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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婚姻是人类生活中最动人的故事之一。
由于生存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别，不同群体的婚姻缔结方式及婚姻观念、礼仪习俗也千差万别。
透过纷繁绚丽的婚姻文化及相关礼俗，人们不仅可以把握住人类自身历史演进发展的脉络，还能具体
地感受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和不同人群的精神风貌与生活图景。
本书以中国婚俗为题，在概略性地探讨中国的婚姻制度、婚姻类型及婚姻方式之源起、发展和沿革的
历史过程后，即以在中华民族传统婚型中最具代表性的聘娶婚作为基本载体，在多层次多侧面的展开
中，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各民族的传统婚俗勾画出一幅相对完整的图像。
因为写作的目的只在为普及相关知识做点贡献，所以力避深入的学术探讨，但尽可能汲取或介绍专家
的研究成果，同时大量采用活泼生动的历史掌故、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俚语等形象资料，来对
各种婚俗事象的表现与衍变加以说明，藉此增加阅读的轻松感。
此外，本书又以丰富的插图构成图文并茂的特色。
需要说明的是，除署名引述的观点成说和文图资料外，囿于体例及图片摄制提供者失考等其他原因，
未能一一署名。
在此，特向金良年、仲富兰、陈江、胡毅华、杨文龙、张建新、徐明华、石奕龙、郭永生、张德宝、
庞先健等及众多未署名的婚俗资料传播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本书中文版得以付梓，更得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热情帮助。
该社是培养我从事通俗文史读物写作的摇篮，迄今已为我出版了不下10种稿件.可惜我成长太慢，这是
有愧于广大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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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经中国婚俗为题，在概略性地探讨中国的婚姻制度、婚姻类型及婚姻方式之源起、发展和沿革的
历史过程后，即以在中华民族传统婚型中最具代表性的聘婚作为基本载体，在多层次多侧面的展开中
，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各民族的传统婚俗勾画出一幅相对完整的图像。
    本书附有许多各时期的彩色插图，非常值得收藏。
     婚姻是人类生活中最动人的故事之一。
由于生存环境的文化传统的差别，不同群体的婚姻缔结方式及婚姻观念、礼仪习俗也千差万别。
透过纷繁绚丽的婚姻文化及相关礼俗，人们不仅可以把握住人类自身历史演进发展的脉络，还能具体
地感受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和不同人群的不同精神风貌与生活图景。
     本书大量采用活泼生动的历史掌故、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俚语等形象资料，来对各种婚俗事
象的表现与衍变加以说明，藉此增加阅读的轻松感。
概略性地探讨中国的婚姻制度、婚姻类型及婚姻方式之源起、发展和沿革的历史过程。
以丰富的插图构成图文并茂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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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唐朝贞观年间，吐蕃王派使臣带上黄金珍宝为聘礼来到长安，请求娶公主为妻。
这使臣能说会道，使唐太宗无法推卸，便答应把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王。
公主听到皇上要将自己嫁到几千里远的地方去，眼睛都哭肿了，茶不思饭不吃。
这下急坏了唐太宗，便找大臣魏徵商量。
魏徵教皇帝将公主平时使唤的丫环、奶娘一齐陪嫁，再把她喜爱的家具用品、珠宝玩器也送给她，包
会答应。
唐太宗将此计划对公主一说，公主果然表示“遵命”了。
唐太宗十分高兴，立即命高手匠人根据公主平时的喜爱，做了龙凤床、鸿雁柜、孔雀屏、八仙桌、象
脚凳、锦缎被、彩虹镜，镜子背面还嵌进了唐太宗夫妇的画像，好让公主思念父母时见像如见面。
到公主远嫁起程那天，唐太宗亲扶公主上车，又选了一位王子率领三百亲兵护送，凡公主使唤的丫环
奶娘及其珍宝器玩、经典书籍、琴棋书画、梳妆器具等，一概陪送入藏。
文成公主与吐蕃王松赞干布结婚后，相亲相爱，规模浩大的陪嫁队伍和丰富多彩的嫁妆则给藏族同胞
送去了灿烂的汉地文明，促进了汉藏文化的交流。
此后，唐太宗嫁女陪嫁物品的礼节传到民间，人们把这些物品称为陪奁，而送陪奁的礼俗也一直流传
到现在。
（李明宗、李正庸：《办陪奁的传说》，《中华民俗源流集成·婚姻卷》传说归传说，从文献记载看
，嫁女办陪奁的礼俗，至迟在春秋时代就已经盛行了。
帮助秦穆公建立霸业的秦国政治家百里奚，最初就是作为晋国公主的陪嫁之奴进入秦国的。
究其原义，还是为了体现婚姻乃“合二姓之好”的宗旨。
不过真正大肆操办陪嫁的风气之兴，似乎还是从南北朝开始的。
当时土族自矜高贵，大多不屑与庶族通婚，有钱的庶族为了把女儿嫁给士族子弟以抬高社会身份，宁
可陪送许多财物以弥补自家门第的不足，故当时人称陪嫁为“陪门”。
唐太宗为此还降旨毋得受“陪门财”，并具体规定三品以上纳帛不得过三百匹，四品五品二百，六品
七品百，悉为妇装，夫氏禁受陪门财。
但社会时尚已经形成，最终未能改变。
这以后，即使是无须弥补社会地位落差的“门当户对”的婚姻，女方父母出于骨肉亲情、家族体面以
及确保女儿嫁到男家后的地位等种种因素，大都会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为女儿备办一份丰厚齐全的嫁
妆。
俗谓“赔不尽的闺女，办不尽的年”，又谓“娶媳妇满堂红，嫁女儿一家空”，可见旧时的婚礼耗费
对男女双方都是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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