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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红纸花红纸””的的黄黄黄红红红绿绿绿桂桂桂
□ 梁镇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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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红纸者，乃春节期间悬挂于街门、舍门
门楣、且写有吉祥词语之彩吊也。花红纸的量
词称“吊”，一吊花红纸一般是四幅，分别是黄
色、红色、绿色、桂红色四色组成，俗称“红黄
绿桂”。每幅花红纸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面
是长方形彩色纸，长为尺五左右，宽为一尺左
右，彩色纸上书写四字吉祥喜庆词语；下面是
本色的剪花直角三角形彩腿儿；二者用糨糊
粘接，便组成了一吊儿花红纸。过年时，家家
户户在大门、街门、居舍门上，两边贴梅红春
联，门脑儿上贴横批，四色花红纸两两挂在横
批两侧。两边再吊挂两盏灯笼。于是，梅红色
春联，红黄绿桂色花红纸，大红灯笼高高挂，
再配以书写讲究的联词吉语，家家户户门上
便构成了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图，欢乐喜庆的
节日氛围。除夕之夜，明月清亮，春风吹拂，四
色花红纸随风飘扬，大红灯笼迎风摇曳，烟花
爆竹燃放，旺火熊熊燃起，真真令人赏心悦
目。合家团圆，吃年夜饭。孩子们穿新衣服，领
压岁钱，欢乐无限。老人们品茗共话，乐在其
中。这正是：

梅枝含笑俏春风，
烛影朱帘映画笼。
旺火腾龙明月朗，
喜联舞凤锦堂红。
长街十里喧箫鼓，
区社三村舞彩蓬。
玉女金童欢不夜，
仙翁茗酒醉琼宫。

说起花红纸来，我家还有一段难忘的制
作花红纸的经历。

大约是 1955 年前后，父亲在孝义城内大
街开的杂货铺。我正在城内完小读五、六年
级。杂货铺嘛，油盐醋酱、烟酒茶糖、粉条糕
点、蜡烛炮鞭，五花八门，一应俱全。腊月里的
花红纸自然也在经销范围。

过大年了，花红纸是孝义家必购的年货
之一。过去，一吊花红纸也就是三二毛钱，手
头再紧，家家户户也是要买它几吊挂一挂的。
家户多了，用量也必大。刚解放不久，市场一
片繁荣。对联可以自己买红纸书写，花红纸可
不能自制，必得到集市上购买。善于经营的父
亲，瞄准了这桩生意，谋划着自己制作生产花

红纸销售。
别看四幅一吊的花红纸，看起来简单，制

作起来还真是不易。
第一道工序是备纸。那时候，市场上并没

有现成的各色纸。要备齐黄、红、绿、桂红的四
色纸，必须自己染造。染花红纸不能用又白又
光的有光纸。有光纸表面光光，根本挂不上颜
色，即使能染上色，也会因薄而脆，挂出不一
会儿就会被风吹破。所以，制作花红纸只能用
糊窗户的、孩子们写仿用的毛边纸。

父亲亲自当染工。他早在秋末冬初趁有
太阳的暖和天气，系着围裙，戴着手套，在大
铁锅里配好染料，将一刀一刀的毛边纸，一沓
一沓地染出，塔在院子里的晾衣铁丝上风干。
然后用裁纸刀，将四色纸按合适的尺寸剪成。

母亲是剪花红纸腿腿的巧手。她在父亲
裁好的直角三角形花纸上，用剪刀剪出各种
花样儿来。诸如花形、菱形、圆形的图案，搭配
起来；还顺着直角三角形的斜边，剪不到一厘
米宽的条儿，再折绉，垂下来，煞是好看。因为
用得量大，不能一张一张剪，得一沓一沓厚厚
的剪，很是费劲儿的。剪三两沓，也还罢了，每
天得剪几十成百沓，直剪得满手起了血泡。第
二天，照样得剪。

花红纸上是要写字的。写字的任务就落
在我这高小学生头上了。

好在我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写仿，每日一
仿，天天不误。交老师判仿，多是吃红圈儿，极
少吃扒叉。日久天长，也便写得像模像样了。还
有一个机会，是看父亲写春联。每年大年前写
对联，是父亲必不可少的营生。凡亲朋好友、同
行同事、单位家户的对联，都由父亲书写，几乎
成了无须约定的规矩。每年都是一进腊月，就
开始写对联。父亲写，我在一旁服务。诸如研
墨、割红纸、写时压纸、提纸、写好后移放、晾干
后收卷、标名等都由我来做。腊月二十三以后，
几乎上午、下午都写，有时晚上还得加班。写对
联时，我站在桌子对面，双手按住红纸，随写随
往上提；写毕一联，我即双手将对联陈放于地
面；不一会儿，满地琳琅满目，都是红纸对联，
优美的词语、端庄的字体，恰如一道靓丽的风
景线，令人陶醉。等墨干后，我又将一副副对
联，主联、横批配套，卷起。这时，往往是父亲品

茶休息的间隙。我卷一副，父亲说一个名字，我
用笔将名字标在上面，以备取对联时识别。就
这样，认真地看父亲如何运笔、如何结构，渐渐
的，耳濡目染，也就学得差不多了。

我在花红纸上写字的装置很是特殊。在
生有微火的灶台上，火口边放三块半头砖摆
成三角形，上面放置一个焙饼子用的铁鏊子。
我坐一小板凳在其旁，将纸放在鏊子上，一一
写来。因为用得数量大，来不得那么讲究。笔
是用锅刷之类的东西代替，墨是用锅底黑煤
配以胶水熬成。我手执毛刷，悬肘而书，六七
寸见方的大字，不住地写。词儿嘛，大致是“欢
度春节”、“吉祥如意”、“满院光辉”、“恭喜发
财”之类的吉祥词语。因铁鏊子下面有微火，
随写随干。每天写四五个钟头，一连写二三十
天。如此，竟练出我悬肘写大字的功夫。就说
我写字的这套装置吧，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用料简单，随写随干。铁鏊下面的火，不能太
旺，太旺了会把纸烤焦；也不能太小，太小了
墨烤不干。我用毛刷写字，墨不能蘸得太多，
太多了到写完这个字时墨烤不干；也不能蘸
得太少，太少了写一个字得蘸两次墨，浪费时
间。要做到恰到好处，还得写字人把握。对于
十一、二岁的毛头小子来说，也算是难能可贵
了。尤其令人感叹的是，父亲怎就能设计出这
套装置！其聪明才智、经营之道，我长大后每
每想起，打心眼里佩服。也是当时家计艰难所
致，穷日子想的穷办法。

花红纸的整个制作过程，很有点家庭作
坊的味道。每一道工序，分工合作，互相配合，
制作的“花红纸”很像个样子。除自家铺子里
零售外，还向其他铺店批发。每年腊月里，全
家人拧成一股劲儿，连明昼夜，制作销售几千
吊“花红纸”，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呢！ 入冬多日了，今天天气特别冷，我与老伴

在市里办完事刚刚走进家门，她就迫不及待
地打开手机，将我俩今天出门一路遇到的种
种快乐与感受，向她的闺蜜前楼的凤姐唠叨
个没完。

早晨八点钟刚过我们俩就走出了家门，
准备先去银行取钱，然后到供热公司交取暖
费。谁知，挤上公交车后，早就没有座位了，
只好站着。车还没有启动，两名身穿校服的
小姑娘就将我与老伴拉到她俩的座位上，很
有礼貌地说：“爷爷奶奶，你们年纪大了，请坐
吧，我俩站着。”这是第一暖。

下车之后，我们俩还发愁到银行怎么取
钱呢？自动取款机不会用，窗口去取要排队，
不知要等到何时呢？然而，让我俩始料未及
的是，我们刚一进银行门，就有一位戴着“为
老服务志愿者”袖标的姑娘微笑着向我们走
来：“爷爷奶奶，我能帮你们什么忙呢？”我俩
赶紧把取钱的事儿说给姑娘，姑娘麻利地领
着我们来到自动取款机前，帮我们取好钱并
热情地说：“爷爷奶奶，今天取钱人多，来不及
教你们操作方法，我每天上午 9点到 10点都
在这里服务，你们再来时我一定教会你们使
用方法，以后自己就能取钱了。”我们俩刚要
说几句感谢的话，姑娘见又有老人走过来，就
急急忙忙地上前去招呼了，我俩望着她那忙
碌的身影，心里热乎乎的。这是第二暖。

第三暖就更让人高兴了。我们取好钱直
奔供热公司，这里的人比银行里还多，但却很
有秩序，大家都间隔一米的距离排着队，可队
伍有几行，我们不知道在哪里排，正当我们不
知所措时，看见一块小黑板上写着告示：“手
机交费 1-5号窗口，现金交费 6号窗口”。我
俩来到 6号窗口一看，只有两三个老者。啊，
这是专为我们不会应用“高科技”的老年人所
开通的慢车道，感谢他们想得周到，我们很快
就交完了钱，前后不过十几分钟。今天，原本
是准备要遭遇许多的难事、麻烦事，需要费时
费力得大半天才能完成，就这样顺顺当当只
用两个点就办妥帖了，我们心里那个高兴劲
啊就别提了。

在回来的路上，还是老伴有才，她脱口而
出：“这冬日里，天
气虽然冷，我们所
遇到的却都是春天

般浓浓的暖意！”

曾经参加孝义朋友的婚礼，看着
隆重而有序的婚礼议程，感受了孝义
独特的婚俗。朋友说，孝义最具传统
的婚俗是贾家庄婚俗，于是，我对贾家
庄婚俗进行了一番了解。

孝 义 贾 家 庄 婚 俗 产 生 于 宋 元 时
期 ，发 展 定 型 于 明 清 时 期 ，具 有 古 朴
而 丰 富 的 内 容 。 它 以 古 代 婚 嫁 六 礼
为 基 础 ，结 合 当 地 文 化 与 风 俗 的 特
点 ，演 绎 、细 化 并 传 承 为 更 为 喜 庆 热
烈的婚嫁礼仪程序，为黄河流域的婚
俗文化增添了色彩，是我国婚俗文化
多样化的见证。在长期发展过程中，
贾 家 庄 婚 俗 与 当 地 的 民 间 音 乐 、歌
舞 、文 学 艺 术 、手 工 技 艺 以 及 社 会 信
仰 、伦 理 道 德 观 念 融 为 一 体 ，具 有 广
泛的群众基础。

婚俗活动内容喜庆丰富，全程共
有 34 项。第一阶段为提亲、订婚、备
婚活动程序，包括：媒人提亲、换帖议

婚 、入 闺 相 亲 、下 聘 订 婚 、择 日 完 婚 、
群 忙 备 婚 、净 身 等 婚 等 7 个 活 动 项
目。第二阶段为婚庆程序，其中包括
24 项 活 动 项 目 。 第 三 阶 段 是 婚 后 婚
俗延伸到终结程序共 3 项。娶亲仪式
中 ，新 郎 娶 亲 前 行 祭 祖 礼 ，新 郎 上 轿
前 行 祭 路 礼 ，娶 亲 携 带 礼 品 ，上 轿 起
身 后 新 郎 回 门 礼 俗 。 结 婚 迎 娶 要 花
轿 、全 副 銮 驾 。 在 婚 事 活 动 中 ，无 论
是所赠礼品或是某个动作，均蕴藏着
一定的寓意。

贾家庄婚俗不失古色古香，从礼
服上讲，新娘结婚日基本穿戴是：凤冠
霞帔，内着龙凤衣；新郎则是穿长袍马
褂，头戴礼帽；从迎娶仪式上讲，娶亲
轿前喜乐高奏，由执侍举金瓜一对、日
罩一对、绣花伞一对、龙凤旗四面，在
轿的左右配大纱灯笼一对；从语言上
讲，无论是拦门话，或是撒酒、拜花堂
等话均有诗一般的韵味。整个婚事活
动中，更加讲究文明和礼节。

婚礼是人生重要的节点之一，也
是奠定人生基础重要阶段，优秀的婚
俗有着非常重要的教育意义，起到品
行规范和道德培养作用。贾家庄自古
兴商重文，早在明清时代就是商贾云
集之地、文人辈出之乡。优越的地理
环境和深厚的人文底蕴，使这片肥沃
的 土 地 上 婚 俗 礼 仪 代 代 兴 盛 辈 辈 传
承，成为当地人民群众生活中一个重
要的组成部分。 2008 年 6 月，贾家庄
婚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孝义贾家庄婚俗
□ 梁大智

凤冠霞帔韵味长，
三皇文化世芬芳。
鸳鸯戏水寻鸿瑞，
喜鹊登梅降吉祥。
迎娶花堂诚祭祖，
银花銮驾赏婚妆。
敬神皮影民风在，
六礼渊源美德扬。

冬日“三暖”
意浓浓

□ 韩长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