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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的中国迎来了旅游事业蓬勃发展、旅游成就蒸蒸日上的大好时期，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
明历史的古老国家，发展旅游业自然离不开旅游文化遗产。
旅游文化在我们曰家的历史由来已久，各地的地方志、名山大河的名胜志以及数不胜数的族谱、家谱
，都可以看成是中国旅游文化的脉络。
　　在中国的名山大河中，黄河首屈一指。
作为一条古老的河流，黄河千百年来奔流不息，滋润着两岸的肥原沃土，哺育着大河上下的各族人民
。
从春秋战国到北宋年间，黄河流域一直是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两岸的劳动人民不仅以自己的劳动发展了生产，而且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文化。
黄河，用她那恢弘的气势、博大的胸怀，铸造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追求自由的品格。
　　黄河三角洲作为我国三个大河三角洲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
新中国成立后，黄河三角洲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灿烂的旅游文化，使其在全国区域经
济的布局和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自20世纪90年代，“黄河三角洲开发”与“海上山东建设”，已并列成为山东省跨世纪的两大工程，
因此，黄河三角洲的开发前景是美好的。
　　在中国旅游经济和全球旅游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全球文化共享，以及在此背景下全国各地的旅
游文化趋同现象在所难免。
因此，怎样卓有成效地确保黄河三角洲旅游文化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任务，我们
必须深入研究黄河三角洲旅游文化。
　　近年来，黄河三角洲地区的旅游业发展迅速，文化作为旅游业的灵魂，旅游文化的研究必然会推
动旅游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黄河三角洲旅游文化的研究，一方面丰富了区域旅游的理论和实践，另一方面对于深刻认识本地区的
旅游资源，加快黄河三角洲地区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滨州学院自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所成立以来，在黄河三角洲的古文化遗存研究、移民研究以及企
业文化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滨州学院地理旅游系左登华教授等结合自身对旅游文化多年来的深入研究，写成了这本《黄河三角洲
旅游文化》。
该书立足于黄河三角洲旅游文化要素的研究，资料翔实，充分论述了黄河三角洲的历史、山水、人文
等旅游文化特色，给读者展示了黄河三角洲深厚的旅游文化底蕴。
　　本书的编著有以下特点：第一，以旅游学、文化学为理论基础，注重旅游文化的内涵和特性分析
。
　　第二，视野开阔，信息量人。
从山水资源到民俗人文，从历史古迹到现代企业文化，从传统的服饰饮食到时尚的文学舞蹈，本书都
能做到概括精到，雅俗共赏。
　　第三，兼顾整体与局部，总揽百家，有叙有议。
在考虑全书结构统一的基础上，各章相对独立，以便读者各取所需。
　　我们相信，《黄河三角洲旅游文化》一书的出版，将为滨州学院黄河三角洲文化的研究增添一笔
亮丽的光彩，同时会更加充实区域旅游文化的研究。
　　谨以此序，祝贺本书出版。
　　刘德龙　　200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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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书库》涵盖了黄河三角洲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生态文化、革
命文化、企业文化以及文化建设对策等各个方面，力求站在时代的高度，通过全面发掘、梳理和剖析
传统文化资源，探讨本区域文化的发展规律，构建与时俱进的黄河三角洲文化，这必将对推动本区域
经济社会之发展、黄河三角洲文化之繁荣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黄河三角洲旅游文化》为其中一册，以旅游学、文化学为理论基础，注重旅游文化的内涵和特
性分析。
从山水资源到民俗人文，从历史古迹到现代企业文化，从传统的服饰饮食到时尚的文学舞蹈，《黄河
三角洲旅游文化》都能做到概括精到，雅俗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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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旧时传统婚俗旧时男婚女嫁受封建礼教的束缚，须从父母之命，无个人自由。
择婚讲究门当户对，常“亲上结亲”、“亲上连亲”。
结婚无法定年龄，男十三四岁、女十五六岁结婚为常事。
一般群众是一夫一妻制，有钱有势者纳妾。
穷人受生活所迫，以自己的女儿换对方的女儿做儿媳，称为换亲。
有的很早就给女儿找婆家，交男家收养，称“童养媳”、“团圆媳妇”，往往是男大女小。
婚配讲究缘分，既已结婚，必须服从“天命”，女人须循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活是你家人
，死是你家鬼”的旧规。
妇女丧夫，要为夫“守节”，倘若改嫁要受种种非难和歧视，往往被婆家以高价卖出。
改嫁妇女称“回头”、“二婚头”，携带的孩子叫“带犊子”、“拖油瓶”。
男子可以休妻，但没有充分的理由一般不做，不然要受世俗的非议：“休前妻、毁青苗，伤天害理。
”旧时婚嫁基本上沿袭古六礼中的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几个程序，其中一些习俗至
今仍在民间沿用。
　　说媒媒人（今称“红娘”或“介绍人”）提媒前，首先探询男女双方父母的意图，再从中说合。
只要门户相当，八字相合，辈分相同，双方父母同意，就可口约为婚。
男女双方把家长的姓名、年龄、生辰写在红纸上，由媒人交换。
富者给女家放礼。
　　换柬也叫“送柬”，为正式订婚。
境内的换柬形式基本相同，但随柬的彩礼、什物不完全一样。
在广饶一带，男方送往女方的柬书为：“谨凭媒语，以仆之子行×，与尊亲家之令爱行×，年庚相符
，属命相生，愿结秦晋之好。
”并放盐一小包、头发几根（意为有缘法）、大针一对、红线穗两个（谓千里姻缘一线牵），另放红
麸子、香、艾等吉祥物和包柬裤、包柬袄、押柬钱，由媒人送往女方。
女方回柬：“谨遵亲议，以仆之女行×、×岁、××生日，愿与亲家之令男共结丝萝。
”并回衣裤等。
旧时，押柬钱为铜子一两吊，今钱数不等。
境内西部，男方随柬的彩礼是首饰、衣料、裙子、大袄，女方随柬的彩礼什物是鞋帽、文房四宝、经
书，并设宴招待媒人。
　　结婚前，男家根据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选定嫁娶的日期，然后将结婚的日子写在婚帖上，提前
数月或一月，由媒人送到女家，俗称“送日子”。
　　婚呈又称“告礼”、“联盟帖”。
帖上写明开脸、梳妆、上下轿的方向、送嫁女客的“属相”及遇庙、石、井、桥用红毡遮挡等。
有的是与“送日子”同时，也有的是在婚前四五天。
在利津、河口一带，是在结婚的前一两天，选择双日子送婚呈。
送婚呈要抬食盒。
婚呈放在第一层，下面是酒两瓶（白酒、黄酒）、鲤鱼两条、肉两刀、粉条两缕（谓长留粉），并上
挂喜鸡一对。
食盒用大喜字封好，到女家启封。
在娶亲前最后一个双日，女方向男家送嫁妆。
一般是一对箱子、一对杌子、一张两抽桌、盆架、梳妆用具及被褥衣服等。
男方设宴款待来人，并发赏钱。
　　娶亲婚礼的前一天，男家张灯结彩，贴对联，大门门框下方贴“青龙”二字，新房糊红纸。
下午请乐队“响门”，纱灯高照领前，鼓乐随行，男宾领新郎先到祖庙拜祖，后向本族各院、亲戚、
朋友家磕头，称“拜门”。
晚上宴请乡里，在巷口或大门口奏乐唱戏，由亲属点戏赏钱，热闹一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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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夜由父辈人或兄弟陪新郎睡在新房里，俗称“压床”。
在广饶一带，娶亲前一天，亲友携礼前来贺喜，俗称点茶，主家设宴招待宾客。
　　娶亲这天，男方备两乘花轿，鼓乐伴奏，旗、锣、伞、扇开道，到女家迎娶，女方长辈亲迎新郎
入席。
宴会过后，在鼓乐声中为新郎披红戴花。
同时，新娘穿裙子，披云肩，戴霞帔，盖“蒙头红”，由兄弟用椅子抬着送上花轿。
在广饶一带，此时还要举行简短的仪式：给新娘开脸的人用镜子先照一下轿内，然后，嫂子端一碗放
有发面引子和芝麻的水，让新娘用手蘸一下，意为“引子”、“生活节节高”，然后将水泼在地上。
起轿后，新娘的兄弟2人或姐妹2人持茶壶、茶碗，扶轿杆跟在后面送一程，称为“送客”。
送嫁的男送客2人（新娘的兄弟），女送客2人（称伴娘），压轿（挡轿门）儿童2人。
路上绿轿在前，花轿在后，男送客在花轿左右护送，女送客乘车在后。
此时，新郎俗称“小登科”，享受状元待遇，新娘享受诰命夫人待遇。
路人一律避让，即使达官贵族也不例外。
花轿往返不得同路，一路不停，遇十字路口、井、桥、庙宇，要用红毡遮挡。
花轿到门口时，当路横一木凳，吹鼓手吹奏各种乐曲，抬轿者也做出各种舞蹈动作，到时有赏钱。
新郎下轿后，先到堂屋坐等。
新娘由女宾扶持从椅子上下轿。
这时，向新娘和看下轿的人撒“小火烧”和染红的花生。
新娘踏红毡、越马鞍至庭院天地桌前，与新郎拜天地。
男宾高喊“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
然后，揭“蒙头红”，面见公婆，入洞房，吃下轿饭（饺子），设宴席招待送嫁客人。
晚上，新郎、新娘喝“合婚酒”（红酒），亲朋开始闹洞房，小叔子和晚辈都来戏耍殃闹，村长辈和
岁数大点的也来凑趣，谓“三日无大小”。
此后，女方眷属频频来男家“送饭”、“圆饭”、“梳头”、“添箱”，男方的亲友都来祝贺，俗称
“道喜”、“要火烧”、“殃喜”。
新婚第二天，新娘由婆家嫂子带领祭祖坟，归家后拜同族长辈。
一般第三天新娘回娘家，称“回门”。
三日后由娘家人送回，谓“做六晌”。
至此，大礼告成。
　　二、新社会新时期婚俗新中国成立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了包办婚姻、买卖
婚姻，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男女平等和结婚登记制度。
提倡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提倡喜事新办、简办，反对铺张浪费。
城镇青年多为自由恋爱，建立感情后登记结婚。
婚期往往在“五一”劳动节、国庆节、元旦、春节期间，婚礼多在宾馆饭店举行，届时亲朋好友齐来
祝贺。
也有的采用旅游结婚或集体婚礼等形式。
农村青年则在较大程度上沿袭着传统婚俗，大多经过媒人介绍、相亲、订婚、登记等步骤，婚期须择
黄道吉日，婚礼亦多用旧俗，但比旧时要简约。
20世纪60～70年代，订婚彩礼流行三大件，即自行车、缝纫机、手表。
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彩礼也日趋升级，多为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和金银首饰等。
崇尚新风者不要彩礼，有的则以科技图书、农业机械为彩礼或嫁妆，为人们所称道。
　　提亲20世纪80年代起，提亲方式多样。
一是介绍人对男女双方情况（年龄、相貌、性格、文化程度、家庭状况等）熟悉，热心帮忙，主动为
其撮合，或是受一方委托为其提亲。
二是男女双方自由恋爱，为求名正言顺，托一熟人做介绍人，此种提亲只是形式而已。
三是由大众传媒、婚姻介绍所承担提亲职能。
经介绍人提亲的男女须约定时间相看，首次见面仅对相貌、年龄、言谈举止有表层认识，以后则自行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黄河三角洲旅游文化>>

约会，对对方品性、家庭、。
职业、兴趣爱好进行深入了解。
城镇许多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将对方带到家中，介绍给家人，自己充当介绍人。
沾化、无棣县少数地区尚有订“娃娃亲”的陋习。
　　定亲男女交往一段时间，认为满意即可定亲，有书面和口头两种方式。
　　书面定亲即将家中长辈的辈分、姓名、年龄等写在红纸上，名“帖”；另外一张纸上写儿女姓名
、年龄、属相以及“年庚相符，属命相生，愿结秦晋之好”之类文字，名“柬”。
然后由介绍人转交双方，男方要给女方放礼。
20世纪80年代，部分农村地区多采用此方式。
口头定亲即男女双方（包括家长、儿女、直系亲属等）约定时间聚会，以交谈方式将亲事定下。
地点一般选在男方，由男方设宴款待，并给女方见面礼。
　　议婚男女双方商议结婚时间、彩礼多少、嫁娶议程、接（或送）亲方式等。
议婚由双方家长、子女直接出面交换意见，有时须介绍人从中协调，往往商议多次才能达成共识。
议婚时，男方要付给女方一笔彩礼置办嫁妆，女方往往退还一小部分以示客气。
　　娶亲娶亲前男女双方先到当地政府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女方置办嫁妆，男方则要装饰洞房，摆放新家具（若女方陪送家具，需提前送到），床（炕）铺设一
新，门口贴对联。
娶亲这天，一般由男方去接（有的由女方送），20世纪80年代初，坐马车或骑自行车，中后期乘拖拉
机或农用车，90年代多用小轿车。
新娘由娘家人陪送，嫁妆同时送到。
下车时放鞭炮、奏鼓乐欢迎。
新娘、新郎步入院中，司仪主持婚礼仪式。
之后，新娘人洞房，围观者随即涌入，名日“闹洞房”，滨州无棣一带还有“闹婆婆”习俗。
来看新娘的人，从锅底摸一把黑灰抹到婆婆的脸上，婆婆不仅不恼，反而高兴，抹得越多说明越有人
缘。
洞房之外，新郎则忙于用酒宴招待宾朋，女家的来客是贵客，必须请到正屋坐上席，由相应的人陪客
，其余按亲戚或庄乡分别成席招待，一般男女不同席。
这天，男方大摆宴席招待女方客人与贺喜亲友，城镇宴客多在酒店。
20世纪90年代，政府倡导移风易俗，组织集体婚礼，既热闹又节俭，还有的青年男女选择旅游结婚。
　　农村中结婚彩礼过重现象较为普遍，城镇接送新娘、婚宴讲排场之风亦有蔓延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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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河三角洲作为我国三个大河三角洲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
新中国成立后，黄河三角洲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灿烂的旅游文化，使其在全国区域经
济的布局和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本书为《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书库》丛书之一，立足于黄河三角洲旅游文化要素的研究，资料翔实，
充分论述了黄河三角洲的历史、山水、人文等旅游文化特色，给读者展示了黄河三角洲深厚的旅游文
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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