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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宁于南唐中兴元年（958年）建县，
称归化县。回望泰宁千余年建县史，能否
从中梳理出较为清晰的人文历史脉络呢？
我认为，把泰宁人文历史发展脉络归纳
为：闽越骨血、汉唐气象、中原衣冠、两
宋鼎盛、明清精致，较为妥帖和准确。

为什么呢？若沿县志追寻，找不出因
缘。北宋以前，泰宁无志，清·乾隆《泰
宁县志》 上称“东汉以前，蔑可稽矣”

“若宋、元之志，不可考矣。”目前能查到
最早的志书，是元朝中叶泰宁邑人邓荣著
的《杉阳志》，“为泰宁县志权舆”，可惜
只存书名，内容缺失；明洪武年间，梁礼
撰有洪武志；正统间，廖富修有正统志；
之后，就是嘉靖志、万历志、康熙志及其
续志、乾隆志，再之后还有民国志。现在
能看到的志书只有康熙志、康熙续志、
乾隆志和民国志了，其余的均佚。由此
入手来探寻泰宁的人文历史，无疑是一
大缺憾。

古泰宁归属百越，是偏僻、蛮荒之
地。这样落后的深山穷谷之地，如何实现

“从蛮夷之地归为教化之邦”的呢？这得
益于泰宁的几次移民和迁徙，也可以当作
人文历史形成的几个阶段来分析。

秦汉时期的闽越阶段，闽越王无诸在
泰宁建行宫、囿园，带兵丁、仆从等驻扎于
此。此时，泰宁的行政规制为校乡。应该
说，闽越王无诸开启了闽越文化，为泰宁人
文历史奠定了基石。无诸为越王勾践后
裔，在商周之时，“《禹贡》扬州之域，于周职
方为七闽地。春秋属越，后为楚所灭。子
孙播迁海上，至无诸自立为闽越王”。无诸
一生骁勇善战，和平时期仍不忘骑射练兵，
经常率领将士到泰宁山区狩猎，并在这一
带修建了高平苑和乐野行宫。

唐贞观四年（630年），杨胥马偕同其
母舅廖轮将军从湖北江陵（古荆州）奉旨

入闽征剿葫芦洞（开善一带古称）九峰山
草寇高海、高澄匪众。肃清匪患后，朝廷
命杨胥马率子杨善生、廖轮之子廖董钊镇
守并屯垦于此。之后，廖董钊取名廖开，
杨善生取名杨善，地名便各取一字，叫

“开善”，有“开基、善后”之意。他们以
开善溪为界，溪东归杨，溪西归廖。此
时，泰宁的行政规制为校场。

后梁开平三年 （909年） 王审知受封
闽王，统治全闽，邹勇夫率兵丁驻防泰
宁，此时，泰宁的行政规制为归化镇。据

《八闽通志》 记载，如果南唐要入侵闽
越，归化镇是必经之道，王审知“遣勇夫
镇遏之”。于是，邹勇夫奉王审知命，举
家迁到归化镇。他采取“先靖后治”的对
策，征剿土匪，维护地方安宁；抚集流
亡，帮助修理房舍；鼓励开垦荒地，兴修
水利；引进中原先进生产技术，提倡耕织
自给，民用自足；劝导裁织布，开发矿冶
（金、铁）、陶瓷及其他手工业生产；轻徭
役，薄赋税，兴学校，敦教化。经过他励
精图治 30 年，带来“民襁褓而至，始遂
生息”四方“干戈相寻，独归化人物蕃，
田地辟”的可喜局面，为之后的两宋繁荣
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五代十国至两宋时期，泰宁人口增
多，主要来自江西、浙江、闽北、湖广、
河南等地，这次迁徙来的人数最多，达9
万多人（包括后裔），以至于在北宋时期，
泰宁“户口日益富饶”，成为“闽大邑，民
户三万，所出赋万缗”。此时，泰宁的行政
规制为归化县。公元1086年，北宋状元叶
祖洽因“名曰‘归化’，诚有负于兹土”，
奏请哲宗皇帝，改为“泰宁”，并沿用至
今，开启了两宋的鼎盛。

元朝以后，泰宁人口锐减，导致外地人
口再一次迁往泰宁，主要是客家区域内的汀
州人，赣州、建州等地也有人迁往泰宁。

用诗来描述、归纳这五次人文历史的
变化，分别为：

闽越无诸奠基石
闽越无诸建行宫，开疆辟土为校乡；
兵丁仆从畋猎处，高平苑里聚兽场。
犁锄锤斧刀剑矛，启蒙人文始飞扬；
金铙晚翠传后世，苦槠坑里葬功高。

杨廖二将定校场
江陵勇士奉旨来，平定盗匪九峰山；
溪东杨家开基业，溪西廖氏屯垦忙。
诗意浸润古校场，悠远情宜奏华章；
荆楚文明驻开善，花鼓车灯韵味长。

邹公挥鞭入泰邑
邹公挥鞭入泰邑，烟火百家遍荆棘；
葺宅召民始生息，自此泰宁定疆域。
轻徭薄赋重教化，历经图治人物辟；
民沐恩泽不忍去，千秋功业后人继。

闽中大邑属泰宁
闽中大邑自北宋，北人南迁始繁荣；
显德五年归化县，状元奏请泰宁城。
县治谋划芦峰下，日月星盘古宅隆；
民物繁庶户殷实，人文鼎盛改遗风。

元后纷纷迁外乡
物阜民丰终有时，举家纷纷迁外乡；
土地糊口实艰难，经济贫乏是主因。
泰邑自此显凋弊，重建文塔费苦心；
汀州客家流入此，赣州建州共相济。

之后的迁进迁出当然也有，但成规
模、集中式的移民没有了。

从文化表象上看，泰宁有过对蛇的崇
拜，这是闽越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闽越
之“闽”，源于对蛇的图腾崇拜。汉代许
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这个“闽”字
为“东南越蛇种”。若用民俗学的眼光
看，把“闽”解释为：以蛇纹的形状做

“ 图 腾 ” 的 部 落 ， 并 不 是 “ 蛇 ” 变
“人”，这样比较合理。可以这么说，闽
越文化深深烙印在泰宁人文历史的骨髓
里，衍化为泰宁人文历史的骨血。

从行政区划看，古泰宁由校乡、校
场，再到归化镇，进而建立县治，行政区
划逐步升级，人口逐步增加，家族逐步融
合，经济渐次繁荣，文化崭露头角，对外
经贸交往频繁。向好的发展时机，延展到
北宋时期，成就了泰宁的“汉唐气象”，
使之成为闽中的大家风范。当然，这一切
与邹勇夫采取的“先靖后治”的休养生息
对策是分不开的。

泰宁人敬祖穆宗，在“衣冠南渡”
中，保有“中原衣冠”信仰；有着多神崇
拜，泰宁的寺庙是众神联合国，除供奉儒
释道外，还供着本地的神祇，有的还放着
祖宗牌位，这与其他客家大抵相同。当
然，还有一些民俗风情，也与各地客家大
抵相近。

两宋时期，泰宁不论从人口、经济、
文化等方面，都是历史上最为繁荣时期。

“隔河两状元，一门四进士，一巷九举
人”的科举盛况，人口的红利、经济的发
展、文化的强盛、社会的稳定，使之成为

“闽大邑”。
泰宁古建文化鼎盛于明清时期，现在

依然保存的尚书第、陈家大院、童氏宅院、
太和堂等，都建造于明清时期；经过历代积
淀，泰宁的民俗文化在这一时期得以最后
确立，如傩文化、普庵文化、戏曲文化、道乐
清音、灯事文化等，极大地丰富了泰宁的人
文与民俗，成就了泰宁明清的精致。

也就是说，泰宁人一方面保留了远古
时期百越文化中的风俗习惯、宗教观念、
文化、艺术等，又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
方面受到华夏文化深度的影响，从而创造
出灿烂多彩的泰宁人文历史。

综上，泰宁的人文呈多元化，有闽越
文化、中原文化、荆楚文化、耕读文化、
客家文化、科举文化、儒释道文化以及本

土文化等文化融合，成就了泰宁人文历史
的多元性、复杂性、灵活性，但同时呈现
出来的又是零碎的、分散的、小众的，不
像客家文化、闽南文化等。泰宁的文化影
响是有限的，基本上局限于一村、一地，
没有在全县范围形成共同、独特的地域文
化。

有人会问：为什么北宋时期，泰宁人
口达16万之多，从而成为闽中大邑？除泰
宁是客家迁徙的中转地等原因外，还有一
个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土地 （或经济）
对人口的承载量。泰宁面积不大，穷山僻
谷，对人口的承载量是有限的，超过一定
的人口数量，必然导致外迁。试想，在一
个不能养家糊口的地方，生产、生活还能
产生美感吗？

泰宁这个区域，从表面上看形成了共
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却一
直没有形成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
然而，就其语言和民俗而言，也是五里不
同风，十里不同言，各说各的话，各过各
的生活，如此而已。

正因如此，泰宁没有形成其独特的民
俗，也没有独特的个性，没有强大的家乡
观念，更别说是宗族的团结思想。若再说
深些，泰宁人完全没有形成骨子里的文明
或文化。区域文化或区域文明是要生长在
骨髓里的，但泰宁没有。更主要的原因，
每个宗族都想着在泰宁生活只不过是客
居，是人生或家族的驿站，没有长远的打
算和永久的计划，这就形成了泰宁人不温
不火的性格特征。

这种性格特征表现为：待人接物不容
易走极端，价值取向“好自为之”和“中
庸之道”，有种“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
他人瓦上霜”的处世态度和明哲保身做人
方法，人人都掌控、拿捏好为人处世的尺
度，很少有越雷池的行为。说好听一点，
是性情温顺，胸怀宽广，耐心好，不暴
怒；说不好听一点，就是怕事、躲事，最
好没事，谨防引火上身。

明溪人无论是媒人介绍还是自由恋
爱，基本都遵循传统风俗。

对于未婚男女来说，不论是哪种形式，
相亲时，一般都要经过这些程序或步骤：媒
人带男方去女方家相亲，不论成否，女方家
都会给男方和媒人煮一碗粉干和两个鸡
蛋。若男方看中女方，会包一个红包，金额
尾数以六或九为吉；女方看中男方会把红
包接过来，如果看不中，坚决不收红包。这
个红包名曰：见面礼。

过后几天，双方有意的话就会选个日
子，女方家亲友去男方家看看家况，名为：
看家风。主要是看男方家住房宽窄、兄弟姐
妹多少、邻里之间关系如何等。看满意了，
女方就会让男方和媒人去女方家开红帖

“议亲”。开红帖商谈女方对男方有什么需
求，按照商谈的结果，在红帖行头写着“百
子千孙”，内容大约如下：

1、聘礼多少元 2、银圆多少个 3、猪肉
多少斤4、鸡多少只5、鸭多少只6、墨鱼多

少斤7、蛏干多少斤8、鱼多少斤9、饼多少
个10、寿带多少条11、红蛋多少个12、寄盒
多少个。

以上这些必不可少的事项，女方先提
要求，男方可以讨价还价。如果异议较大，
甚至实在谈不下去，女方将退回男方的见
面礼，这门亲事或许没了下文。若是没异
议，男方将按照双方商定的各项条目，正儿
八经地在红帖纸填上双方认可的数目。当
然，重要的是得带着女友采购订婚用的服
装和金银首饰（女孩的衣服和首饰不写在
帖上，但一般也在议亲时提出要多少金饰，
女方陪嫁多少等）。接着，男方可以带女孩
买衣服。之后，不出意外的话，双方即可确
定订婚日。

订婚时，男方把女孩采购的东西及红
帖上写的现金和银圆如数带去女方家下聘，
同时带上糖果和香烟，一般是十斤糖果两条
烟。这天，男方到女方家吃早饭，然后接女孩
去男方家吃午饭，男方家一般会请几桌亲朋

好友，午饭后再把女孩送回家。从此，两家就
算确定关系，相互正常往来。

结婚日确定后，用一张红纸写上男女
名字、结婚日期（公历和农历日期一并写
上），用六尺红布包着送去女方家，名曰：送
日子单。结婚前一天是女方家请客，所有花
费由男方出，且在女方请客前一天务必把
东西送到女方家。女方请客这天，男方接亲
团由男方母亲娘家兄弟带队，一般由五人
组成，其中长辈一人。一头挑着一公一母两
只鸡，一头挑着五果盒抬，里头放着三牲，
带足蜡烛鞭炮。另外，必须有两个未婚伴娘
带着新娘出嫁时的红雨伞、护心镜（由五帝
钱串在一起的一面铜镜），快到女方家时开
始放鞭炮。

到女方家后，给女方大厅厅头和厨房
灶头点上蜡烛，厅头放上三牲盒，点上香，
女方家厨房帮忙的人各一个红包，名曰：厨
房礼。三牲盒由女方家长辈开盒，男方给红
包，名曰：开盒礼。酒席开始和结束，男方代
表都要放一大串鞭炮，酒席开始后，男方代
表还要到每桌分两包烟。

晚上，男方代表会邀请女方代表座谈，
商议第二天女方出嫁的细节，如几点出女
方门，几点进男方门。男方会准备一个大红
包给女方父母，名曰：补子补孙礼。女方父
母亲如不满意可以叫“高升”，男方代表则
会在原红包的基础上再加钱后给女方家
长。同时，还给女孩一个红包，名曰：上轿
礼。其他还有梳妆礼、爷奶礼、血盆礼等。梳
妆礼是给出嫁日帮新娘梳妆的人；爷奶礼

是给女方家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只要健
在都要有一个；血盆礼是给女孩出生时的
接生婆的，第二天抱新娘的叫抱新娘礼。总
之，只要是有关于新娘的事情，不论大小都
有红包。女方请客，来宾伴手礼是一袋饼，
且还有讲究。一般是两块（或四块）圆饼、两
块三角饼，一块鞋底饼，一个寿带饼，两个
熟红蛋组成八样，寓意发发。或四块圆饼组
成十样，寓意十全十美。

结婚日，女孩洗澡换嫁衣，嫁衣上前后
左右各钉一块银圆，梳妆好后，盖上盖头，
脚不能踩地，由女方的舅舅抱出家门走一
段才放下；女方陪嫁，一对箱子不能少，箱
子四个角落放上银圆或人民币押箱脚。一
个箱里放着新郎官结婚要穿的新郎装，从
里到外全套及鞋袜；一个箱里放着新娘的
换洗衣服和围裙，新袖套、两头袋和小布
袋，两头袋里放着十二个红蛋（闰年十三
个）和五果，小布袋里是五色线、针和剪
刀，钻子，五色碎布。两个箱子都得上锁，
钥匙由新娘的哥哥或弟弟（妹妹）带着。新
娘身上衣服前、后、左、右都别着缝衣针，
鞋面上也别着，一般一处六枚，除了胸前
的针新娘必须自己拔起来别在新房蚊帐
上，其他都会被亲朋好友偷偷拔走。除箱
子外，还有草席一床。草席必须由母亲娘
家人长辈抬，洗漱用具、酒壶、马灯等都是
双份，由送亲团带去男方家，送亲团的人
数包括新娘和接亲团人数，加起来必须是
双数。女方家会给接亲团每人一个红包，
名曰：接亲礼，一般男方代表会打开，看看

是否合适，觉得太多会退一半给女方，因
为送亲礼是接亲礼的翻倍。抬草席的人另
有一个草席礼。

到男方家附近，男方家人手持火把出
来接亲，踏着鞭炮声按时辰进男方家门。然
后，新郎向小舅子和小姨子要箱子钥匙，当
然得先奉上红包，这个红包还得小舅子或
小姨子满意才行，否则他（她）可不断叫“高
升”。新郎拿到钥匙开箱才可换装，换装后
在男方长辈们主持下拜堂，礼成后开席。大
厅门上往往有一个染红的大猪腿，这是谢
媒人的。

女方送亲团在宴席上鱼这道菜后必须
离开回去，每个人都从男方拿到一个红包，
名曰：亲家郎礼，也叫送亲礼。

当天晚上，男方家往往还有闹洞房的
后续。第三天，女方娘家来人接新郎、新娘
回娘家，名曰：三朝回门。从此女儿是客人，
回家给每位长辈一包两斤的冰糖和一个红
包。在娘家吃完午饭回家，每个红包又回到
新郎新娘手上，只是都翻倍回来了。当年春
节，出嫁女儿要给娘家送大年，一般是大猪
腿、饼及红包。娘家正月请女婿，分家的兄
弟、叔伯一家一家地请，大家族一请就十几
天轮下去，女婿白吃还有红包领。请完女
婿，所有婚俗才算完成。
编后：

如今，各地持续深入推进乡村移风易
俗，倡导喜事新办，坚持树立新风和尊重传
统并举，能更好地推动文明新风尚在广袤
乡间流淌。

明溪传统婚俗 ●邱福轩

●童 杨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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