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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是人们成长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仪式。它的意
义，从来就不仅仅是宣示一个家庭的诞生，常常包含着很
多民俗和教化意义。今天，我们的生活中能看到丰富多
彩的婚礼，但总感到少了一些什么。

在我所了解的山西乡间，传统婚礼的高潮并不在接
新娘，而是拜堂。婚礼拜堂的“规模”比较大，不仅要拜父
母，还要给男方家族的所有长辈、同辈行礼，有的地方把
这叫“行家礼”。仔细品味，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项
目。行礼的顺序从家族中最大的长辈开始，依次进行，后
面还要由这个家族的晚辈向新郎新娘行礼。这其实是以
一种隆重仪式，告诉你一个家族的情况。对于新郎来说，
这是一次“成人礼”，从此你就要在这个家族中成为正式
的一员，敬长辈爱晚辈；对于新娘而言，这个仪式就是一
堂“家族课”，以隆重的形式让她明白自己即将加入的这
个家族谁大谁小，了解长幼之别。经过这个过程，新人很

自然地就知道了自己在这个家族中的“位置”。可以说，
传统婚礼虽然有些繁琐，但处处充满“教化”意义。

传统的东西总要在发展过程中变化。现在，人们选
择婚礼的样式丰富多彩。有的人不是教徒，也要到教堂
去举行那种“宗教式”婚礼，有的婚礼虽然穿着中式服装，
却已经“简单化”得只剩下年轻人的打闹。不少人把婚礼
仅仅“简化”成几个年轻人的事，似乎少了一些什么。我
们没有必要把婚礼“恢复”到繁琐的传统中，也不可能有
一种“格式化”“标准化”的婚礼仪式，但记住婚礼的教育
意义却很有必要。结婚是人生大事，婚礼是人们难忘的

记忆。所以，赋予这个仪式更多的意义，既是丰富人生的
需要，也是维系社会、建好家庭的要求。“家风”是家族传
承的精神内核，当然应该在新家庭的“诞生仪式”、在新人
的婚礼上占有“一席”。让婚礼成为“家风第一课”，才能
更好地传承家族的精神。

现在，婚姻“主角”的家庭距离越来越远，南方姑娘嫁
到北方，西北小伙娶沿海姑娘，越来越多。“婚姻半径”的
拉长，是社会发展的标志，但也给家庭建设带来一些实际
困难。过去，结婚的两个人在一个村子里长大，不仅互相
知道底细，就连各自的祖孙几代也互相了解。而现在的

青年，即使在一个城市里生活，也不认识各自的父母。这
就容易使婚姻简单地成为“两个人的事”。其实，每一个
人都是从家庭甚至家族中走来的，只有带着家庭的使命，
新的家庭才能走得更好。所以，家庭建设也需要有所传
承。婚礼是新家庭诞生的“第一声”，是“第一粒扣子”，在
这个场合，增加一些家风内容，很有必要。

当然，婚礼是一个充满喜庆和欢乐的仪式。让婚礼
成为“家风第一课”，并不是非要进行生硬的说教。正如
传统婚礼把教化内容镶嵌在各个环节一样，婚礼上的“家
风教育”也可以有不同形式。比如，留出一点时间，讲讲
家族的历史；给长辈个机会，请他们说说过去；也可以增
加一些程序，记住家风的内容，等等。

家庭是人们的精神后院，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细胞。
婚礼是建立家庭的重要一步。赋予这个礼仪更多教育意
义，不仅是我们的传统，也是现代社会建设的需要。

发好新家庭“第一声”
魏永刚

婚礼是建立家庭的重要一步，赋予这个礼仪更多教育意义，不仅是我们的传

统，也是现代社会建设的需要

前不久，我给儿子在当地举办了一个普通婚礼，没想到
事后得到许多朋友点赞，感觉这个婚礼简朴、清新、热闹，充
满了浓浓的传统文化气息，表示值得借鉴学习。

近年来，我经常获邀参加年轻人的婚礼，发现许多婚礼
变了味，不少人家热衷于礼金的丰盈、场面的铺排、婚车的
攀比，而忽视了对年轻人的教育、老辈人的尊重、家风的传
承。与儿子儿媳商量后，我们共同确定了这次婚礼的基调，
即“体现传统特色，传承优良家风”。

我们把婚礼分作三个场次。
第一场婚礼是“嫁女仪式”，在儿媳娘家进行，其父母的

临别赠言是重头戏。女儿这次离家不同于往常，父母在这
个时候对女儿语重心长的叮嘱一定别具深意，今后女儿不
管在什么时候回想起来都将言犹在耳，终身受用。

第二场婚礼是新媳妇来到小区院里时举行的“祭拜仪
式”，主要内容有祭祀天地、祭祀祖宗和拜见父母、拜见邻居
等。儿媳拜见邻居时说，“亲爱的爷爷奶奶、大伯大娘、叔叔
婶婶，我今天就正式来到这个院子和大家一起生活了。由
于我初来乍到，不懂咱们这里的规矩，今后如有不周之处，
还望大家多多指教、多多包涵！”儿媳向左邻右舍鞠躬还没
有直起身子，就赢得了大家的一片掌声与叫好声。

第三场婚礼为“宣誓仪式”，在酒店里举行。家族长辈
代表讲了话，简单回顾了家族的发展历史，叮嘱他们要继承
和发扬好艰苦奋斗的“传家宝”，永远保持向上、向善的精神
风貌。作为父亲我也讲了话：“我积六十年的人生经验发
现，这个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世界，原来是两个人的世界，
这两个人就是丈夫和妻子。如果丈夫包容妻子，妻子就是
完美的女人；如果妻子珍爱丈夫，丈夫就是有尊严的男人。
在家庭内部，丈夫要能担当，妻子要有爱心。由这样的丈夫
和妻子组成的家庭，才是温暖的家庭、幸福的家庭。希望你
们记住：只有拥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才能拥有整个世界。”在
众多亲友见证下，儿子和媳妇庄严宣誓：“今后，无论顺境还
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我们都将
不离不弃、风雨同舟、白头偕老！”——这样的场合，这样的
承诺，相信留在新郎新娘心里的记忆会非常深刻。

儿子婚礼上，共有四副对联，是请两位作家朋友编撰、
两位书法家朋友书写的，都属于量身定制，如“初中高中同
窗六载初识君，省城京城恋爱七年今拜堂”一联，就介绍了
新郎新娘由相识、恋爱，一直到走进婚姻殿堂的历程。我们
还在每副对联旁边用小字标注了作者和书写者的名字，表
示出对他们的尊重和感谢之意。我们没有安排高档轿车，
而是从运输公司租来了两辆中巴车当婚车使用，虽然缺少
了浩浩荡荡的气派，却大大增加了安全系数。整个婚礼活
动，我们没有燃放烟花。所有这些，也都符合绿色、低碳、环
保的理念。

为儿子办婚礼，我们主要在文化传承和伦理教育方面
进行了一些探索，意在为新时期的婚礼注入更多的社会正
能量。我认为，婚礼是一个传承家风的重要时间窗口，理应
得到足够的重视。凡家族兴旺发达、家庭和睦幸福者，其背
后一定有良好的家风在滋润着。

儿子的三场婚礼

申树凤

出生于上世纪 50 年代的我们那
一茬人，时兴自由恋爱了。学校放秋
假期间，正读高中的我收到了一封意
外来信。信到我家时，不苟言笑的父
亲盘问我“谁来的信”。那时候学生之间通信意味着恋
爱了，他或许想到了这些。过了一段时日，父亲说，不
论和谁交往要看人品，忠厚老实才可靠！

高中毕业后，那个写信给我的同学当兵去了，我们
开始了经常的书信往来。谈婚论嫁时，父亲定下规矩，

“有约不能变，成亲不搞礼”。当时物质极端匮乏，社会
上树立了许多移风易俗、勤俭办婚事的好风气：女方不
要彩礼，娘家陪送箩筐、铁锨，新郎新娘胸佩大红花，徒
步新郎家，也有骑自行车的，算是很时髦的啦。

1973年11月，未婚夫服役满4年回乡探亲。结婚
要给组织上打报告，审批还没下来，突然部队电报催
回。1974年1月西沙海战打响，他们舰艇奔赴增援，联
系随之中断。从报纸、广播中知道仗打完了，可是还没

有他的信来。后来才知道，他们到西沙替补打仗的舰艇
回来，就留在那里值班了。信件从河南走7天到部队后，
要待补给船去西沙再带去，补给船一个月才去一次。

到了1974年底，又是一年新春时，人们都在盼望
游子归来，我也在期待团圆，结果等来了几字电文“值
班未返，要不你来”。已是腊月廿四了，出远门谈何容
易，不去吧，亲朋好友都知道要办事了。经过短暂权
衡，仿佛逃亡般匆匆上路了。在郑州，朋友送我上了通
往广州的16次特快，才想起抵粤后不知道往海南怎么
走。遍车厢寻找到一位归队的海军士兵，在他带领下，
又坐了一天一夜的轮船和一天的汽车，于大年三十到
达部队。当老乡们来接我时，才知道夫君节后返航。

趁此机会，自己动手做了一套衣服，绿花衬衫，海军

蓝裤子，穿着漂亮的嫁衣静待郎归。
一周后，舰艇靠岸，本想亲眼看看返航
的他们，战士们却说不忍让我看到他
们衣衫褴褛、盐渍斑斑的模样。我不

禁肃然起敬了。有这样贡献青春守宝岛的终身伴侣，是
我一辈子最厚实的依靠。部队首长为我们操持了简朴的
婚礼：介绍恋爱经过，共唱一首革命歌曲。我们唱的是

《沿着那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当时电影《青松岭》正热
映，这首充满激情的歌曲也很快传唱开来了。

虽然我们结婚没有丰厚的物质，没有热闹的场面，却
有着深深的牵挂与理解，有着心心相印的踏实，有着执子
之手与子偕老的坚贞。婚姻是终身大事，不是婚礼场面
大、房子大，主要是讲慎重择偶，看父母辈的为人处事，
察家风家教；看对方的学习工作，察其敬业与责任。后
来几年，我曾跟随部队辗转，搬家时大大小小的纸箱五
六个，废旧木箱两三个，虽行囊简单，生活简朴，但是有
福同享，有难同当，始终对前景充满乐观。

千里辗转赴婚约
王国英

我的婚礼大约算得上“隆重”了，因为横跨了大半个中
国，绵延了几个月。

我的老家在鲁西南，按风俗，姑娘出嫁，亲朋好友、邻里
乡亲要来“添箱”。“添箱”那天就相当于娘家举办的婚礼，会
置办一场不错的宴席。宴席是在我们镇上的饭馆里办的，
席面是饭馆最好的饭菜。爸爸说，这么大的日子得体面一
点，对得起大家能来帮衬的这份情。

那天晚上，亲朋好友散去，妈妈往我的喜被里塞了一个
厚厚的红包，说：“现在不时兴箱子了，大家来添箱也都给钱
了。你要记住，众人拾柴火焰高，出嫁了，要与婆家亲朋和
睦相处，善待邻里乡亲。”

在丈夫老家举办的是我们的主婚礼。夫家在河南南
阳，因路途遥远，不可能一天内完成送亲、接亲、拜堂等仪
式，我便撒娇求简化。父母拗不过我，取消了庞大的送亲队
伍，单他们和小妹提前与我一起到了夫家镇上的旅馆住着。

婚礼当天，天还未亮，妈妈便早早起来，一趟趟去看旅
馆老板娘起身没有，她要给我煮饺子。按风俗，姑娘出门前
要吃碗饺子，饺子刚下锅就要捞出来，端给新娘吃，“生不
生？”“生！”一语双关，图个吉利。

当听到门外鞭炮声响起，妈妈忍不住红了眼圈。我和丈夫
向父母跪拜行礼，爸爸一连说了几个好字，“去吧去吧，结婚了
就是大人了，要记得孝敬公婆。”说完头转向了别处。妈妈则一
直在抹眼泪，只说了句“两个人要互相心疼，和和美美的”。

坐上婚车，车队在鞭炮、锣鼓声中出发了。到了夫家，
司仪引导我们三鞠躬，叩谢天地、父母和亲朋，向长辈们敬
茶。公公喝茶时对丈夫说：“你是家里的顶梁柱，要肯吃苦，
把这个家担起来。”敬完茶，司仪又引着我们向所有的至亲
一一鞠躬认亲，亲戚们则回应一些祝福的话。

隔了两个月，我们在工作生活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又举
行了一场婚礼。这场婚礼虽然没有我们的父母，却又处处
是父母的影子。因为是父母教会我们如何做人，“做人要知
足”“要念人的好”“吃亏是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家风是什么？是几辈人积累的待人处事的经验。而婚
礼是一个小家庭的诞生，婚礼上，认真聆听父母的嘱托，就
是家风的传承。

嘱托跨越半个中国

李 倩

婚礼 家风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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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是建立家庭的开始。婚礼上的谆谆嘱托凝聚着对新人幸福生活的殷殷期待，更承载着家风家训的

深刻内涵——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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