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 家 人 爱 讲 客 情

中国是个文明礼义之邦，自古以来，客家人同其他各族矬一样崇尚人与人之间的人缘

情份。客家人爱讲客情的优良传统一直相传到今天。尤其表现在姑娘的婚前婚后更具特色。

姑娘要出嫁了，左邻右舍的亲属对她都很难舍。为了表达一点心意，在姑娘临出嫁前

的半个多月，一家家便盛情邀请姑娘吃一顿饭，这顿饭自然得像样一点。不论哪一家相请，

姑娘必定要去，只有这样，相请的那家人才高兴；要是推辞，就未免太不近情理了，人们

不仅议论姑娘高傲、小看人，而且连姑娘的父母也会被责怪。因此，大凡有请，姑娘没有

不去的。一来，跟叔伯婶嫂姐妹叙叙情分，二来，听听长辈的良言教导，以便到了婆家以

后怎么做人，如何生活，心里有个更厚实的底子。

姑娘出嫁时，左邻右舍的婶嫂、姐妹便互相联络通气，各人买点什么礼品送给姑娘。

过去是大家都买一截花布，后来改为尽量买各种不同的物品。姑娘的父母代收下这些礼物

作为嫁妆，如果男家的彩礼有鸡鸭送来的话，就给送礼品的人各回送一只鸡或鸭；如果没

有鸡鸭，也就免了，谁也不会见怪。

送嫁，据说过去的仪式只能是姑娘的兄弟姐妹，不要其他亲属，而且只遥到半路便分

手。后来的仪式有了改变。现在送嫁客越来越多了，家中姐妹加上邻里姐妹、同学，十位

八位属于常事，二三十位也不为罕见，且一直送到男家。但无论多少个送嫁客，男家设席

接待只能让他们同坐一桌，要是一张桌坐不下就搬桌来凑在一起。送嫁客要回去了，新郎

必须打赏封包，封包不拘大小，只要拿得出手就是。

按照客家过去的风俗，新娘子过门的三天内，朝朝都要端水给家公家婆旺面（洗脸），

左邻右舍来看新娘，新娘子还得端水给长辈旺手（洗手）。但长辈们洗过后一般都要给新

娘赏个小封包作为见面礼。新娘子去挑水要有小姑子带去，打了水就毛些小钱在井台上给

带路人拾去，另丢一二枚铜钱或镍币在井中，表示“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意思，丢在井中

的钱要等到清洗水井时才能拾起。

姑娘婚后第三天，她的娘便同两三位婶婆伯母去探三朝，男家必须隆重设席，热情招

待，如招待不周，便要被人们作为议论话柄。

姑娘第一次来探娘家，俗称来“头趟村”，必须请人挑担，要做成担的发糕，和每家

一块的猪肉分发给左邻右舍，作为酬谢亲属之情和教导之恩。各家亲属再次邀请姑娘（如

果姑娘和丈夫同来就连同新姑爷一起请）吃饭。这一回，姑娘就得给亲属的小孩“缚衫带”

（给封包）。新姑爷一般都要被人们逗弄，试试他是愚蠢还是聪明。因为风俗如此，姑娘

和她的爹娘都不能有任何表示反对或不满，要是新姑爷害怕难过“逗弄”这一关，你就要

跟姑娘一起“转门”（探娘家）。

探娘家的姑娘要回去了，左邻右舍的每家亲属要送些礼物给姑娘带回婆家，这叫“有



来有往，地久天长”。

姑娘坐月子时，不仅婆家的左邻右舍要买鸡或买肉“送羹”，其外家（娘家）的左邻

右舍也得那样做。对别人送羹，不论是鸡或肉，主家都要留出一点回还送羹人，这也叫“有

来有去，大家吉利”。

客家人讲客情，有病情时，左邻右舍都来探问、安慰，送给些钱或食物；谁家有喜事，

大家便欢聚一堂，这叫“有福共享，几乎全村人都来支援，不讲酬劳，只要家常便饭吃饱

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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