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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北京编辑部用几年的时间，策划、编辑了这套《当代北京社会生活史话》丛书。
这套丛书属于当代北京编辑部组织编写的《当代北京丛书》中的史话系列，它的目的是记录和宣传北
京在新中国成立后，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变化、发展和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取得的巨大成绩；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当代北京史的研究成果，帮助大家了解时代的进步、
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同时，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60周年，向世人展示当代北京的成就和风貌。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历史是需要用文字、图片等记录下来的。
记录的方式很多，党史、国史、地方志以及纪实文学等等都是。
这套史话丛书，则是既体现“史”的宗旨，即以真实的史料为依据，注重完整性、科学性、知识性，
纵向脉络清晰，横向展现充分；又具有“话”的特点，即力求叙述的通俗生动和议论的简洁明了，使
老百姓愿意读、喜欢读。
这个努力是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就需要请读者来做出评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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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老北京人的婚姻礼儿多了解当代北京人的婚俗，还应该从历史上了解北京。
北京是一座移民城市，因为是“都城”，大家都往这儿跑。
远的不说，就说1949年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后，全中国的精英就都往这儿跑。
来了多少人？
谁也说不清楚。
改革开放30年，又呼啦啦来了一批，一直到现在，各种人才就没有断顿儿过。
但凡现在工作着的人，环视一下自己身边，有多少是“纯正”的北京人，估计没几个了。
显而易见，北京人的婚俗，随着外地人的涌入，物质条件的丰富，人们追求目标的转变，也在日新月
异。
北京人寻找结婚对象，上个世纪50年代兴找干部、工人，因为那时干部是新中国建设的新兴力量，工
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是老大哥；60年代兴找解放军，因为毛泽东提倡“全国都学解放军”，解放
军最光荣；70年代兴找大学生，兴找干部子弟，因为知识分子重新开始受重视，干部子弟的老爹能解
决自己的就业前途；80年代兴找个体户，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已经开始比别人有钱了；90年代
找大款，兴找有海外关系的，说明婚姻也可以瞬间让自己步入富人阶层，可以让自己曲线出国；进入
新世纪后，男人开始找女白领，女人开始找成功人士，甚至还流行“姐弟恋”。
不管怎么发展演变，经济在当今婚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不是有句话常说，爱情是浪漫的，婚姻是现实的。
婚姻就要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
结婚之后需要住得宽敞、穿得漂亮、玩得潇洒、吃得营养。
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婚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可避免地面对的就是生活质量的提高。
而婚姻质量一直是左右生活质量的砝码。
新一代北京人总结说，如果说父母辈的婚姻是为了生存得更好些的话，人们的婚姻则要把生活的质量
提高上去。
由生存到生活，一个质的飞跃。
一、民国前老北京的旧式联姻状况自古以来，男婚女嫁都是人生头等大事。
中国作为一个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国家，它的婚姻制度都是以不同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为出发
点的，很少考虑乃至压根儿就不考虑男女双方个人感情这一因素。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中国人接受婚姻教育听得最多的话，再有就是“从一而终”。
其时整个社会的婚姻制度、礼俗都贯穿了专制和利益。
老一辈父母都认为，给子女找配偶乃是自己神圣的责任，更是一种权利。
被视为“人之常情”、“天经地义”。
旧时的婚姻，不注重国家法律上的承认。
婚礼所做的一切就在于通过各种环节让亲戚、朋友、同事、邻居得知，谁家的儿子娶了谁家姑娘了。
谁家姑娘嫁给谁家儿子了，让公众予以承认；是以收“花红彩礼”、搞“明媒正娶”的仪式把俩人的
关系合法化、公开化而已。
在几代封建帝王建都的北京，从明末到民国期间，民间的结婚礼仪始终都贯穿着繁文缛节。
从订婚到最后结合，要经过所谓“六礼”——“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
、“迎亲”。
这些环节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让男女双方的家境亮了一下底。
它实际上是家庭财产、社会地位的一种“PK”，穷人就根本不讲究这些了。
清人入关后，明文规定满汉不能通婚，永为定制。
这种做法实质上是继承了元朝时定下的维护蒙古人血统和地位的婚姻制度。
这种制度推行了三百年，直到光绪时期，迫于形势，才下诏准许满汉通婚。
民国初期，中国打破几千年来男女授受不亲、性封闭的传统。
有条件接受过教育的青年男女，他们的社交走向公开，开始自由恋爱，自愿结婚的情况也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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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男女青年接受了很多先进思想，开始起来反抗旧传统强加给他(她)
们的“没有爱情的婚姻”，采取抗婚、离家出走等方式争取婚姻自由。
二、满族人婚俗中的老礼儿所谓老北京，前清的遗老遗少居多，好多老礼儿也就沿袭了满族人的风俗
习惯。
俗话说：“满俗重排场，汉俗重礼节”；满族的习俗是“官场派”，办起事来，给人的感觉好像这家
朝里有人似的。
汉族的习俗是“学者派”，给人感觉这家人明白、懂事、讲礼儿。
老北京人爱面子，有些人虽然“家徒四壁”，但一出门，必也先将自己粉饰一番，长衫短褂的得搭配
得体，头得拾掇利落喽，鞋上也要一尘不染，俨然一副大家风范。
一些普通人家陈设虽然简单，却也摆放整齐，光明几净。
平民妇女没有华丽衣衫，即使是粗布旧衣，洗得干干净净，叠得平平展展，出门时打扮得光鲜一些，
也像模像样。
满族男女到结婚年龄时，平时比较注意打扮。
婚前的姑娘喜欢用凤仙花的液汁儿，调上白矾，染红指甲，据说这样可以除瘟祛病，月月吉庆。
满族人有句俗语叫“成不成，酒三瓶”。
男女青年定亲时，男方的媒人第三次去时带去的酒如果被拒收，就表明这门亲事未成。
定婚之后，姑娘在出嫁以前，针线活儿多起来，如绣枕头、绣烟荷包和钱褡裢一类的东西，作为结婚
后使用。
而烟荷包则是留给公婆使用的。
满族旧时的婚娶，利用花轿（后改花车）。
结婚前三天要杀猪，准备待客。
在男方迎娶新娘时，可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姑娘由娘家哥哥、姑舅大娘、叔伯大娘、婶子等人送亲
。
而姑娘的父母、姑姑、舅舅不去送亲。
娘家和婆家约好时间同时出发，一送一迎。
双方在中途相遇时，要进行“换车”，即新娘由娘家送亲的车上，改坐到婆家迎亲的车上。
这时，两家的车在中途辞别，各返回自己的家中。
第二种形式，男方花轿(或花车)到女方家大门前时，女方家把大门关上。
怎么办呢？
男方就用满语作种种恳求之词，女方才将门打开，让迎娶的花轿将新娘接走。
男方把新娘娶进门后，先要“坐床”。
当揭开帐子时，参加婚礼的人要合唱满文“喜歌”。
喜歌的大意是：“从南方来了一对凤凰，飞翔着带来吉祥，凤凰恩恩爱爱白头到老，有苦同受有福同
享。
”现在这首喜歌几乎失传，没有人能回忆起喜歌的全部内容了。
第一天拜堂之后，新娘子要在炕上“坐床”一天，也叫“坐福”。
当天晚上，新房里放一张桌子。
桌子上放两个酒盅和两个酒壶。
新郎新娘手挽手地围桌绕三圈儿后开始饮酒。
炕上点燃一对儿红蜡烛，通宵不息。
外屋有数人唱喜歌，叫作“拉空家”。
也可以有人用黑豆往新房里撒，热闹两个小时左右，人们散去。
北京旧时满族人结婚时，还有一种习俗，在婚礼之时，新郎要拈弓射箭，向未揭“盖头”的新娘虚射
三次，这大概源于氏族社会抢婚时的遗风。
第二天，新娘子由人领着去拜见邻里街坊的长辈人行家礼，这叫做“分大小”。
结婚三天后，新娘带上新郎回娘家。
这就是“回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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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人的家规很严。
儿媳妇对公婆每天要做到“早请安”、“晚问好”。
平时，新媳妇欲回娘家时，必须先到公婆面前“请假”。
公婆准许儿媳在娘家住几天，就住几天。
新媳妇临走前，要向公婆行叩拜礼。
从娘家按时回来后，新媳妇要先到公婆面前请安、问好，然后才能回到自己房中。
平常日子，如有亲朋邀请公婆前往时，如公婆有事去不了，则由儿子先问二老：“可否由儿子、儿媳
代替去呢？
”经二老同意后，方可到亲朋家中。
儿子儿媳回来后，要先向二老“道安”，说道：“偏二老的饭了。
”满族人结婚二年之后，家庭礼节渐少。
顺带说一句，结婚请人也有讲究。
尤其是满族在旗人家，特别有讲究。
俗话说“三天为请，两天为叫，当天为提溜”。
这个礼就是从婚娶迎嫁中衍变来的。
发请柬或通知亲朋好友，必须在结婚典礼的三天之前完成，要不您就露怯失礼了。
三天之前通知，您算是“请”人；头两天，您算是“叫”人；当天，您这就算是“提溜”人了。
懂礼儿的人挑眼，根本就不来。
重要的亲戚朋友，一般都在婚前一个月上门去通知邀请。
三、清朝官员结婚受制多多过去清朝的官员要结婚，先得通过媒人通知女方家，如果两家对这门亲事
都有意思，才可以择吉日行纳彩礼。
纳彩礼都是有标准的，根据清朝政府的规定：公、侯、伯成婚的“纳彩礼”，缎衣五袭，缎衾褥三具
，金约领一具，金簪五枝，金耳饰全副；一品官纳彩礼，缎衣四袭，其余同侯伯；二、三品官纳彩礼
，缎衣三袭，缎衾褥二具，余与一品官同；四品官以下至九品官的纳彩礼，缎衣二袭，缎衾褥一具，
金约领一具，金耳饰全副。
纳彩日，主人要着吉服，命子弟前去，从人携带着礼物送到女家。
到门口，女家主人穿着吉服把客人迎进去，从者将礼物陈于厅堂之上，说明纳彩的来意，主人表示接
受，并告于庙。
主人招待使者，上茶少坐，使者及从人辞归，主人送于门外。
这天，官员纳彩礼之家，设宴款待宾朋，宰杀的牲口数目都有严格规定，不得超出标准。
公爵纳彩日设宴用牲九，侯伯递减，一品官行纳彩礼设宴准用牲六，二品官准用牲四，三品官准用牲
三，四品官以下准用牲二。
结婚前一日，女家送妆奁于官员家，陈于厅堂，以示女家陪嫁之丰厚。
结婚之日，官员家一面备办酒席大宴宾朋，一面设仪卫，以彩舆遣人至女家，迎娶新娘。
新郎吉服在家等候，无须亲迎。
女家将出嫁的姑娘打扮起来，等候迎亲的彩舆。
当彩舆至，由嫂或其他女人扶姑娘上车，迎亲队伍返回家门，由女侍引导新娘入室。
然后，新郎与新娘行礼如仪，再行合卺礼。
当天，宴席的数目，在《大清会典事例》上有规定，同样不得超出标准。
四、普通百姓结婚要过几道关官员结婚由于身份的限制，要遵守大清的律制。
那么老百姓呢？
虽然没有要求登记备案，但是从订婚到最后结合，也需要经过许多繁琐礼仪程序。
1．保亲保亲，俗称“说媒”，在《仪礼》中称“问名”，也就是今天的婚姻介绍。
通过媒人介绍、男女双方父母同意后，首先要过“门户帖”，男女双方各用一红纸折子，写上姓名、
年龄、籍贯、三代(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名号，由媒人传递，随后，男女双方长辈选择吉
日和适当场合互相探视，了解对方家庭财产状况、家庭名声、姑娘品貌、姑爷身世等，是否门当户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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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婚经过互相查访，双方主婚人均无异议，再过“八字帖”。
男女双方各用一红纸的折子，写上出生年、月、日、时，请“星命家”测看男女双方的“八字”，叫
“合婚”。
因每个人的出生都有年、月、日、时四个部分，每个部分又占干、支各一个字，四个部分共计八个字
，所以叫批“八字”。
星命家称男女两方属相必须相合才能结婚，以免婚后夫妻“相克”或妨碍“家运”。
过去的说法是，男女双方的属相必须相配才能婚姻美满，否则夫妻就会相克，就不能成婚。
批八字是古代卜婚的遗迹，根本没有科学根据，但是过去人们都相信星命家的话，著名相声大师侯宝
林的相声里就有讽刺这种习俗的段子，像什么“青兔黄狗古来有，红马黄羊寿命长，黑鼠黄牛两兴旺
，青牛黑猪喜洋洋。
”相克的则有：“白马怕青牛，鼠羊一旦休，蛇虎如刀锉，龙兔泪交流，金鸡怕玉犬，猪猴不到头。
”民间还忌讳属羊和属虎的媳妇，认为属羊的媳妇会克丈夫，当寡妇，是苦命人。
属虎的媳妇性格凶恶，会“克丈夫，妨公婆，终无子，主贫穷。
”更加要不得。
老舍先生的小说《骆驼祥子》里有个虎妞，就是因为属虎，再加上长相不佳，性格像男人，没人愿意
娶她，所以直到三十多岁还没找到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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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北京婚恋史话》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老北京婚俗婚恋显中华文化，解放后北京人的婚恋随时代而变化，北京名人的婚恋，和谐社会中的现
代婚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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