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婚嫁

接轎
南三鄉俗，娶婦者夜深始返。凡屬案兄弟，必攜

燈籠、挾火槍往女家接轎，沿路燃放寸爆，至則向各
家撾門，呼看新婦。

沿途爆竹彩燈光，親迎歸來鼓樂張。深夜撾門遍
閭裡，聲聲呼去看新娘。

《時事畫報》，光緒三十三年（1907），第三期

 

粵俗娶婦，例食暖堂飯，食時音樂並奏，夫婦當中
坐，會友兩旁陪坐。每下箸，舉一盞，必題四句，句中多
語語雙關，雖極狎褻，不以為怪也。戚友之作壁上觀者，
亦題四句以助興，或更燃放串炮焉。

暖堂飯，多得你的會友哥陪，不過戥人高興啫，乜個
蜜咁飲多杯。日子搭埋，知到唔教你亦噲，總係難為你個
陣，在此少作徘徊。你睇人地一男，陪住一個係女，早知咁
唔過得眼，你就好設法子嚟推。單係有的青頭細仔（俗稱
未娶親者為青頭仔），佢獨唔心悔，一則撈餐飲吓，二則
可以聞吓女人除（借用）。勸一句新婦新郎，須要醒水，
唔好把眼困累，托詞飲醉，你就立把房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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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堂飯

南三一帶女子之出閣者，三朝歸寧，一到村邊即行
下轎，有伴嫁娘多人前往迎接，為之扶掖。新嫁者以巾
蒙首，沿途痛哭，語語咀咒其夫家，務極不祥，謂如是
反令夫家興旺云。

蕭娘新嫁翠倏臨，三日歸寧慰問心。痛哭聲聲咀夫
婿，不祥言語吉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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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門



結緣

婚嫁

粵俗每年至七月中，婦女之新嫁者例擔西瓜、圓眼
等物送往夫家，謂之“結緣茶”。夫美滿姻緣，在夫婦之
能以真情相愛，豈區區微物所能結者？繁文縟節徒費資
財，甚無謂也。

擔一擔，結緣茶。結緣茶擔起，話擔去夫家，茶可
結緣，人係咁話。總係難為個月老，笑甩棚牙。你與夫
婿無緣，擔去亦系假也。瓜果雖然系好，怕佢當作爛茶
渣。若日係有緣，又唔在頂的咁假。姻緣註定，有簿可
以稽查，咁又何必大擔茶擔，好似要買人地嘅怕。循行
故事，白把錢花。講到結合良緣，茶亦知得系假到化。
唔系噤你咖，我問過的西瓜、圓眼，佢都話此事冇揸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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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俗，兒女之未婚嫁而夭者，輒為之擇配，彼此竟稱
為親家。男家具餅食，女家具粧奩，娶日，紮紙男女各
一，備彩輿迎娶過門，相與行拜堂禮。世俗好華，益以
迷信，此怪像所以活現於社會也。

冥婚陰娶事荒唐，涓吉良辰作合良。數語喃喃宣敕
令，夜台對對結鴛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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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娶

廣東惠州府博羅縣屬獨洲村，有女子數人，年均十八
九，結為閨中良友。時與敘談，謂我等許字之夫家，俱系
赤貧，一旦出嫁，苦楚不堪。遂相約共尋短見。於六月十
五日，相約同赴江濱，用麻繩互纏投水而斃。其家人搜尋
不見，翌日始在白沙梅湖、南津水北面處，各撈獲屍首一
具。當即告知夫家，始行收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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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畏嫁投水



婚嫁

吾國未能遽至結婚自由，亦當改良婚禮，以俗間通行
者，多舛忤不經，大失古人精意。況世界既開明，有決不
能墨守古昔者乎？黃君季熙憂之，于其妹綺芳于歸之前二
日，開會集戚友，各抒所見，以改良婚禮為指歸。於是先
擬刪去“開歎情”（粵俗如此）；加笄後與戚友相見，道
達謝意；彩輿既至，從容以登，不作痛哭流涕狀。一切繁
文末節，見笑大雅者，概為刪除，此蓋可作社會之導師，
而為粵俗放一光彩矣。仿效有人，余日望之。記者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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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婚禮

西樵開智學堂，設在周氏祖祠內。適紳董周景寅於
本月十九日娶媳，當行廟見禮時，該董特邀各先生登臺
演說。初由周芹初透發女子與國家之關係；次則崔伯榮
言方今女界當任家庭教育要旨；次則曾俊三言纏足為體
育之障點，亟宜改革；次則周介欺言西樵歸寧不返之積
弊。淋漓痛快，環聽者男女數百人云。

記者曰，女子者，國民之母，欲製造國民，必先使女
子咸沐教化。開智諸君，可謂知其本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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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堂演說

婚姻之制，日趨奢靡，聘物粧奩，彼此出以要脅，
往往以所約不符，致相齟齬，變親家而為冤家者。劉紳
榮階所倡之姻制從儉會，亦挽頹風之一法哉！茲更有實
行之者，尤當亟表之，以為世勸也。勒樓吳姓與大龍龍
姓結婚，均富戶也，於本月初間行聘，禮物從廉，儀仗
亦省，只用紅轎、傘、燈而已。龍某亦將女之粧奩，改
送女婿書金，實事求是，不事虛文。世之結兒女婚姻務
求奢侈者，可以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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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制從儉



婚嫁

歸善土俗，凡娶妻後，新婿初次謁岳，鄰右婦孺必
結隊成群，搏泥拾石，爭相拋擲，雖經紳耆嚴禁，陋俗
不能改也。去冬，洋裏村李某，娶鐘洞村張氏女，倡隨
甚得。今正五日，李行謁岳禮，並賀新禧，擔酒牽羊，僕
從煊赫，李衣冠濟楚，坐肩輿中，健僕舁之以行。甫至
村，村中婦女空巷而來，不為潘安仁之擲果盈車，而為
張孟陽之投石滿載，幸有轎簾障藪，擊之不中。迨飲宴
既畢，李興辭而出，則軟的硬的薰的蕕的，如蝟之集，
如蝶之撲。有一孟浪者，暗持巨木一根，迎面擲之，李顛
仆轎外，頭顱破碎，鮮血淋漓。健僕怒甚，急以匾擔向
兩旁亂擊，始鳥獸散，然嬌客已狼狽不堪矣。

《風俗志圖說》（上），選自《吳友如畫寶》，第四冊

嬌客受欺

香邑古鎮鄉陳某為子完娶，親友到賀。該處俗例，
新婦謁祖，沿途親友索串炮圍繞新婦而燒之，燒破衣服，
所在常有。詎陳姓親友是日將串炮燃放亂擲，至燒去附
近 屋數間。被燒者與之理論，後得孔方兄為之和解，
始了事焉。

粵俗婚娶好燒串炮，各處俗例多同，不獨古鎮為然
矣。今陳某娶親，本為人生最得意之事，竟至鬧出火
燭，為主人最失意之事。噫！婚制不改良，其遺累正不
止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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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俗宜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