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冠浮的一种变异

—庆号习俗
陈华文 陈顺宣

《青 ’共志 》有这样 的记载
‘

古人冠 而

后字 斯礼久废 今柳滨农家
,

弱 冠后 为酒

食
,

召 乡党食之
,

谓 之
一

庆号
,

尚有古意
’

而

在清末 《蒸里 志略 》及 《章练小 志 》中也有
相同的弓乙载

这种庆号 习俗
,

如今在青浦县脚河一带

是否仍 然流行 下 面 是我们 采集整理的记录

和对它所作的初步探讨

解放前
,

青浦县柳河一带经济文化一六

处于停滞落后的状态 这里的青壮年
,

山 于

无地耕种
、

生活清 苦
,

长年累月外出到朱家

出土的 兽首趁盘 口 截和 似 这件究竟 垦何地

生产 可作进一步研究 推测可能是楚国犷

张战争所获胜利品
,

亦
一

可能是楚国与南淮夷

诸口交斌两来
。

匝形勺共出土 件
,

分别见于庐江县岳

庙乡和六安县毛坦厂镇
,

形制相同
,

纹饰亦

相近
,

其特点是勺为匝形
,

柄为长梯形
,

尤

其是柄与勺衔接部位铸造科学
, 一 ·

分实用

南淮夷国家为数众多
,

上述诸国只是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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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 部分 从 日前所见其杳恨 咯上
,

我们不

难发现它们所 乓有的亨超的文明程度
,

淮夷

族 是淮河流域早期文明的创准者
,

过去
,

对

淮夷文化的研究还很不够
,

本文意在 她砖引

玉
,

淮夷文化的进一步研究还埃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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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

练塘及县城的大户 富家打长工
、

做短

工 以维持生计 有家室者 孩子出生后父

亲大多不在家中
,

加上原有遗存的风俗
,

出

生的孩子都不正式命名 只随便以
‘

阿猫
’ 、

‘

阿狗
’

之类乳名称之 待长到 一 岁左

右
,

有了成家立业
、 卜

生儿育女的能力
,

男子

就要举行庆号仪式 这种习俗至今尚存

庆号
,

当地人又叫取大名
,

仪式相当隆

重 时在每年稻禾未熟
、

田 中活计较少的农

历八月 村中青年分批 自行约定
,

每批人数

十几到二十儿不等 在一批庆号者中
,

公推

一位年纪较大
、

富有见识
、

家境较富裕的青

年作为主持人 庆号分字辈
,

如
‘

德
’

字辈
,

‘

庆
’

字辈
, ‘

雷 字辈
,

类似宗祠 中的伯仲叔

季 每当八月来临 有位庆号而未庆号的青

年 不但家人劝其庆号
,

亲戚朋友 也来游

说 青年所取名中的
“

土
’ 、 ‘

火
’ 、 ‘

根
,

由家

中自行商定
,

含有五德相生 木生火
,

火生

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水生木 之义 他们

相信命运
,

孩子一出世 便请算命先行推算
八字 若缺火

,

则 以
‘

火 名之
,

缺土则 以
‘

土
’

名之
,

谓之补娜

十年浩劫前的 庆号仪式是这样举行的

庆号青年约定后
,

首推一主持人
,

大家分股

出钱
,

合资 由主 持人 出而去请戏班子来演

戏
,

并延请厨师置办酒席
,

宴请亲朋好友

主持人出资最丰
,

一般庆号青年是 元左

右
,

而主持人则 出
、

元
,

甚或更多

届时集会演戏
、

借演戏时观者云集之际
,

主

持人登台宜布全 部庆号兄弟的大名 戏演

毕
,

亲朋好友和来宾欢聚一堂 开怀畅饮
,

大家说些恭维
、

吉庆
、

勉励
、

祝贺之词 然

后
,

在主持人带领下
,

庆号兄弟一路敲锣鸣

怔
,

姗放炮仗 结队往村子的东南西北及各

热闹场所张贴事先书写好的号单
,

贴完之

后
,

仪式即宣告结束
文化大革命以后

,

庆号变称
‘

改名
’ ,

而

所改的大名与庆号一样都具有赋予新生命的

意义 准备易名的青年
,

仍然相约十几
、

二

十几人为一批
,

事先与家人商定好所易名字

之后
,

用奖状纸把改定的大名和原先的乳名

小名 一起写 上 到时主拜人便邀请前来

参加改名仪式的各青年及亲戚邻友举行茶话

会
,

略备些茶点糖果 简 易的茶话会一 完
,

主持人与其他改名青年一道
,

敲锣打鼓
,

前

往村中各处张贴名单 名单贴完 便由改名

青年合资租请电影队放映一场电影
,

以表庆

贺 到时 乡邻父老
,

男女老幼 均前往观

看 并在广播中宣布所易之名
,

重夏几遍
,

规定从此以后
,

大家不得以乳名相称

举行过庆号或改名仪式
,

青年人便列头

成人
,

从此可以参加各种成人的活动
,

可以

婚娶 生儿育女 不庆号的要被人歧视
,

被

人认为
‘

勿灵光
,

被讥为
“

鼻涕虫 仍是小

孩子 解放前
,

未 曾庆号的青年是不得结

婚的 不过妇女例外
,

女人是没有资格享受

庆号的
为什么要有庆号 柳河一带习惯认为庆

号源于三国时刘
、

关
、

张的桃园三结义 刘

备
、

关羽
、

张飞三人在桃园结为生死兄弟
,

他们患难与共 有祸 同当
,

有福同享
,

在混
乱动荡的社会中搏粉立足之地 铆河一带村

民祟尚刘关张的结义有为
,

把同字辈人视为

同腌手足
,

生产上互相弩 助
,

生活上互相照

顾
,

碰上患难
,

大家协力度过
,

完全是侠义

兄弟 没有庆号 的青年
,

由于没有众多的
一

兄弟 怕被人欺侮
,

晚上也有敢出门 受

外人凌厉 也极少有人出力相 助 解放前
,

在柳河一带可以见到相当多的庙字邦洪奉着

刘
、

关
、

张的金身大像 无形之 中
,

这三位

历史人物成 了他们生活的庇护神

查 《三国志
·

蜀书
·

关羽传 》载
‘

羽与
张飞为之 指刘备 御侮

·
一一先主与二人

寝则同床
,

恩若兄
”

《张飞传 》则云 张飞
‘

少与关羽俱事先主 羽年长数岁
,

飞兄事

事 二 《先主传 》则无羽
、

飞 亲若兄弟之记

载 惟罗贯中 《三国演义 》最为谊染
,

然也

未有庆号易名之笔
,

结义略有
,

庆号当无
由此可证

,

庆号嵘于桃园三结义之说
,

实属

后人牵强附会
,

不足为凭 那么
,

庆号是怎

样发展来的呢

庆号当是古代冠礼的变衍
首先 冠礼和 庆号同属成人之礼 《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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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

冠义 》 口
“

已冠而字之
,

成人之道也
’

所以
‘

见于 母 母拜之
,

见于兄弟兄弟拜之

成人而与为礼也
’

不过这种冠礼是有一定的

年龄限制的
, ‘

天子诸侯
,

十九而冠
一 ’

《荀

子
·

大略篇 一般则 以 岁为
“

弱冠
”

之

年 加冠以后
,

即为成人
,

可以成婚
,

可以

出仕了 庆号也具体规定年令
,

一般超过

岁或已婚就不能再举行这种仪式 第二
,

冠

礼不但加冠以示成人
,

而且命字以别过去
,

这和 庆号含义相 同 《仪礼
·

士冠礼 》 日
“

冠而字之
,

敬其名也
”

《礼记
·

曲礼上 》

也口
‘

男子二十
,

冠而字
”

郑久注
“

成人

矣
,

敬其名
”

在 《礼记
·

桩弓上 》
‘

幼名
、

冠

字
”

栏下
,

孔颖达疏说得更为清楚
‘

⋯⋯幼

名冠字者 名 以 名 质生若无名
,

不可分

别
,

故始生三月而加名
,

故云幼名也 冠字

者
,

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
,

朋友等类不可

复呼其名
,

故冠而加字
” “

字 的作用具有新

生命的意义
,

加字之后
,

则不可直呼其名
,

而当以字称之
,

表示尊敬
,

也表示新
“

质
”

的

诞生
,

新生活的开始 庆号所取新名所具有

的意义与冠字极为相似
。

庆号之后便不能再

呼其乳名
,

而称其新名
,

否则当罚 可见
,

庆号与冠礼是有其内在联系的

第三
,

从形式上看
,

冠礼和庆号都是庄

重而严肃的
‘

古者重冠
” ,

认为冠者
,

礼之

始也
’

《礼记
·

冠义 》 所以
‘

行冠乎
,

必

于机庙 以 裸享之礼将之
’

《孔子家语
·

冠

颂解 无金石之乐
,

无祭祀之具
,

则 不得

行冠礼 行冠之时还须
“

旅 日盆宾
”

以 卜吉凶

体咎
,

还要祭祀 先
,

宴请来宾宗人
,

并举

行热闹的 庆妞活动
,

而 冠字后的
‘

舞大夏
’

《礼记
·

内则
,

可能是庆贺的一种 只

有这样
,

才
‘

可 以为人
’ 、 “

可 以治人二 庆号

也类乎冠礼
,

举行的仪式也是相当隆重和肃

穆的 未庆号时亲戚朋友
、

父母兄弟咸相劝

谕
,

勉其加名 对于名字的取定
,

也不得个

人擅权
,

而 由全 家商讨确定 或请先生来

取
,

并且特别注重五行补娜
,

事先请算命先

生推算未来
,

以求相救之法 庆号中虽 已没

有祀祖的活动
,

而庆祝
、

娱乐活动却有所留

存 文化大革命前庆号时宴请宾朋
,

并聚资

演戏 现在流行放 电影
、

蓝球赛或茶话会

等 双乐的形式虽不相同 但表达的意思却

是一丰丫的

从以 上儿点我们不谁看 出
,

庆号与冠礼

有一定的联系
,

名称虽 异 却属同一风俗
,

两者 二间 庆号是冠 翱
、

尔
, 六该 扣发展 当然 ,

庆 兮中已注人 了兄弟结义这一社会性的 内

容
,

这是冠礼所没有的

冠礼盛于周秦汉时期
,

南北朝以后便逐

渐衰落
,

而归于泯灭 柳宗元在 《答韦中立

论师道说 》一文中曾记述孙昌舰复行冠礼被

朝 臣耻笑一事
,

说明在唐代冠礼已完全被人

们摒弃
,

失去 了存在的社会基础 后来
,

各

地府志
,

虽仍有冠礼的记 载
,

如 《杭州府

志
‘

冠礼
,

男 子年十六
,

盆吉 日
,

选宾

撰
,

告诸家庙
,

三加训戒 女子于归 日
,

母

为之加箕
,

巫婚获落也
’

但也有记载
·

男子既

长
,

择 日而冠
,

拜天地祖家父母
,

三加请戒

之礼
,

不行久矣
‘

《严州府志 现在
,

最

多在举行婚礼时
,

女子的
‘

开脸
’

等可视为友

宾礼的遗存 而男子 的正式冠礼 已不复存

在

在冠礼湮没已 久的情况下
,

柳河一带何

以能以 庆号而保存古之冠礼的某种形式呢

这大约有以下儿个方面的原因

一
、

柳河一带在春秋时属吴越地区
,

周

朝及春秋战国时皆为冠礼盛极之时
,

对它的

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春秋末
,

越王灭吴 柳

河便为越之辖区
,

到了战国
,

它或属江东或

属会稍郡
,

交替管辖
,

社会经济极不稳定
,

再加上地处僻海
,

交通不便
,

问津者甚少

秦汉 以后 柳河地在一 隅
,

居 民环河湖而

住
,

生产力低下
,

经济极其萧条
,

仍然处于

闭塞状态 直到解放前
,

沿河一带的村庄都
居住着一些穷苦的农民

,

他们没有土地
,

没

有文化
、

生活无保障
,

长年靠打长工
、

做短

工糊 口
,

时而也捕鱼副之 这种历史和地理

因索造成的经济文化落后
,

使古朴的风俗一
庆号

,

得以完好地保留了下来

事实 匕 经济不发达导致文化的停滞落
后 而文化的落后又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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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与那个贫穷
、

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抗 ,
、

、奋

以庆号的形式把年轻人团结起来
,

互 括万 比

共同为 自已的家庭和生活负责
,

免受或少受

他人的凌辱 这 种类似社会组织的庆号兄

弟
,

是过去贫苦
、

不合理社决的产物
,

并伴

同那个
‘

社会
’

一代代地流竹 了下来
二

、

由于经济落后 文化不发达 人们

普遍地相信
‘

万物有灵
’ ,

相信命运的主宰

他们特别迷信算命 孩子一 出世便要占 卜问

卦 推算未来 的吉凶
,

并在庆号时取新名
,

意味着从此与
‘

旧我一刀两断 走上新的生

活 假如未曾庆号
,

那么此人一生将默耿无

闻
,

不能 出人头地
,

并终将朽死于
‘

旧 质
’

新生是人们的一种憧憬
,

是渴望新生活的美

好愿望 鉴于这种习俗事关人生未来
,

又没

有外来的新文化 更符合他们意愿 的新文

化 来冲击和替代他们原有的庆号风俗
,

所

以就一直被延续了下来
三

、

庆号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被保存下

来
,

还有一个习惯作用的原因 习惯的心理

是随大流的从众心理
,

当然这种从众心理也

是有功利取 向的
,

即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而

经济
、

文化越是落后
,

人们的生活方式
、

习

俗就越趋 向内倾
、

保守
,

便更喜欢墨守成

规
、

奉仿旧有 基于这两个因素、 一种习俗

己 个 地 行侍别是在贫穷
、

落后的地方存在

下来
,

便不易消失掉 所以
,

历史虽久
,

社

会 形态也几经迭替 庆号总不能在人 价的
一

惯中抹去
四

、

结成庆号兄弟还可 以 在生产和生活

上万相帮助
,

如家中生老病死
,

社会上的一

些纠纷 佣工时发生的矛盾等等
,

都有协作

的现实意义 庆号仪式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
,

使仪式带有改 良和变

异的色彩
,

这就为庆号这一习俗赋予 了新的

生命力
,

在变革中被保存了下来

总之 庆号得以在柳河一带相沿流传下

来
,

决非偶然
,

它是地理
、

历史
、

经济和 习

惯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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