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袭古风的融水同练盘瑶婚礼

瑶族是柳州市八个世居民族之一，在市区和辖县均有分布，主要分为盘瑶和红瑶两个支系。聚居的红瑶分

布于融安县板榄镇、三江侗族自治县高基瑶族乡和融水苗族自治县白云乡，盘瑶聚居于鹿寨县黄冕、拉沟、寨

沙、龙江、平山等乡（镇），以及本文聚焦的融水苗族自治县同练瑶族乡。

盘瑶因奉盘瓠为始祖而得名。《后汉书 • 南蛮传》和晋干宝《搜神记》据传说载称，远古帝喾（高辛氏）

时，有老妇因耳疾挑出如茧之物，盛于瓠中，覆之以盘，顷刻化为龙犬，其纹五色，因名盘瓠。后盘瓠助帝喾

取得敌酋犬戎吴将军首级，得帝喾许配小女儿，两人所生育的六男六女自相婚配，世代繁衍。至今，瑶族人家

仍以五色衣为民族服饰，每年都举行盛大仪礼祭祀盘王。

瑶族是我国古代东方“九黎”中的一支，初居黄河中下游一带。其祖先曾奉蚩尤为首领，为夺中原沃野与

黄帝、炎帝激战于涿鹿，失败后逃往南方，聚集于今湖南省湘江、资江、沅江流域和洞庭湖沿岸，史称“长沙

蛮”“武陵蛮”或“五溪蛮”。后有分支渐次迁至今广东和广西，其中在广西的人口最多。

关于“同练”地名来由的传说，似乎能印证上述说法：最先到达同练的 3 个瑶族（盘瑶）人中，来自湖南

的两人擅长木匠活，来自贵州的一人擅长铁匠活。三人合作打造铁制农具，减轻了长期以来用木制农具劳作的

艰辛。定居下来后繁衍生息，最终形成了阿扣山瑶乡。后人为示纪念，遂将此地称为“同练”（炼）。

▽　2018 年 12 月 30 日，雪后的融水苗族自治县同练瑶族乡政府驻地（同练村所在）� （龙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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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居山野的瑶族人，顽强地传承着自己的民族文化。不少遗存风习仍带着远古气息，如盘王节和度戒仪礼，

以及下文详述的婚嫁习俗等。

2009 年，笔者曾应邀参加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同练瑶族乡盘瑶的一场婚礼，真切地感受到旧俗古风在瑶

乡国度里的传承。

嫁娘嫁郎

1987 年 11 月 2 日建置的同练瑶族乡，位于融水苗族自治县西北部，地处桂、黔交界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九万山腹地，距县城 110 千米。

广西有“高山瑶，半山苗，壮侗住山槽”的民谚，大体道出了这几个少数民族流布的区域特色。同练盘瑶

从湖南和贵州迁来同练盘瑶人，就聚居在高海拔的阿扣山上。

2009 年 12 月 6 日，两场婚礼在同练村举行，一是山脚屯盘瑶妹子盘瑞花出嫁，一是高坡屯盘瑶小伙李正

乾“出嫁”。

嫁女常见，嫁儿却很稀奇。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招郎入赘，盘瑶人对于嫁儿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叫“嫁郎”，

男子出嫁仪式跟嫁女一样隆重。记载相邻县域史情的《［民国］三江县志》，可借以反映瑶族这一习俗：“瑶

人无歧视女子之习，故婚姻礼节虽不同，赘婿以娶媳看待。”

更离奇的是，此时盘瑞花与新郎盘有凤已有一个 7 岁的女儿，李正乾与新娘盘丽彬的儿子也已经 5 岁，但

这却是他们初婚。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孩子大了之后才举行婚礼。

新娘盘瑞花的娘家在阿扣山下，海拔 1107 米，海拔虽高，却叫山脚屯，属同练村辖。住在山脚屯的原任

同练村村民委主任盘承丰说，阿扣山海拔 1860 多米，最高的承贵顶海拔高达 1920 米。

从同练圩到山脚屯的马路是盘承丰担任村民委主任时带领村民集资修建的，因资金短缺，路面一直没能铺

▽　2011 年 12 月 2 日，同练瑶族乡同练村，正在办喜酒的木楼贴满了对联� （龙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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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混凝土，越野车勉强能到达。

笔者到达新娘盘瑞花家时，只见盘瑞花家的木楼孤零零地踞在山中一隅。她家所在的山脚屯是仅有一户人

家的自然屯吗？盘承丰说，他们住得很分散，离盘瑞花家最近的就是他家，也需要五六分钟的脚程。形成这样

的聚落布局，现实的原因是山中不容易找到一片较为开阔的平地可集中建房，更多是由于历史原因即古代为防

范官兵追剿。传衍至今，聚居的瑶族往往几户为村，大村也不过几十户人家。因深居深山，形成了“山高皇帝

远”的格局。宋朝以来，中央王朝在瑶族地区实行过封建化政策，但进程缓慢。到了明清时期，瑶族聚居的山

乡仍留存着母系氏族社会遗风。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从现实中找到延承的印痕。

盘承丰说，相传古时头人是由妇女充当的，祭司和巫师也由女人担任。因此，现在瑶族师公在盘王节、度

戒等重要节日上跳神，还要穿上女人穿的花衣。据说不如此，就请不到祖先神灵。这种遗风也反映在了此处盘

瑶的婚恋习俗中。

“未婚男女谈恋爱，侗族有‘行歌坐夜’，苗族有‘坐妹’，此处瑶族却曾流行被外人称之为‘睡妹’的

习俗。”新娘盘瑞花的堂兄李云璠说，有看中的姑娘，盘瑶小伙便往往趁夜色，到姑娘窗下，以山歌或以其他

形式表示心愿。若姑娘心为所动，便会把窗户打开，男子便可徒手爬楼从窗口进入姑娘闺房倾谈。若两情两悦，

便成好事。同居期间，女子仍可接纳其他自己喜欢的男子，权衡之后才决定嫁给谁。若在这种情况下未婚男女

私下同居生子，也并不会因此受到歧视。

盘瑶还通行“嫁郎”的习惯，即招郎入赘的婚姻形式。招郎入赘有“买断”“两边居” “断亲不断种”“招

郎转”四种形式。“买断”，又叫“男从女姓”或“随妻走”，是指男子入赘后，改从女方姓，子女从母姓。“两

边居”即两边行走居住。“断亲不断种”即所生育子女中有一个随父姓。“招郎转”则先是做上门女婿，后来

又带妻子回家居住。

李云璠的父亲本姓盘，也是入赘之后才随妻姓李。这种习俗至今仍流行。前文提到“出嫁”的盘瑶小伙李

正乾，要“嫁”的人是盘瑶女子盘丽彬。嫁到盘家之后，他或许也要跟着女方家改姓盘，也需要从招郎入赘的

四种形式中选择一种作为自己的婚姻形式。

此外，盘瑶还曾流行“姑舅表婚”，舅家儿子有娶姑家女儿的优先权。后来因普遍认识到近亲结婚带来的

隐患而不再沿袭。

△　2009 年 12 月 6 日，同练村小坡屯盘有凤盘瑞花婚礼举

办期间，两夫妻在亲吻女儿� （赖柳生摄）

△　2009 年 12 月 6 日，同练村大蒙屯，婚礼举办期间的李

正乾、盘丽彬夫妇及 5 岁的儿子� （龙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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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12 月 6 日，盘有凤盘瑞花婚礼，半路上给新娘加装

� （赖柳生摄）

△　2009 年 12 月 6 日，盘有凤盘瑞花婚礼，正在装扮的新郎

� （赖柳生摄）

△　2009 年 12 月 6 日，李正乾和盘丽彬婚礼，吹鼓手和载着新人

的婚车� （龙涛摄）

吉日良辰

2009 年 12 月 6 日，盘瑞花的婚礼终于如

约而至。出门的时辰，经道公根据两人生辰八

字择定当天卯时。

5 日晚上，盘有凤的家人已经来过盘瑞花

家，商议次日的婚礼，并携带酒肉招待女方亲属。

盘承丰说，如果男方择定迎亲的日子跟女方择

定出门的日子不合，新娘出门后，还得在男方

房族家中住一晚上，第二天才能进入男方家。

招郎入赘，“嫁郎”也要遵守这一规矩。

6 日凌晨 5 时，盘瑞花家方向间歇传来三

声炮响，这是他们自制的手执火铳炮，声音清

越强劲，在晨曦将至的大山中震荡。

这是盘瑞花家在提醒住在附近的亲属们送

亲的准备工作开始了。山道上，传来了两辆摩

托车的声音。新娘的闺中密友盘素梅出门在路

边张望，她说：“这是引亲的队伍来了。”

盘素梅告诉笔者，来引亲的一般是两男两

女。他们一是自带酒肉招待送亲的队伍吃早餐，

二是在送亲队伍出发时先行一步，把消息告诉

山另一边的迎亲队伍。

此时，新娘盘瑞花与伴娘盘秋琼都已经起

来了，在盘瑞花姐妹的协助下加紧妆扮。盘秋

琼是盘瑞花的表侄女。盘瑶女子出嫁选择伴娘

是有标准的，要父母双全，家道较为殷实且品

行得到公认。

新娘的嫁衣主料是黑色的。先是一件无领

开胸衣，边缘和衣袖绣有各种几何图案花纹。

胸前是各种丝线织成的遮胸带，其上点缀有数

排银扣。肩披一条宽至背中部的背裙，背裙绣

有各种花纹，腰缠蓝色花腰带，上绣梅花图案。

此外，盘瑞花胸前还挂着 3 个不同大小的银项

圈，纯银打造，重达十几斤，价值不菲。另还

有银手镯等其他银饰，让新嫁娘更添秀色。

伴娘盘秋琼的服饰与新娘并无太多不同，

只是用料或装饰数量上有所区别。盘秋琼说，

这其实还不是真正的嫁装，只是普通盘瑶女子

的盛装。出门的路上还会添加更为华丽的装束。

盘承丰说：“盘瑶的一套新娘装或嫁郎装，

造价可达数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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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11 月 9 日，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同练瑶族乡

高点屯，新郎李龙佩（右）、新娘赵仙林在婚礼中�（龙涛摄）

△　2016 年 10 月 26 日，同练瑶族乡同练村，新娘李丽飞

在入门仪式中聆听师傅颂经� （龙涛摄）

盘瑶盛装的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用加起来长达 12 尺长的 3 条黑纱缠头，似“人”字形或平形。盘承丰说，

从前盘瑶妇女所戴之帽用木板做成，故本地的盘瑶又被称为“板瑶”，现在男女都改成缠头了。从前，这里还

有一奇特习俗，就是男子留长发，而女子不留。

此时，在同练村小坡屯新郎家里，新郎盘有凤依然在悠闲地看着老人们忙碌。作为新郎，他需要穿上传统

的唐装，也要缠头或戴上银冠。拜堂要等到新娘进门几小时后才开始。

两人的恋情是在 10 年前开始的。盘有凤也是盘瑶。盘瑶一般都是族内婚。这样的旧例延续至今，在山区

中生活的瑶族民众基本上都在遵从。

两人的恋爱过程与从前爬楼“睡妹”习俗已大有不同。

生性腼腆的盘有凤看上盘瑞花后，不敢有所行动，只好怀揣方巾与银镯，约人同往盘瑞花家试探。

“当时，我见他比较忠厚老实，也便同意与他交往。”盘瑞花说，同练瑶乡，男女双方相识后，愿意结成

配偶，可将心愿告诉父母，由父母办理。另一种情形如同盘瑞花的老公，就是男方与姑娘并不太熟悉，只好携

带礼物来试探。姑娘若看中，便接受礼物并下厨置办饭菜；若不入眼，既不收礼，还会离家避开。“那天，我

是给他下厨做了饭的，并收了他赠送的方巾与银手镯。”盘瑞花说，这也是当下较为流行的做法。一两二去，

两人就领了结婚证，并请了“新婚酒”，但这只是简单仪式，算不得正式婚礼。若在从前，盘瑶的新婚多少有

点“试婚”的味道，只有生了孩子，举行隆重的完婚仪式才算正式完婚。

盘瑞花闺中密友盘素梅笑着说：“奉子成婚在我们这里再正常不过，不像你们外边多少有一种被逼无奈的

意思。”

举行完婚仪式时，孩子是不能跟父或母一同出嫁的，只待父或母“嫁”过来时才团聚。

同练村的盘瑶老人李才胜说，盘瑶完婚是全家族的盛事，因此所有家族成员都会来参加，包括嫁出去的女

子或入赘的男子全家。极其隆重的婚礼花费很大。婚期要设筵 3 天，杀猪近 20 头，酒、米 200 千克至 250 千克，

一次婚礼花费上万元。这将花费他们数年以至十数年的积蓄。婚礼费用原则上全部由娶方负责。由此，盘瑶娶

亲花费最多的不是聘礼，而是招待费用。

过去，盘瑶的婚姻关系不太稳定。李才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没有领结婚证的做法，两人好上了，

就同居在一起。同居期间，两方都还是自由的。若相处不不去，便由中间人作证，三人边走边聊，半路上将一

竹筒分两半，各执一半相背而行就算离婚。甚至有女方不辞而别，擅自“休夫”离家夫家不归的。这种现象至

今仍见遗存。不稳定的关系特别容易发生在没有生育孩子的家庭。因此，盘瑶一般都在生育孩子后、关系相对

稳定时才举行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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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亲迎亲

新娘盘瑞花

正在梳妆打扮时，

也是她大舅盘文

乾最忙碌的时候。

在这场婚礼中，

这名瘦削的中年

汉子担当的是最

重要的“红爷大

人” 的 角 色。 红

爷大人负责主持

整个出嫁方的工

作，特别是确保

每个仪式有条不

紊地进行。

若在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盘

文乾还拥有这场

婚姻的决定权。

那个时候，盘瑶

地区“娘亲舅大”，

舅权突出，姑家

女必须优先嫁给

舅家子。舅父声

言不娶，姑家女

方可另嫁。直到

现在，盘瑶主持

女方婚礼活动的

红爷大人仍由新

娘舅父担任。

婚礼组织者

被为“清水先生”，

由男方亲属担任，

负责与红爷大人

对接，组织男方

家的婚礼仪式。

因仪式涉及阳间

与阴间交流，两

人还必须懂得一

些鬼师法道之术。

△　2009 年 12 月 6 日，盘有凤盘瑞花婚礼。男方的接亲队伍吹响唢呐引路� （赵伟翔摄）

△　2009 年 12 月 6 日，盘有凤盘瑞花婚礼，送亲路上� （赖柳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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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亲过程仪式相对繁复，首先要给新娘或嫁郎迁户口。这是祖宗簿上的户口，相当于家谱，但却是无形的。

盘文乾说，古代至民国时期，盘瑶未获编户（未往入官方户口），却有自己独特的户籍——阴间户籍。添丁家

庭在孩子出生后摆三朝酒时，会在神龛焚香告诉祖宗家里添丁的事，要祖宗在阴间家谱上添上一个户口。孩子

（不论男女）出嫁，再搞个仪式告诉祖宗有家人要销户口了。嫁娘或嫁郎过门后，红爷大人会与清水先生交接，

来一次阴间户籍迁入仪式。

△　2005 年 12 月 2 日，同练瑶族乡和平村，新娘李燕英（前）

在亲友的陪伴下前往丈夫家中� （龙涛摄）

△　2009 年 12 月 6 日，" 嫁 " 往同练村大蒙屯的李正乾在

送亲路上� （龙涛摄）

△　2016 年 10 月 26 日，同练村。即将到新郞家前，送亲队伍下车步行。新娘李丽飞（左二）的舅舅李财宾（左一）是这

支队伍的领路人� （龙涛摄）

373
LIUZHOU  YEARBOOK

柳州风物系列



因为怕耽误太多时间，给新娘盘

瑞花迁祖宗簿户籍的仪式已于十几天前

完成。

盘瑶将这种阴阳之间的交流看得

很神圣，遇大事都要向祖宗汇报，就像

他们一直在一起生活从未离开。这从他

们的木楼建筑的空间配置上就可见一

斑。同练盘瑶民居一般为两层木楼，一

楼圈养畜禽、堆放用具，二楼住人。二

楼堂屋中心偏右设有供祖宗“居住”的

神龛。神龛下的左边地上设置火塘用于

休闲交流等，右边则是灶房（厨房）。

此时，火塘上正蒸着糯米饭，另

一边灶上的铝壶里温着米酒。糯米饭香

酒气氤氲，温暖地弥漫着这个盘瑶人家。

参加送亲的亲友陆续入座吃早饭，

火铳炮又在廊前“呯呯呯”地响了起来，

婚礼即将正式开始。

7 时 50 分左右，新娘亲属都集中

到堂屋，红爷大人开始施法。他在水里

做一个护身符、一个长生符。护身符喷

在亲属身上，以保护众亲属出入平安。

长生符则喷在新娘身上，保佑她一生幸

福平安长寿。

接着，红爷大人鸣响三连炮，男

方来引亲的两男两女最先离开，送亲队

伍紧跟其后启程。

新娘家不用备任何嫁妆，随行亲

属也不需备礼。在这一特别日子里，新

娘家人可空手到新郎家吃喝几天，新郎

家不得怠慢。

从山脚屯到小坡屯大约是 1 个多

小时的脚程。两个妇女担着米酒、腊肉

及糯米饭等一些吃食走在队伍最前面，

红爷大人、新娘、伴娘随后，然后是其

他送亲的亲属，大多为女子。

送亲的人们大多身着民族盛装。

红爷大人身披红带，是送亲队伍中拥有

绝对权威，说停就停说走就走。新娘双

手执一条方巾于胸前，紧随其后。△　2011 年 12 月 2 日，同练村，抬着礼担的瑶家女� （龙涛摄）

△　2011 年 12 月 2 日，同练瑶族乡朋平村，新娘赵菊花（左三）由表弟李

承超牵引走过木桥� （龙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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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后 15 分钟，红爷大人便让队伍停下来休息，并让每人领 1 团糯米饭 1 块熟肥猪肉加餐。半小时后，

队伍继续前行，鞭炮声响彻寂静的山谷。行程过半，队伍在一块较宽的平地停了下来。这轮休息，除了加餐外，

还要等待迎亲队伍到来，并举行新娘加装仪式。

没多久，山坡下传来迎亲队伍的锣鼓、鞭炮和唢呐声。迎亲队伍分两列，大多为男子，皆披红带。两名唢

呐手在前吹响了“一枝花”调，锣鼓钹手紧随其后，然后是男方其他亲属。

送亲和迎亲的鞭炮声汇合起来。稍事休息，新娘加装仪式正式开始。先是加一件精美的绣花围裙，然后是

凤冠。这两件都是新郎家准备的。围裙为纯手绣，花纹为体现了瑶乡和山川河流、花鸟虫鱼，底部是牵起手的

欢庆丰收盘瑶人物形象，最后是珠帘缀尾。凤冠宽半米左右，两边低垂呈屋檐状，骨架为银质，前有精美珠帘

垂下，顶上有银凤展翅立于其上，后缀数十银珠花，形成百鸟朝凤之势。伴娘盘秋琼说，包括为新娘准备的嫁

衣在内，这一整套新娘装价值数万元。

加装完毕的新娘立即变得雍容华贵起来，如刚加冕的皇后。新娘盘瑞花在此后行程始终用方巾半掩面。

《过山调》奏响，队伍继续前行，过一个岭，下一个坡，目的地小坡屯在望。新郎盘有凤的木楼建在于坡上。

然而，队伍并没有直奔目的地，而是进入了一块平地，亲属们围成了一圈，进行“圈围亲家”仪式。仪式

举行时，送亲的男人站一边、女人站一边把新娘围在中间，就着乐师吹响锁呐调子，围着新娘及送亲的队伍呈

“8”字形里外各绕 3 圈。盘文乾称这一仪式主要是为了驱邪，要在新娘进门前，将一路“暗中跟来”的“山魈”

等传说中的不祥之物挡在门外。其间，红爷大人开始进门前的最后一道仪式——给新娘挂红，送银珠花。

▽　2009 年 12 月 6 日，同练村小坡屯，盘有凤盘瑞花婚礼中的“圈围亲家”仪式� （赖柳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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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纸入户

进新郎家门时，新娘盘瑞花经

历了一道特别的仪式。

与别的民族新娘进门跨火盆不

同，盘瑞花进门前两步必须准确地

踩在两张黄纸上。“踏纸”仪式由

男方的主婚人清水先生李才胜主持，

男方家族中一名父母双全、品德出

众的女子将新娘牵引进门。此时男

方父母要回避。清水先生很快将新

娘踩踏过的两张黄纸收起，念念有

词之后置于神龛上。新人踏纸表示

正式入籍，把脚留在男方家，不再

有他思别念，就此安居乐业。

新娘亲属进门，每人得喝一杯

拦门酒，吃 1 块猪肝。第二天要离开，

得再喝一回拦门酒，但这次要吃的

是 1 块肥肉。盘瑞花进门后，新郎

盘有凤迎了上来。两人在神龛前先

拜祖宗，并喝下清水先生双手交叉

执拿的两杯酒（交杯酒），礼毕被

送入洞房休息。

正式拜堂仪式要等到下午 14 时。

在等待的时间里，其他仪式继续进

行。新郎家将几大块生猪腿置于神

龛及堂屋门廊。李才胜说，这是在

邀请祖先享用盛宴。整个仪式虽焚

烧纸钱，却不见上香，只是点亮一

盏油灯，与常见风俗迥异。临近 14 时，

神龛前摆起了数张方桌，联成长台，

上陈瓜果点心及菜肴。桌前地上铺

上了一张席子、棉被，供新人跪拜

使用。拜堂仪式开始，先是新娘的

红爷大人、祖父母、父母亲、外祖

父母、舅父母等“亲家客”先上桌

受礼。

清水先生上来，先唱一段“撒账歌”：一撒红堂吉庆，二撒金玉满堂，三撒桃源结义，四撒二人结成双，

五撒登科早重，六撒六合高春，七撒天下星日月，八撒金银任你称，九撒知府打皇伞，十撒太子坐朝廷。红爷

大人顺承答这十条，只是将“撒”字改成“要”字。之后，新人立在席前，手执叠成块的方巾，开始行跪拜礼，

盘有凤得像朝圣的藏人一样展手，弯腰，屈膝，跪下，伏地、叩头，连拜 12 次，新娘却只须像道万福一样跟

着行半屈膝礼 12 次即可。两人每跪一批，台上亲属就在盘中捡此果品赏给新人并给见面礼。

△　2009 年 12 月 6 日，盘有凤盘瑞花婚礼，新娘踏纸入籍� （赵伟翔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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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12 月 6 日，李正乾与盘丽彬婚礼，盘丽彬家中的祀祖

仪式� （龙涛摄）

△　2009 年 12 月 6 日，盘有凤盘瑞花婚礼，正在进

行的十二拜礼� （赖柳生摄）

▽　2009 年 12 月 6 日，嫁郎李正乾与新娘盘丽彬在拜堂� （龙涛摄）

新人十二拜礼，之前被认为是因为一年有 12 个月，轮回有 12 个生肖的缘故。很显然，这是个错误的猜测。

盘瑶祖先盘瓠育有六男六女，形成盘瑶十二姓，十二拜就是分别拜这十二先祖，以示尊敬缅怀。

拜完新娘家亲属后，才轮到新郎家亲属，每拜完一批，众人饮酒作乐，讲彩话。待礼拜完毕，已经夜幕降

临。李才胜说，这只是选出代表来拜，若严格按祖宗形式，每位亲属都要拜，他们得拜到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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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礼三巡

真正的酒宴在拜堂后的第二天进行，这是盘瑶最隆重的家庭间的交往。

12 月 7 日这天，男方家族的所有成员也都来了，盛大的婚宴正式开始。酒席是长桌席，桌与桌连在一起，

有头有尾。头在神龛那里，清水先生坐桌头，然后两边分别是亲家公、红爷大人、舅爷，然后才是叔伯辈和叔

△　2009 年 12 月 6 日，同练村小坡屯，盘有凤盘

瑞花婚礼中的婚宴� （赖柳生摄）

△　2008 年 11 月 10 日，同练瑶族乡高点屯，新郎家族中的一位瑶

家女在备敬客用酒� （龙涛摄）

▽　2016 年 10 月 26 日，同练村，参加婚礼的村民正在聚宴� （龙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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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0 月 26 日，同练村一场婚礼，酒礼进入第三巡，参加婚宴的宾客席间起舞� （龙涛摄）

伯兄弟姐妹按严格按辈分排坐。菜肴共 21 道，有三鲜汤、扣肉、白扣、点心、炒瘦肉、碎骨、炒排骨、炒牛肉、

牛腩、花生、兰花根、豆腐圆、红蛋、粉丝猪肝、大肠炒腐竹、笋炒肥肉、鲤鱼、猪脚萝卜、白切鸡、瘦肉片

和炒猪肚。

人齐了，菜上了，却不能立即动筷，还有仪式要举行。先是“红爷大人”和“清水先生”念出参加婚礼的

所有家庭，并作法道“邀请”祖宗及每个家庭新近去世的长辈前来享用。之后，两方亲属依次入座，开始隆重

的三巡敬酒礼。

第一巡，“清水先生”李才旺带着新郎盘有凤到女方亲属座前认亲，敬“鸡边汤”，女方亲属则用酒回敬。

所谓“鸡边汤”就是把整鸡分成两半再煮汤，半边鸡先供祖宗后，被剁碎放到甜酒里敬新娘亲属。李才旺说，

在以前，新郎家必须为新娘家每个家属准备半边鸡，现已简化。敬酒时，新郎必须施半屈膝礼 12 次以示敬重，

被敬到的新娘亲属先得喝了甜酒才能吃到下面的鸡肉。礼毕，女方每位亲属要给新娘见面礼，一般是 10 元钱。

第二巡，则是“红爷大人”带着新郎盘瑞花到新郎亲属座前认亲，敬酒。女方为尊贵，男方亲属是不能喝

到鸡边汤的。

认亲完毕，酒也到第三巡，称为“喝台酒”，即两边亲属互敬。前两巡讲求庄重，第三巡则全然放开，可

以猜拳打码以至“胡闹”。第三巡酒礼正在进行的时候，有人把门关上了，谁也不便提前离开。喝到最后，逐

渐演变为一场泼酒狂欢。年轻未婚男女在这场婚宴里，一来二去，推杯换盏，其中免不了有暗生情愫者。夜幕

降临，欢宴结束，大山重新沉寂，渐渐散去的亲属演绎着一派“家家扶得醉人归”的田园诗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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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2 月 23 日，同练村举行的一场婚礼中，瑶家女盘敏婕向送亲的客人敬茶� （龙涛摄）

▽　2018 年 11 月 11 日，和平村平流屯，新娘赵仙林（前左二）由她的堂兄牵着经过涵洞。依照传统习俗，新娘路经桥涵

须由男性亲人牵引� （龙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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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0 月 26 日在同练村举行的一场婚礼中，乐手在吹

奏唢呐� （龙涛摄）

△　2018年11月11日，和平村平流屯，新郎李龙佩（右）、

新娘赵仙林和儿子在婚礼上� （龙涛摄）

▽　2018 年 11 月 11 日，和平村平流屯，进入夫家前的新娘和送亲队伍举行“串亲”（“围亲家”）仪程� （龙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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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1 月 11 日，和平村平流屯，新郎李龙佩和新娘赵仙林在拜堂过程中小憩� （龙涛摄）

文章写到最后，新的问题来了：10 年前所见到的做法，时下是否依然维系？

分析来自于本专题另一供图者龙涛先生持续观察的图文信息，我们可以作出一个最简单的判断：同练盘瑶

的婚嫁习俗内涵依旧，基本程式和仪礼基本不变但趋于简化。当然还有变的，那就是引入了山外流行的一些做

法，以及跟进当下经济和社会发展步履所带来的物质消费适新、娱乐形式植入，以及当事者和参与者由相对自

守到适应社会进步的开放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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