人一张。

棺柩的安放也是有研究的。死者是一家之长，他的棺柩才能安放在厅的正中



央，不然便要略为偏放。辈数越小，安放越偏，而且要讲究左昭右穆。比如死者

是男的，死者还有父亲、伯叔或兄长，那他的棺柩便要放在不同程度的偏左，如

果死者是女的，死者还有家姑或婶嫂，那便要放在不同程度的偏右。收殓土工对

于这体制必须娴练，而且要精细，他们是先求出厅堂的中线，比照棺上的中墨才

可决定，棺材尾以不妨碍掩门为原则，这自然是男女有别，长幼有序的封建宗法

体制。棺柩之下，按例要垫上枕木，或木凳，这枕木或棺材凳必须放得十分牢固，

不能摆动，如遇不平稳时，却又不能垫上木楔，这时只好用锤或斧背将地板打低

来迁就，至切合不能摆动为止。正因为这样，所以一般人家，厅内地板很少铺砖，

仅留土质地面，恐怕便是这个原因。安放死者进棺的准备工作，是要先处理好一

张不剩的亲友馈赠给死者的黄丝、茧绸、红布等，而且要把这些东西都缠在死者

身上，收殓土工是有他的一套手艺的。他们最先在棺材的最底层平铺一块最大的

红布，没有全幅的可用两块半幅的相邻平铺起来，然后将黄丝、红茧逐条依次摆

下，先红茧后黄丝，每张黄丝红茧两端披在棺外，由棺头至棺尾顺次安放，但安

放死者头部的地方不要铺，丝绸多时，可以连铺数层，丝绸铺完后，便铺红布，

但要留一块大的为将来死者覆盖全身，便是所谓“过头被”。死者头部之下，备

有一个三角枕，是布缝的三角袋，内贮糠头灰，枕下垫以公瓦（即小瓦）三块，

这些工作做完后，便可将死者移进棺内。死者移进棺后，死者头部两边，用草纸

卷成小束，两边夹紧。要注意死者面部必须安放得要正要中，因而这时土工往往

要用吊坠校正。死者的两脚要用红头绳扎定。这些工作做完后，便将红布收回，

裹着尸身，收回红布后，才一条条收回红茧，收法是从死者肩部逐条逐层两边收

回，两端楔在尸身两旁，并作人字形，这样把尸身绑得牢牢的，收回底层红布，

盖上过头被，便算处理完毕，可以钉盖了。

抬死者进棺时，孝子要抬着死者头部，孙儿抬两足，钉盖时每一口钉都要孝

子用手摸过，这恐怕是象征孝子亲手自钉的意思。有些人家因有某种关系，也有

不能即日钉封的。比如死者亲人未能及时赶回，须留待他最后见一面，所以暂不

钉盖，这叫做寄棺。有些有钱人家，每把一些珠宝、玉石殉葬。钉棺盖时，先要



揩上油灰在弥合处。

钉盖时间，还是一个“庄严”的时刻，所谓庄严，便是一般人看来，恐怕时

运不济，遭什么邪神野鬼将自己的灵魂挤入棺中，被钉封在里面，这样便是不死

也要遭到很大的倒霉，所以一般钉盖时都十分警惕，不要自己的影子影进棺里。

还有岁忌时忌和日将不利的也要避开。一般丧事之家，那时总会张贴出岁忌、时

忌等，犯禁忌的必须避开。便是孝子孝孙恰在禁忌内的也要走避。

题 旌

死者进了棺材以后，便要成服。成服是开始履行丧礼的服制的意思。但未成

服时，还有“题旌”，它的主要精神是确定死者的谥名，谥名便是由社会人士根

据死者一生，给他一个名副其实的名字，表彰他的行为，这有盖棺论定的意思。

不过一般说来，谥名者总是用些好字眼，如敦厚、和顺、悫毅……等。

首先，谥名是要写在旌布上的，旌布是用红布黄字书写，布的中行写着死者

的职称和寿考等，右边写时间，左边上半写着“梓里公谥”四字。这四个字标名

谥号是群众公议的，也有死者的家人央请地方有声望和地位的人题写，左下边写

着执笔者的身份和署名。旌布的文字不多，但内容却很复杂，首先字数要讲究，

便是字数必须是六或七个，十一或十二个，十六或十七个……等。过去封建迷信

传统习惯，无论旌布、神牌墓碑等所用的字数，总按“生、老、病、死、苦”来

推算，第一个字是属“生”，有生发的意思，第二个字是属“老”，是寿考的意思，

第三个字是属“病”，第四第五个字属“死”和“苦”，末尾三个字均属忌讳的。

数过五个字后，再周而复始推算下去，所以字数有如上面规定。总之，字的总数

以用五除后有一个或两个的余数的便合格式，所以有些旌布上面在正中衔内增一

个“之”字或减去一个“铭旌”的“铭”字，种种变化，都是为适应这个格调。

其次是在清代，好些旌布或墓碑开头便有“皇清”两个字，按“皇”字在这

里作“大”字解，意思便是“大清”，好似我们现在看到明代的墓碑上镌有“大

明”一样，是记明朝代。辛亥革命后至解放前，有些人写作“中华民国”。这样

写除了记明朝代外，也可作为国籍的说明。过去每当换朝，好些遗老不愿归顺新



“皇朝”，做“胜朝佐臣”，往往仍用旧朝名号，便说明这有国籍的意思。第三、

“皇清”之下往往有“敕授”、“敕封”等词，按照清朝制度，承恩受封，本身为

授，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和妻子，受封为封，死了的为赠。同是受封受赠也

因品级的不同，而有诰命和敕命的区别，按例凡是六品以下用敕，便是敕授、敕

封、敕赠。五品以上的便是诰命，便是诰授、诰封、诰赠。至于钦命便算是皇帝

的特种差遣，是钦差了。至于怎样才能封赠到家人，也有规定，按例因本人而封

赠到由妻子而上至曾祖父母的，本人应是一品，或二品官，即便是“天子推恩，

褒其三世”。如果只封只赠至祖父母是三品官，四至七品官封赠至父母及妻子，

八品九品官的家人便没有封赠了。这种封赠都是照章行事，所以又称为例封例赠。

还有些用“待赠”的，那是当时实际条件，死者还不可能受到封赠，只好以待来

日了，故名之曰“待赠”。上面所说的只是品级顶戴，还有公职头衔，是本人的

实在职务，自然它也和品级紧密连系在一起的。如府正堂是从四品，县正堂是正

七品，七品的京官便是县级的职位。此外还有赏戴花翎，赐黄马褂，这是特种恩

赐，还有纪录加级等等，这里不再啰嗦了。总之死者如果有着这些所谓恩荣，一

般都要写上旌布上的。民国成立，清代的官制已废止了，这样一般人便写上民国

的官职职衔或学历。如果是平民，有些写中华民国公民。这种做法，在个人是所

谓恩荣。第四、上面所说的都是男子特权的所谓荣受，至于女子的荣封，也随着

丈夫儿子家人的官阶品级的不同而有种种的称谓，如一品和二品称夫人。夫人有

些并封有郡国的，如越国夫人、秦国夫人、虢国夫人等。三品的称淑人，四品的

称恭人，五品的称宜人，六品的称孺人，七品以下的便没有荣封了。这些无封职

的妇女，只好称为某门某氏，门是夫家姓，氏是女家姓。如果用待赠、待封”那

还又可以称为什么人了。第五，旌布上有时也写上“显考”、“显妣”，显考是对

逝世的父亲的称呼，显妣是对死了母亲的称呼，至于祖父和祖母则称为皇显考，

皇显妣或祖妣。如果主丧的是死者的儿子，当然用显考或显妣。如果死者的嫡子

已不在世而由承重孙主丧，那应该是用皇显考皇显妣了。第六，有些旌布上写有

讳某某，这某某是死者的命名，也称正名。一个人一生有四个名字，幼时是用乳



名，乳名有种种形式，一般人家为了小孩好养育，特意贬低小孩的地位，男的用

女名，人有畜名，如阿猪、阿狗；或契名，如闰土、火生、水弟等，这个乳名到

了娶亲脱合后便除去。一个是命名，也即是学

名，这个名字，一般按族谱（即全族的宗支簿）的班辈加上一个字凑成（如果是

单名的便没班辈的规定了）。但有一个习惯，凡是直系先辈用过的字，不得再作

下辈的名字，如再用便叫犯祖了。还有一个字名，字名是男子专有的，妇女没有

字名，男子结婚后开始使用。男子的字名有个字牌，牌上从右至左横写两个大字，

这两个大字即号什么写什么，上端正中处写个较小的“字”（字即字名的意思），

左边还有直行写较小的“命△△”，用扁长形木架装上（如稍为富裕的也有用缎

布金字书写）悬于大厅的墙壁上。其人死后，字牌则拆下烧毁。字名是普通称呼

时使用的，朋友称呼固然用字名，便是有些族内长辈对下辈也称字不呼名。至于

命名除父母和至亲的长辈呼唤外，下一辈以下是绝对不能呼唤的。一个人死后，

他的命名称讳名，在封建社会里，位尊者的名，即使他未死，也讳而不称，死后

更不使用。倘若非用不可时，便要把原字略有改变，如孔子名丘，丘字不能使用，

如非用不可时，便要把丘字写成缺笔，读音也要读作“某”。又如康熙皇名“玄

烨”，按讳名玄烨便是玄字要省去最后一点，烨字缺写正中一竖。从这可以看到

讳名的严肃性。铭旌或神主、墓碑上的讳名，都是死者的学名，为了别于其他名

字，所以注上“讳”字，而且这个“讳”字要写得小些和偏些。至于妇女无名，

自然无所谓讳号，旌布、碑文上往往用排行称呼。第七，旌布上有时还写上死者

寿数，一般的代用语是：三十岁叫壮寿，四十岁叫强寿，五十岁叫艾寿，六十岁

叫耆寿，七十岁叫≥寿，八十岁叫耋寿，九十岁叫耄寿，百岁叫期颐。十数的零

头，加“有”字读作“又”，如六十四岁叫“耆寿有四”。不足叫虚，如六十九岁

叫“≥寿虚一”，六十八岁叫“≥寿虚二”，虚数最多是二，故有虚一虚二不虚三

的说法。死者的寿数记叙不同，如死者≥寿有一，是七十一岁。而祝贺七十一寿

辰则七秩晋一，或八秩开一，意思是八十岁这个阶段刚开一岁，而不说七十又一

岁。假如死未达到二十八岁，不能用上寿字，一般改用“旬”字，如二十三岁为



“二旬有三”，二十四岁为“二旬有四”，并且添上“享阳”一词，如“享阳二旬

有三”，也即是说不说寿而说享阳，因此享阳便是短命。至于二十岁以下便用“殇”，

十六岁至十九岁叫做长殇，十二至十五叫中殇，八至十一岁叫下殇。至于八岁以

下便是无服之殇了。第八、旌文中有时用上“府君”一词，“府君”是子孙对死

者的称谓。

题旌还要行一个礼节，由题旌人主祭，行过初献礼后，死者的儿子，便把预

先写好的旌布，放在一个托盘里，顶在头上，鞠躬送至题旌人前，题旌人便拿起

硃朱笔把已写有的谥字描红，也有在左边署名行内的署名人的姓名描红的，描红

后，死者的儿孙便向执笔的人和礼生行谢礼。再有左边署名的人同样要写上他的

职衔，好些人因为他的职衔吃香，才被人家请来题旌的。至于右边的时间，大致

是记载死者死的日期，有些人为了掉书包却把年月也写上代名词，如什么摄摓孟

陬之类，实属非常之不必要。另外每在时间之下写上“穀旦”两字，那又是“吉

日”的代词。旌布题好后，张挂在灵旁，也是按男左女右，将来出殡时，张挂在

柩前先行作引导，也有放在棺柩上一起抬到墓地后焚去。

成 服

盖棺和题旌后，便开丧成服。至于服制，则因各人和死者的关系不同而有不

同的等级。最重的是儿子服父母之丧，要斩衰三年。以下有齐衰一年，大功服九

个月，小功服五个月，缌麻服三个月等。斩衰的孝服，是用最粗的生麻布制成，

这种布既粗复疏，渔民往往把它来围鱼+虾，故又名虾+络。所谓斩衰，“衰”读

作“崔”，斩衰是说这种孝服衫边和衫脚都是不缝的，纽用麻绳订成。着时要束

一条带，也是粗麻织成的，上面系有几文铜钱。除衣服外，帽子叫做“龙宫”。

用竹篾扎成一个圆圈，上面再扎上半环，竹篾上用沙纸卷着，卷时要一部分披离

在外，形成流苏，篾圈以内嵌上粗麻帽，帽的左右还用沙纸结成纸球，悬挂帽边，

两球正当左右耳孔。帽的前沿，缀有一块麻布，下垂可以遮及眉下，这种做法，

可能是做了孝子，相应要少听少看的意思，也即是俗传的不闻不问之意。除衣帽

外，鞋子也是草编的，这种鞋山货铺可以买到。此外还有丧杖，俗称“哭丧杖”



或“孝棒”，是用竹或木截成。死者是男则用竹制，死者是女则用木制。因为过

去有这么一句话，“父之节在外，杖取乎竹，母之节在内，杖取乎桐”。桐即梧桐

木。孝子每人一条，从长到幼，一条短过一条，孝子男女均有，长幼有序，男女

有别，谁也不能乱拿。这个孝棒，很有权威，要是谁遭孝棒击过，便要倒霉一世。

一般人往往有时对最坏的人的惩罚是要用孝棒殴击，他的含义可以想像。斩衰是

儿子对父母应服的丧制，但对父亲的妾氏，即使她已有了子女，已经是晋为庶母

了，但嫡长子可以不用这个丧服，至于庶母的儿子，还是要斩衰三年。一个人做

了孝子，行起路来，要弓着腰走，要做到“杖而后起，扶而后行”。孝杖是杖而

后起的设施。以后孝子因丧事出入，便要专人挽着，这便是扶而后行了。在棺柩

未出殡之前，孝子等要日夜守于棺旁，叫做“守灵”。而且由死时到进棺之前，

孝子是不吃东西的，要整天挨饿，必须到了黑夜才能勉强准许吃些糕点干粮。停

棺期间，孝子不准坐高凳，睡高床（合家要铺临时矮床在棺旁睡），不得参加娱

乐活动，不准到亲友家赴宴，不得大声笑，不得喝酒，不得理发刮胡子，胡子过

长受不了，于“三七”过后准用剪刀略剪短些，要“六七”后才能理发。守灵期

间不得洗身洗头，十分过不去，才允许在逢“七”的晚上偷偷洗一次。所以一般

人家，当他的父母病危，看看无法生存下去时，大家便赶快理发洗头，准备做孝

子。孝子不能和别人通庆吊，如必须写信给别人时，自己的名字上要注上“棘人”

或“制”字，“棘人”是哀戚的意思，“制”是守制，表示自己在守制期间。过去

封建皇帝还有一个戒条，无论什么官报丧守制，在丧服期间不能生儿女，否则犯

法受刑的。妇女斩衰也用粗麻布作为衫裙，并束麻带，上面同样系有铜钱，和男

子一样，但妇女不用帽子而用头盖。头盖是用长幅麻布摺回将摺转的一边缝起来，

好像卖东西的纸角，也有些在后顶地方不缝，留下一孔，放出头发，因为斩衰的

妇女是要散发的。

等而下之，如孙为祖父母，夫为妻，或已嫁的女儿为父母的丧服为齐衰，丧

服期一年。齐衰比斩衰次一等，所以它用的麻布比斩衰细而密些，一般用黄麻衫，

边和衫脚缝起来。出嗣了的儿子，对生父母也用齐衰。丧服一年的又称期服，“期”



是周年的意思。期服有杖期，不杖期，便是有执丧杖和不执丧杖的分别。过去嫡

子、众子对于庶母（父妾已有于女的）都是杖期，丈夫对于妻子，如果丈夫的父

母已亡过了，便服杖期，如果父母还健在，便只行期服，不用持杖了。本来齐衰

不仅是一年的服制，上面所说的仅是齐衰期年的。还有齐衰服期五个月的，为对

曾祖父母的服制，齐衰三个月的，是对高祖父母的服制。总之齐衰是指丧服的衣

服式样，不是指丧服的期限。再等而下之有大功服，服期九个月。丧服用的麻布

又较齐衰细些，我们普通说是用青麻。凡是对同堂兄弟，未嫁的堂姐妹，已嫁的

姑母和姐妹，以及孙儿、媳妇、侄媳和伯叔等都使用大功服。小功服服期五个月，

丧服麻布应该比大功服的更细些，但我们过去都和大功服的没有分别，都用青麻

袍，女的用青麻衫，青麻头盖，仍用麻绳扎腰。最轻的是缌服，服期三个月，为

对高祖父母、表兄弟、岳父母、女婿外孙等的服限。但过去还有个区别，女婿丧

服一般用白士林布或咿哑白布制缝，侄婿孙婿却用蓝色的。由齐衰至缌麻的帽，

都是用招魂帽，帽高约八寸，比古人的纶巾为高，又自功服以下皆不用杖了。女

子仍用同制的麻布头盖，过去丧服的制式是很复杂的，这不过是普通常见的罢了。

自从盖棺成服以后，棺材头边便要点一盏长明灯，昼夜不熄，并不时要烧化

纸钱。每天要供饭三次（早、晚、夜），每次都要举哀，有点特制和平常的祭祀

不同的便是筷子要带单一只，不是完全成双的，一般是一对和一只，还要有一碗

汤，这种供饭直至出殡后才停止，也有继续至“三七”“五七”的。

讣 闻

报丧是一个重要环节，也叫做讣告或讣闻。除了派人专程通知外，有用书面

报白的，那便是讣闻。这一般还是有钱人家，或有门第的丧家才这样做。讣闻是

一种应用文体，有它一定格式，按内容要包涵有死者的生死时间和开祭日期并墓

地，但重在堪舆人家，在发出讣告时，往往还没有选择到墓地，而又无祖莹安葬

的，所以便不能在讣告里说明。所以后来讣告一般都缺少墓地这个内容。因为讣

告是一种应用文，讣告是要用黄色纸刊印。开头一般是“不孝男×××，罪孽深

重，不能自殒其灾，祸延显考（妣）××府君于×月×日×时寿终正（内）寝……”。



跟着介绍死者生年寿数和职称功名后，还有叙及听到父母病后，便赶回奉侍在侧，

亲侍汤药，“窀穸未安，不得不勉力视事”，办好丧葬。

上面所说的是讣告的本文。本文之后还有署名。第一署名的当然是主丧的人。

一般地说，凡是搬幡的便是主丧的人，原则上是孝子，其余按齐衰、大功、小功、

缌麻等排列下去。但如果夫为妻丧的杖期或不杖期的，那便要以死者的丈夫的名

字排列第一，因为他是死者的儿子的父亲，如果嫡长子已死，由承重孙主丧，便

是承重孙名列第一。我们又常常见到孝子的名字之上冠有“孤子”、“哀子”、“孤

哀子”、“孤哀哀子”等，这是有讲究的。如死者是父亲而母亲健在，那孝子称“孤

子”；如果死的是母亲而父亲还健在，那称“哀子”；如父母都死亡，那便称“孤

哀子”；如果父亲有两个妻子都死亡，那便称“哀哀子”，当然这还要参照五服丧

制来决定。还有讣告的每个署名下还有什么“泣血稽颡”、“技泪稽首”和“顿首”

之类。按“稽”是有停留的意思，“稽颡”是叩头至额头到地后略停留一些时间，

“稽首”是叩到头部触地约停留一些时间。至于“顿首”那是叩头到地便马上举

起。从程度上说泣血稽颡至重，是孝子行的礼。抆泪、拭泪、稽首是比较轻些，

顿首更轻，是齐衰、功服以至缌麻的礼数。还有每个署名的行列，还要按班辈有

高有低，班辈高的抬高一格，低的低一格，或若干格，这显出了长幼有序。

因为父母死了，子女居丧期间照例不能理事，所以自己不能治丧，因此讣告

也不能以自己的名字发出，一般都由亲属中较疏远的代办，常用的都是缌麻服的

人物，在以往男子中心社会的封建制度下，讣告只用男子的名字，妇女是不能参

与的，也有些人家，除印发讣告外，并用大张纸书写讣告全文张贴家门。

祭 奠

奠是对初死者祭祀的用词，祭奠分家祭和亲友祭。在未谈祭奠时，先谈谈灵

堂的布置。死者的灵位设在厅门口，当棺柩之前。最初是竖起一个和八仙桌一样

大的二、三尺高的灵牌，俗叫“风筝”。由竹篾扎成，糊以白纸，镶上黑边，中

间用黄纸写下死者的头衔。还缀上些纸剪图案。正式开吊时，再增上一个纸糊的

灵位牌。原因是它以后出入移动方便。不同于上面所谓风筝是固定的，所以有“行



灵”的意思。这个灵牌，有钱人家扎得左右和上面都镶有盘边，形如烧猪托，所

以又叫“烧猪扁”。上面缀上纸剪浮雕，作双凤朝阳或二龙抢珠等，外加蝴蝶、

蝠鼠、彩云、花草，很是美观。灵牌左右安放一对大元宝，一个是金色的名金锭，

一个是银色的名银锭。也缀有各种浮雕，镶上粉镜，闪烁灿烂。桌前系有纸画的

竹帏，上面或画麒麟，或画四不相等。如果不用纸糊的桌帏，也可以用平时绣金

的红桌帏，但那时要反转用底作面系着。灵台两边，还有一对纸糊的俑人，一男

一女，捧着手巾、脸盆、茶壶、茶托等，那是备作服侍死者的俑人，这是古代陪

葬恶习的遗风。比较庄重的丧事，还悬有灵帏，套着灵位，孝子匿居帏内，帏外

才是祭坛。天井上还搭有丧棚，或张有布帐。

家祭除日常的早晚夜供饭外，有逢七的虞祭和临出殡的开吊祭。祭奠的仪式

很简单，有用礼生和师交佬导祭两种，礼生引祭的一般用三献礼。当礼生唱至“孝

子就位”时，全部孝子孝孙便要一面举哀，一面匍匐到灵前跪哭，任令礼生唱些

什么都不用理睬。只有当执爵的人在上香和献爵时，将焚好的香和酌有酒的杯子

送到主祭者的头边时，他才略用手指轻轻触着，算是自己亲行上香和奠酒。另外

是在读奠文时，全体停止号哭。等到读完了才继续举哀。直至亚奠、三奠以及献

帛、献汤，礼成后，由旁人劝告才停止号哭起立，起来后便要向礼生和执爵人谢

孝，行的仍是稽颡顿首礼等。奠时所读的奠文，也是一种应用文，所以叫做奠文，

是因为丧中称奠。实则同祭文一样格式。跟着才是正文，一般是说祭奠的哀思，

和对死者在生前的关系。祭文结尾还有“尚飨”两字，翻译为语体，是希望死鬼

来享受。至于用师父佬引祭的，叫做荐饭，又是另一种形式，先诵佛号，交代了

祭奠意思，然后奠酒，三奠酒之后，才行举哀，每奠一次，他们咒诵一次。大都

语言俚俗，如“去去来来去去来，西方净土白莲开，台中有酒，孝子高举琼浆祈

奠，叩首。初奠酒，泪一行，一字加直十字装，十字头上加一撇，千载万年甚难

寻。二杯酒，泪两行，二字加直土字装，土字脚下加一曲，去时容易回时难。三

杯酒，泪三行，三字加直王字装，王字头上加一点，孝主流泪断肝肠。”

亲友祭也有两种，一种是制送有挽联的人的上祭，一种是普通亲友致送龙宝



烛的“烧纸”。亲友送给死者挽联，联是对联，挽乃哀死者之词，无须成联。挽

联一般用布制成。过去送对联的不多，可能联中文字套用不易，大约有姻娅关系

的才送对联。普通送挽帐，一般有四个字，女婿、孙婿是送对联的，还有横额，

称谓上女婿称岳父母为泰山泰水，妻之伯叔称列岳。这些对联一般挂在灵前。至

于亲友的挽帐，有写“一朝千古”（典出《新唐书》），“古道犹存”（典出《礼记》），

“斯文宛在”（典出《论语》）等，文字很随便，至于有亲戚关系的，则多写“茑

萝失托”。关系较好的写“露冷蒹葭”（均见《诗经》）。而且一般说来，都是对死

者讲好话，歌颂死者，很少说贬词、用责骂的语气的。有钱人家往往挽帐多至百

数十，至于穷困贫民，便没有什么挽帐了。

制送对挽的亲友，对死者的祭奠，叫做上祭，也聘请礼生唱礼，作三献礼制，

有些和死者关系密切，或亲眷，三奠之后，也有举哀。一般亲友只行拜奠罢了。

亲友祭奠时，自然要备好祭品，但习惯上不是各人自己办，而是租用，是丧家家

祭过后，将收回的祭品租用，租金是厨房的外快。丧事的祭馔，也有种种形式，

一般不是三件（碗）或五件（碗），而是四件（碗），因为俗例有神三鬼四的说法，

所以用四样。实际是四大四小共八样。这四个大的有种种花样，如“仰睡鸡”、“狗

儿猪肚”、“鬼头猪肺”、“金钱元蹄”等，上缀五色图案，很是美观。所以这几个

菜也叫做看菜，意在只供欣赏。四个小菜便不大讲究了。此外，还有些人供上干

果水果等。至于一般亲友祭奠每人只携送龙宝烛一副，即是龙头烛和大罡宝各一

副，按亲疏不同，龙头烛可由二两的以至一斤的，焚香膜拜，这叫做“吊纸”，

或叫做“烧纸”。

祭奠的时候，不论什么亲友都要戴上白帽，这是丧家制备的。唱礼的礼生也

要戴。用白布缝成，和孔明戴的纶巾差不多。祭奠过后，祭奠的人便拿去这些白

帽，准备出殡时再戴。“五四”以后，丧礼逐渐淘汰，将白帽改为黑纱。对于祭

奠烧纸等亲友，丧家照例招呼晚饭。

亲友祭奠时，以鸣锣为号，有人专司，亲友要行祭时是先鸣锣一下，这时孝

子便要在灵帏里伏下，其余孝孙及功服人等，便在灵旁，按昭穆俯伏，这是预备



工作，亲友如有举哀，便都要一齐哭号起来。祭奠礼毕，鸣锣二下，这时孝子们

便弓着腰，步出灵帏来向亲友致谢。这时亲友略移偏一步，作揖还礼。

祭奠时的礼生，是由丧家预先请备的，丧祭过后，是要酬谢的。除银钱外，

还有布匹或手巾。制送联挽的亲友，也要返馈，大约每人一块手巾，这些东西，

都是用黄纸包封，或用讣文包裹，分别馈送。至于仅带龙宝烛的，可以不再用物

质回谢，所有上祭烧纸的宾客，一律招待晚饭，如果是出殡，还要招待早餐，有

些人家，出殡前，来客先招待糯米饭，出殡后，才再招待早餐，也有仅在出殡前

招待早餐的。

按照以前习俗，凡是丧家，无论委托什么人办什么事，借什么东西都要送些

利市，件件要送，次次要送。在进棺和出殡时，在场的人都要发给押身钱。

开 斋

丧事人家，即使十分穷困，总要做一次佛事。最少是一晚。有钱人家却不止

一次，有些逢虞日总做。每次或不止一晚，而有一昼二夜，二昼三夜，以至七昼

七夜。做得多天的，除诵经拜忏外，并有施幽放焰口或过火山等。毕竟穷人家多，

所以单做一晚的较为普遍。时间大都是在首虞即“头七”或出殡前夜，这又叫做

开路。在有钱人家看来，这叫做“屈头丧”，是不体面的。承办这些佛事的是那

些既是佛门弟子又是道教门徒的专业人员，称为“师父”，或叫“师父佬”。有些

做佛事多天的人家，也往往敦请一些寺里的和尚来帮场或主坛，以前东山寺的主

持“见心”便经常应聘，也有请些庵里尼姑来诵经。

开路也有一套节目，如引路、过桥、关灯、解结、散花以及交车、填库。那

些做得佛事多天的，在进坛之前，还要专程先到师父之家迎接佛祖来坛。也要到

井边取水来作清供，即所谓“接祖师”、“取水”做得佛事多天的，从第二天起直

至最后一天中午午餐，都要叫斋。无论师父们和丧家亲眷，以及来客帮工，都是

如此。至于坛场，一般按佛事天数，有三才坛、梅花坛、七星坛等。所挂佛像，

以三宝、如来为主，大斋场有观音菩萨、阿难尊者、燃灯、接引、文殊普贤，多

的有五百罗汉，三千偈谛，设帐挂彩，击罄张幡，诵经拜忏，一片热闹，几乎没



有丧事悲哀气象。

所谓引路，是在晚上列队到街头村外，招引亡魂回家的意思。队伍行列，有

头灯，灯笼上书明姓氏或死者官衔寿数。有金鼓，俗称头锣。打锣时也有一定格

式，一般是七下或九下，但没有谁连打十三下。俗谓麻烦恼人的事叫做“十三棍

头锣”，所以无人使用。至于典出何处，只好待考。行列中死者的灵牌是放在轿

子里面的。过去有人说过：一个人一生总有两次坐轿的机会，一次是结婚时，尤

其是妇女，如果不是坐红轿结婚，那是来路不正的。一次是死后，可是这次坐的

是灵牌而不是死者本体。轿是纸糊的，也有临时租用布轿的。有钱人家，还有两

个或四个孩子，身着丧服，扳着轿杠随行，轿前张有罗伞。有钱有势人家，还有

“肃静”，“回避”或揭示官职的高脚牌，还有俑人。轿前是师父们，轿后是孝子

孝孙，沿途吹吹打打，奏着丧乐，调子很是低沉。行列返程时，沿途插香，并用

松香制作≤子，沿途点放路边，引导亡魂。当队伍停留街头或村外时，师父扬幡

念佛，引吭呼号，招导亡魂。这个幡是用纸糊的，一面书明死者名讳，大致和灵

牌上写的一样，一面写着“喳哑吽南无西方接引导师阿弥陀佛主度”字样，系在

竹枝上。师父一面播扬，一面喃唱，内容大致是说东西南北中各方都不宜逗留，

惟有回家才是好归宿。

过桥：引路归来后，便是过桥。桥用布架成，意思是“奈何桥”。我们这里

做的，首先是师父身披袈裟，手持锡杖，踏罡步半，环行布桥的周围，找寻死者

亡魂，所到之处，无论东南西北或中央，师父便用锡杖将台底预置的瓷碗打碎，

象征打开地府，寻觅死者。经过四处寻找，据说找到了，可是还要孝子认清，是

否其人，如果确是亲属，便要大哭三声，叫做认魂。认过亡魂之后，便由师父代

为沐浴更衣。所谓沐浴，是师父对灵牌作梳洗等种种动作，他一面做作，一面喃

唱。沐浴过后，由孝子孝孙将灵牌捧过布桥，便是过桥。这个动作，要战战兢兢，

认真着意。千万不要把灵牌跌下来。还有女性亡魂，在过桥之前，孝子孝孙还要

饮血水。意思是她生前生男育女，流下不少污血，这是罪过。因为过去人们认为

产妇恶露是世界上最脏的东西，它能污染世界，亵渎神佛，便是好些场合，都不



许孕妇参加，甚至好些事物也不准孕妇看，封建迷信，愚昧无知，有如此者。因

此儿女们必须把她生前留下的血水代为喝清，才能为她消灾，使死者进入极乐世

界。血水是临时用苏木糖水替代的。

关灯的形式很简单，除设帐宣诵佛号外，没有什么动作。他们所诵的那本经

书，除了一些简短的语词外，便都是佛号，如“南无什么菩萨、天王、伽蓝、比

丘、谒谛之类。据说这个节目，是施幽的简化，用意是和施幽一致的。这个节目，

往往和“解结”连在一起举行。

解结的布置，正面安放地藏王菩萨，两边安放十殿阎王。有钱人家或大的斋

场，这些东西往往是临时用纸糊成。“屈头丧”则是师父们平时先用布绘成图像，

届时张挂起来使用。解结是用绳子缚成十个结，每个结串上一些铜钱，师父们每

诵一会佛，朝拜一殿，便将一个结解开。随解随咒，这个结是精心制作的，一拉

便可解脱，结上的铜钱，落在一个水碗里，这样连续逐一解完。解结的意思是替

亡魂将生前所有的冤仇疙瘩，在地藏和十殿阎王前，忏悔解除，销除冤孽，以便

好好投生。

散花是在棺柩四旁，安放孝子孝孙和丧眷的丧服，师父们环棺喃谶，随喃随

将预先预备的糖果，逐一散放在丧服之上，发给各人，这涵有赐福的意思。

交车是把孝子制备给死者的房子移交死者的活动形式。可是我们这里给死人

的车，并不是车而是棺上纸糊的纸屋。我们这里过去的棺柩，外面套上一个纸糊

的罩，旁粘人物花草，上面糊上一间房子。房子很琦伟。上中下三座，每座三至

五吉，有厢房，有客厅，有过道，房子里床铺桌椅一应俱全。画栋雕梁，红墙绿

瓦，很具民族形式。交车时，孝子孝孙每人手持香火，随着师父绕棺而行，师父

们随行随唱各种小调，音调悠扬而悲惋，孝子们把香火戳在纸屋上，烧下若干小

孔，据说未经香火戳过的房子，死者是收受不到的。

填库是孝子奉给死者的财物的移交仪式。孝子为使死者死后生活好过，特给

死者衣物财宝。可是数量之多，实是惊人。除布帛衣物外，有金元银元、金锭银

锭、金笋银笋、金山银山。除贮以箱箧外，还要建起库房收贮，派出库官代管。



填库是把这些财物，借重师父们点交死者，由库官收管。有时在填库中并夹带“开

光”活动。因为所有俑人、库官，都是纸糊的东西，还没有灵性，必须经过开光，

付予灵感，然后有所作为。开光是师父用朱笔在纸制人物的五官手足点上朱点。

纸制人物经点过后便会有生命性灵了。

至于施幽放焰口，那是较大的佛事才有。所谓施幽，是对孤魂野鬼分衣施食

的意思。施幽分水陆两道场，放焰口便是施岸幽，他们的行列和引路差不多。多

的是增加十殿阎王、地藏菩萨。还有山大人、五常鬼、大头鬼、））头鬼，有时还

有牛头马面夜叉。这也都是纸糊的人物。“山大人”头戴金刚箍，身披战袍，青

脸獠牙，手执蒲扇，上书“分衣施食”四字。据说他是观音菩萨化身降下世尘主

持施幽的，所以施幽的场合是必有的人物。“五常鬼”是“勾魂鬼”，也称“催命

鬼”，专司勾取人的灵魂，索取人的性命的鬼差。头戴高帽，八字眉，五孔流血，

形象可怕，所以人人都怕见到他。也许是为了逢凶化吉，所以在他的帽子上，特

书“一见发财”四字，这恐怕是慰情聊胜“凶”的意思。至于其他鬼怪都是面目

狰狞，形态丑恶，大非善类。施水幽在水边举行，除师父们喃喃忏忏之外，并将

预先制备的粘在木片上的松香纸捻，点燃起来，漂浮水上。一时满江灯火，闪闪

烁烁，再说漂浮在水里的纸捻，有两个特别大的用瓦盘粘着，上缀纸花，名叫“灯

头”。这“灯头”除是施幽备品外，还有别的作用。据说能使无子女的人生子女，

有子女的人多生子女。所以每次施幽，执事们便预先约好，将这两个灯头从水中

捞出，送给无子女的人，冲喜他生子生女，这叫做送灯。送灯的仪式也很热闹，

头灯头锣，仪仗乐队，沿途放炮，不一而足。

施岸幽放焰口的特点，是燃烧一条通天烛。通天烛是用木柴数百斤，夹在大

竹里，扎成一根大烛，竖在地上。燃烧起来，火光冲天，数里外还可看到，故有

通天烛之名。每每烧至天明才熄。此外便是点上七十二盏油灯。场面摆出梅花坛

或七星坛等，诵经念佛，振铃击罄，丝弦呕哑，佛号悠扬，其余与施水幽差不多，

时间每至半夜才收场。

最后谈谈过火山。本来“过火山”和“上高梯”是象征上刀山过火海，本来



是道教祖师传宗接代的仪式。但据说这也是属于一个劫运。过得此关，也可以蠲

除魔障，消洗罪恶。所以有钱的丧家为了给亡魂洗罪历劫，超生转世，因而专意

举行，尤其那些缢鬼溺鬼，或刀伤炮火，瘟疫短命，死于非命的亡魂，更非要过

火山不可。至于无钱之家，家里亡魂若有死于非命的，自己财力不能单独举办，

便只好附人骥尾，搭衬举行。火山是用木炭铺成长行，长约三、四丈，引火燃烧。

山头置有小铁锅或犁头。出场人物，有水火二将，手执红黑旗；另有一人，身着

白衣裤，扎着裤脚袖口，头裹白巾，这便是滚火山的角色。更有数人宽袖长袍，

一人手持长剑。一行环绕火山循行，他们似佛非佛，似道非道，一面喃咒，一面

焚化符咒，咒用黄纸朱书，字体屈曲不能辨认。经过两次循行化符，第三次才到

滚火。那时已到夜半，火烬垂尽。滚时，先由一人，从炭中取出铁锅或犁头，用

牙咬着离开火山。他用牙咬是表示他特有神通，本领非凡。之后，持剑的在火山

行中连斩三剑，并书一道符，这样已划去火山一半，跟着那滚火山的角色，紧抓

袖口，打个风车，进入火行，着力于肘和膝，直滚至末端。随着孝子孝孙们，背

负灵牌神主，飞步走过。滚火的在火行上滚时，水火两将左右护定。如果滚火滚

得不正或有什么偏差，水火二将，便一个扛头，一个扛脚，将滚火的抬过，草草

收场。另外赤足走火山的，在走火山之前，往往用殊砂水蘸足，认为可以防止烫

伤。

殡 葬

殡葬是把死者送葬地下，做到所谓死者入土为安的过程。

殡是把死者棺柩送出家门，抬往葬地。这个仪式，叫做“出丧”或“送丧”。

在出殡的前夜和出殡的那天早上，一般要招待宾客吃饭，同时每个参加出殡的人，

都要分给若干押身钱，亲属多些，百客少些。这笔开支很大，因而丧家要举债来

对付。招待吃饭时，孝子要按席跪拜谢礼。

出殡以放炮为号。出殡前，先向死者奠告出殡，叫做“祖奠”。这时发放头

炮。奠告一般用三献礼。祭告后，随即拆卸丧棚，解下灵帏。前面所说的风筝也

同时拆去，让出路来。然后拿开棺柩上的车和罩，由抬棺的将棺柩抬出大门外，



准备结杠。那时孝子孝孙及丧眷人等，都跪在门前举哀。送时也有一个禁忌，如

果有犯着岁忌时忌，正冲旁冲（如甲子、庚午为正冲，戊午为旁冲）的，在棺柩

起动时，便要走避，即使是孝子孝孙，也必须远离。结好杠后，便发放二炮或三

炮，棺柩起行。抬棺有六人、八人、十二人、十六人不等，那看丧家的财力和死

者身份而定。抬棺的大杠，是用一条大木髹成红色做成，叫做“骑龙杠”。有些

有钱有势人家用两条大杠抬棺，那叫做“双骑龙”，要三十二人共抬。棺柩进行

时，罩上原有的纸罩，遮着棺材，至于“车”，有放在棺上一起抬走，也有另由

两个人抬行。出殡的行列，头灯头锣，俑人伞轿，和引路时相似。如有帐挽的，

也一律扎好搬出。旌布在前，帐挽在后。宾客、师父行在棺柩前面，他们都头戴

白帽，这白帽是烧纸时取下的，上文已经讲过。民元以后，用白帽的已少，改用

黑纱了。棺柩之后，便是孝子孝孙和死者亲眷，男的除孝子外，高帽长袍，女的

头盖麻裙，功服以上，一律沿途举哀，但也有例外。又每个孝子，不论男女，皆

有一人护持，煞有介事地做到“杖而后起，扶而后行”。丧仪行列中扮演比较突

出的是两个人，头戴假面具，身穿大红袍，手持大刀或水火棍。这两个人是开山

劈路的。他们是姜子牙在封神榜上封定的，他俩是两兄弟，一个叫做方相，一个

叫做方弼，另外还有一个人，肩挑箕畚，里面放些锄锹等挖土工具，并有一条大

麻绳，这是土工的领导人物。他随着棺柩行进，沿途散发纸钱，恐怕是买路的意

思。有钱人家出殡行列中，还雇有武装士兵沿途护送。过去公局（宾兴馆）的老

兵往往被雇充当这种侍卫。有时并有两个人拿着长号筒，吹起来嘻嘻嘎嘎，既属

单调，也和行列中的哀乐不大调和。也有十番锣鼓，沿途吹打的，挑鼓的扮作丑

角，手摇葵扇，故作种种丑态。或杂有马色，几个人乔妆打扮，扮作唐僧取经，

或八仙过海，行程中有时还有路祭，是亲朋戚友拦路祭奠。那时所有人马，都要

停止进行，但棺柩仍要抬着，不得放下。孝子孝孙们都要赶超棺柩，到案边伏地

陪祭。祭奠完毕，才回本位。无论死者身份如何，出殡行程中，偶遇官府出巡，

尽管官府仪仗显赫，例不让路（婚礼行列也是这样），因为仙凡殊途，即使官府

地位多高，也不应逾辆超前。但殡丧行列，也要停乐止哭，傍路疾驰而过，算是



还回规矩。队伍至郊外村头，行程才算结束。这时宾客停步，抬棺柩的也暂行息

肩放下（在此之前，棺柩是绝对不能中途放下的）。孝子经过辞柩，便四方谢孝，

放炮散队。待各人散去，再将棺柩抬至墓地。

丧家自棺柩出门后，便另有一番忙碌。首先将丧棚等一切用具及丧门各种标

志如报白的纸条门楣等全部撤去（也有在出殡时随柩抬走），所有门神上的蒙面

纸一律揭除，门神复职。祖宗牌位也全部恢复旧位，点焚香烛。并有押财、安座、

解维等节目。押财是请一个有子有女、夫妇齐全的命好人，在出殡之后，督率清

理地方，并在全家各房里点上灯火，并将一箩谷米，放在厅的正中，上面放上钱

银葱菜（取聪明有财气之义）并大刀一把，这些东西，都用红纸封定。上面所说

的钱银，是按孝子人数，包作若干包，孝子回家时，每人取一包。另外将扫地扫

把（只限两把，不得多也不得少），在大门外焚烧，所有送殡的孝子亲眷回家时

都要跨过这火堆，迷信者说是能燎去不祥。安座是棺柩虽已抬去，灵位还要保留，

要给它一个位置，以便以后祭奠。灵位的安放，也有一定的准则，大致是男左女

右，同停放棺柩的格局，有长辈的要安偏些或上首空出位置，不能稍有逾越。安

放完毕，师父们喃咒一番，孝子行过叩首礼，便算安座。解维时，师父们捧一碗

清水，青梢一枝，周屋而行，随行随将青梢蘸水拂洒，并用口吸清水洒喷。有些

人家还要喷火，是师父用口吸着油和酒，对火枝喷去，爆出火花，闪烧各处，说

是可以驱怪灭鬼，确保一家以后得到安康，也是属于迷信。又在棺柩抬出门后，

压财人便要取些芳香树叶草苗，煮成沸汤，师父解维后，洒余清水，倒进锅里，

丧家各人便各舀水洗脸，取其芳香化浊，说是可以清除秽浊，保人健寿。自出殡

至除服期间，妇女头心索辫子线，只能用蓝色的（棺柩在厅上时，孝妻孝媳不能

梳头，只能用梳绾起头发结在头上），鞋面的花也只限于蓝色或白色。但大家从

出殡日起，不用再集中打平铺守灵，可以各回各人的房里睡觉了。

墓葬也叫做“落葬”，是一个人一生的最后结局。因而在殡葬之先，首先要

择地谋穴，往往到处寻觅，踏遍荒山野岭，寻龙点穴。至于墓地，既讲求龙气，

也要讲究格局。龙气是指山峦起伏，来去走向，蜿蜒起落，酷如龙行，故论者谓



这是来龙去脉。如龙口、龙头、龙颔等处，都属吉兆。至于格局，在堪舆家看来，

墓场是一个小天地，故要讲究四灵，即古书上所说的“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

龙而右白虎”。又因为白虎是凶神，而天神之贵于青龙，故白虎不能高于青龙，

高则有煞。且朱雀在前，龟蛇拱后，有此四灵，便可以正四方。这便是格局。至

于一般人家，没有这么典雅，他们称左右为抄手，前为文笔，后称后靠或按岭。

至于墓地地形，那是小局，大都是因形成名，命名叶义。墓葬除讲究风水外，并

要讲究年利月将，所以有些要择定吉日良时，才行安葬。有些葬时如属无利之年，

往往葬时暂不立碑，或不开光，等到大利年届，才再完成。如今年岁次癸亥，南

北大利，西方无利。座西的坟山，要等到明年甲子，东西大利，才立碑行祭。

至于下葬，也有一套做法。首先是地师摆下罗盘，确定方位，然后土工依线

动土，有时还要试看土质，讲究深浅。墓穴挖好后，将带来的俑人、车、罩等连

同金银纸宝，以及一切纸扎的东西，统统放进冢里焚烧，叫做“暖冢”。暖冢后

才行下葬。等到校正棺柩坐向，孝子便用衣衾，兜些泥土，填进冢的四角，然后

由土工回土。这恐怕是象征孝子亲自埋葬亲人的意思。棺柩放进冢里时，也大有

禁忌，如果正冲旁冲有克制的，即使是孝子也要远避，便是其他非冲克的也宁可

离开，以策安全。很少冒讳走近，恐怕灵魂错被埋葬，便会倒霉了。便是影子，

也不能投下冢中，以避不意。墓碑一般载明死者姓氏官职讳寿有如旌布而文字却

简略外，并把死者子孙名字刻入。既分嫡庶长幼，也载明出继承祀，可说是一个

简单家谱。更有些墓门竖有石柱，镌有对联，周围筑定界至，形势煊赫。还有些

为了宣扬祖德，镌有墓志铭，神道碑。墓志铭用石刻好后埋在土里棺前，神道碑

则耸立墓前地上。有些石碑还载明墓地向至。

除坟墓外，每墓都堆有一个后土。后土，为主土之官，以土为神名。后土是

因应地形，堆在墓的后面。有男女之分。男的略偏左，女的略偏右。这个后土，

每年省墓时都要拜祭和先祭。而且在初筑和每次拜祭时，都要放进些血食，叫做

“生红”，是一些鹅的气管或鲜血。据说白虎是凶神，俗语说：“白虎口开开，不

损人丁也损财。”它往往伤害坟墓中人。但白虎的天性，得到血食，便会走开。



后土龙神掌有血食，白虎如来，给它一点生红，它便满意走去。这样可以保得坟

墓的安谧。祭墓分几种，初堆好时拜祭一次，叫做复坟。死后第一个年的清明前

拜祭一次，叫上新坟。上新坟和复坟都要举哀。上新坟必须在清明节前春分节后。

上新坟后第二周年拜祭的叫做圆山。以后每年逢清明和农历十月初十日各祭拜一

次，叫做“省墓”。所谓“省”，本来是秋祭，读作“弥”。我们说“省墓”可能

是借用。但如从“省亲”的意思来解，其意也通。农历十月初十日的拜祭，称“送

寒衣”。因那时已届冬令，故为死者添衣，也是一种孝思。省墓也或叫扫墓，这

活动到处都有，它有“慎终追远”之意。

虞 祭

在未谈虞祭之前，先补充说说“回煞”。据说一个人死后不久，大约十几天

左右，他的灵魂总要回家一次。可是他这次归来，不是以家人的亲人情感回来探

望，而往往是带有不利于家人的意思。即是说并非好感而是恶意。并说他的归来

会作种种化身，或鸟或虫，或猫或鼠，或风声，或气息，不可究诘。碰着的将会

倒霉受害。回煞的日期，说是从人死的日月干支推算得来，因而是可以预知的。

正因为丧家各人心上早存有这个疙瘩，所以到了那天，大家都设法避开。

现在来谈虞祭。本来“既葬而祭”才叫做“虞”，应该是葬后而祭礼。但是

我们这里过去，从人死之日起，每七天叫做一个虞，故有首虞，二虞、三虞以至

于十虞，最后是十虞了。而且无论既葬未葬，每逢七日都行虞祭，故称虞祭，也

叫做“做七眼”。十个虞日之中，以三虞五虞为最重，称为大七眼。至于六虞的

祭奠，则俗例说“六七”，死者不吃本家饭，必须由外姓虞祭。一般来说，六虞

是由已嫁的女儿及女婿来主办。未婚的女儿也可举办六虞之祭。那些没有女儿的

则由姐妹，侄女或姑姑代替。至于九虞往往是出祀的儿子主奠。虞祭是例行公事，

没有什么可说。但六虞却另具一格，和其他不同，本节所谈，主要是谈六七虞祭。

虞祭有两个形式，一个叫做“供”，是请礼生赞礼祭奠，或仅仅是焚香膜拜

举哀化纸已，没有什么可说。一个叫做“烧”。便是开斋念佛，另是一番做作。

斋事和上面所说的一样，可几天也可以仅仅一夜。除引路施幽供斋念佛外，六七



特有叫做“做一出斋唱一出戏”。即是除念佛外，还要做戏。戏目一般是破地狱。

剧情大致取材于“目莲救母”。也有人点演《仕林祭塔》的，总是孝子救亲的故

事。一般以救母的为多。

“六七”第二个特点是“送饭”。这个程序有三个角色。一个是阿姐，是程

序的主角。还有两个是阿妹和阿来。阿妹是个侍婢，年纪小小的，只是主角的伴

行人，阿来是代阿姐挑祭品的工人，他送饭到了灵前，摆好了祭品，便没他的事

了。这以后阿妹和阿来便不再出场。阿姐的主要表演是祭奠时间在灵前举哀，半

哭半唱，哭诉她各种经历。她既哭母亲的十月怀胎，多年抚养，历尽酸辛艰苦，

也哭她自己从幼到小，从小到大，父母种种恩情天高地厚。阿姐哭的语词，有比

喻，有双关，有歇后，词类丰富，修词精炼，声韵悠扬，而且既诉身世，复哭世

故，内容真实，有血有肉，阿姐的且哭且唱，直至深夜才停息。

第三个特点是“回门”。因为女儿女婿“烧七”，是以女儿夫家名义来举行的。

斋祭完毕，便要回家。礼尚往还，女儿女婿烧七完了，岳家按例要有返馈。除衣

服布匹金银果品外，要备一桌菜肴，俾回家祭祖。常例还要送一个小猪，有钱的

可以送牛，叫做“六七猪”或“六七牛”。据迷信家说，这个猪或牛，养起来至

会长大。此外还要两盏镜灯（过去用灯笼），上书“如意吉祥”等红字，两灯都

要灌满油，一路点着，并点燃两枝大香，一同拿回家，不得熄灭。女儿这天，从

新梳妆，新衣新鞋，连头心索也换新的，但头心索和鞋面还是如前所说，不能用

红的，回时因应各人情况，可乘轿，也可以跑路，一般能做到的都是以坐轿为荣。

回家后祭祖宴客，才算蒇事。一般说来馈赠以虞祭所花的钱数为准。宁可超过数

目，不能少于虞祭开支，才不被人评议。

人死到了十个七，便要分煲自爨。那时在灵台之上，安放火炉瓦煲，以及碗

筷餐具，象征性自此以后自炊自食，不用日奠虞祭了。那些享阳短命鬼，分煲自

爨却还较早。此后还有百日对年，然也不过如一般祭祀罢了。过去还有“忌日”

的习俗，那是死者逝世纪念日，祭时俗称“烧羹饭”。



除 服

除服（俗称脱服）是守制期满，服丧已尽，解除服制的意思。也叫做“大祥”

或“上高台”。按丧制以斩衰为至重，为期三年。因此服满三年，才可解除。但

我们这里俗例，凡过了三个年头，或满两年以上，短命的过了周年，便可除服。

除服之前，首先要制备一个神主牌，一般用樟木或楠木作料，没有人用杉木的。

俗语有“杉木神主牌做不得主”的流传。牌由两片木片嵌合而成，牌内书明死者

世代、姓名、出生八字、寿数、配偶、子女并葬地等，有职位的并有简历。除服

时先行凶礼，后行吉礼。行凶礼后，便将一应丧服、孝棍、灵牌、灵幡以及灵台

上一应东西焚除，并洒扫全家，张灯结彩，家人换上新衣，门上贴起红联。联文

往往有“大开世绪，祥发人文”或“鼎新革故，否去泰来”等。在除服期前，分

别通知亲友，大家都送礼物，有糕饼糖果等，这些东西，是送给神主升座搭脚的。

吉礼开始，先行点主开光。那时神主牌上簪花挂红，由孝子顶在头上，送到礼生

面前。礼生手执朱笔，先点牌上神主的“主”字，所以又叫做点主，按点主在先

叫做“贯神点主”，是在写神牌时，预先把“神主”两字缺笔（“神”字右边结构

的“申”字缺去一竖，“主”字缺头上一点）点上，点主时，点主人才用朱笔加

上一竖和一点，所以叫做“贯神点主”，可现在已渐简化为点主了。其次礼生还

在神牌上下左右或圈或点，随点随说些吉祥话或顺口溜，如点上下时，则说“天

高地厚”，点左右时，则说“左宜右有”，点前面时，则说“吉星正照”，点背后

时，则说“克昌厥后”之类。那是开光了，点主开光过后，孝子谢过礼生，便开

始将神牌送进神龛。沿路越过亲友送来的礼物。进入神龛后，按左昭右穆，分别

宗支长幼，安定位置，然后唱礼拜祭。一时香烟缭绕，灯烛辉煌。还要宴请宾客，

喜气盈门，场面相当热闹。

服除以后，家里从此便可举行各种婚姻吉礼。在除服前，家里人是不得婚嫁

的。如非举行不可时，只好用东西遮起灵牌。除服以后便不再禁忌了。一个人死

后的处理，这时便告结束了。

（摘自《合浦文史资料》第二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