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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光影
蓦 然 回 首 似 是 故 人

传统婚礼：
古韵悠长，庄重典雅

民国年间大部分男女的婚姻仍然延续“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训。媒人成了婚姻的牵线
人，他们手执庚帖，穿梭于男女双方家庭之间。
庚帖，由红纸精制而成，上书女方生相，内夹一根
红色丝线，仿佛两家的缘分由此紧紧相连。当庚
帖送到男家，由男家父母郑重打开，这一流程称
为开八字。当时的人们用八字来推测婚姻的吉
凶，若是大吉，便可缔结婚姻。

男女双方有缘成婚，接下来即由男家前去女
家下聘，当日诚意满满的男方除送衣料和装饰品
外，还需给女家银钱若干，寓意着对新娘的珍视
与尊重。在到亲迎之前，还需送给女方五色绸缎
布匹和缝制成的衣物，以及一定数量的银钱，女
家用此来置办各种嫁奁。

根据男女双方的生日及属相，选择某个吉
日为嫁娶之期，亲迎之时（即新郎亲往女家迎接
新娘），由一人执雁作为前导，这种仪式称为奠
雁。有观点认为，雁顺阴阳往来，随气候南北定
时迁徙，且配偶固定，以雁为礼，象征男女阴阳
和顺，婚姻忠贞不二。清末绵竹诗人萧子绅的
外侄孙女出嫁，萧子绅为其作长诗一首，诗中就
有“三月春浓结缡出，奠雁亲迎七香车”的句子，
可见当时的绵竹奠雁这一古礼仍然延续着。不
过随着时代的推移以及雁的不易寻找，民间改
用鸡鸭鹅来替代雁行奠雁礼，1919年的《绵竹县
志》风俗篇就明确记载：“奠雁用鸡鸭。”

迎娶新娘的时刻终于到来，新郎头戴博士
帽，插金花，身披红色绸绉，臂套绣球，肩负着甜
蜜的使命，由押礼先生率领接亲队伍到女家迎接
新娘。新娘身着凤冠霞帔，宛如天宫中的仙子一
般，端坐花轿之中，队伍行进间，鸣锣开道，鼓乐
齐奏，旗伞飘扬，一片喜庆祥和的气氛。待花轿
抵达男家，厨工则手持酒壶围绕花轿，浸洒一周，
这一仪式称之为掩煞，绵竹民间认为有趋吉避凶
的意义，对未来美好的祈愿也在这一庄重的场景
中表现出来。

随后由男家预先挑选的福禄双全的夫妇把
新娘牵引出轿，与新郎一道进入堂屋，合拜天地
祖先后夫妻交拜，虽然辛亥革命后，当时官方废
除了跪拜礼，改为脱帽鞠躬礼，但在上世纪二三
十年代绵竹人的传统结婚仪式中仍然延续跪拜
这一礼仪，虔诚恭敬跪拜礼展示出对天地祖先的
敬畏，也是对婚姻的尊重。

拜堂完成后，新郎即依次向来宾敬酒，夜间降
临，还有闹洞房的婚俗，无论亲友长幼，均极尽尖酸
滑稽之能事，为新婚夫妇增添欢乐。次日晨起后，
新婚夫妇向父母尊长一一拜候。三日后新婚夫妇
回到岳父母家，午后又返回男家。至第九日，由女
家的弟弟或侄儿去男家将新婚夫妇接到女家，再住

九日后，由男家派人迎回新婚夫妇，至此民国年间
绵竹传统婚礼的所有流程才算完成。

古代的婚礼主要有六项，被称为六礼，但其仪
式过于繁杂，故民间往往采取省减变通的措施，如
上述绵竹传统婚礼的流程仪式即是如此。

新式婚礼：
清新简约，时尚新风

然而，时代在变迁，礼仪也会顺应时代的发
展而产生变化。庄子曾说“礼仪法度者，应时而
变者也。”随着时代更替，新式婚礼的仪式也在悄
然兴起。上世纪四十年代，成都等大城市出现了
新式婚礼仪式，这股清新的风气也吹进了绵竹这
座古城，并由此诞生了当时被称为集团结婚的新
式婚礼。所谓集团结婚即是由当时的官方举办，
在同一地点对数对新婚男女同时举行新式的婚
礼仪式。

1943年，绵竹就举办了第一届集团结婚。当
年1月30日，县府发布了举办第一届集团结婚的
训令及相关办法，训令张贴于五个城门处，这种
新颖的结婚形式对于见惯了传统中式婚礼的大
多数民众来说倒是第一次听说，不过那些有大城
市生活经历或是出外留学的知识分子却不陌
生。集团结婚的消息也就这样在民众中传播开
了，有的采取观望态度，当然也有少数思想开明
的青年适婚男女想要尝试一下。

依据《绵竹县集团结婚办法》的规定，凡自愿
参加集团婚礼的男女需于成婚前二十日到县府
收发室进行登记，经初核合格后发给登记证，并
交由双方的主婚人、证婚人填写各项内容。其
中，还有一项重要的流程就是缴纳健康证明书，
结婚男女需在指定的医院中进行健康检查，凡患
有传染类或精神类等疾病而不能结婚的人，医师
则不予出具健康证明书。健康审查合格后，新婚
男女缴纳结婚费用法币一百元即完成报名。

举办方还特意油印了二百份观礼劵供新婚
男女分发亲友，观礼人员凭劵入场，从而保证了
婚礼现场的秩序。

当年4月12日，县民众教育馆内高悬着“绵
竹县第一届集团结婚典礼”的红色条幅，当天数
对来自机关和学校的新婚男女齐聚馆内。在典
礼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在亲友及众多观礼人员的
见证中，他们开始了新式婚礼的各项仪式。

喜乐奏响后，证婚人、介绍人、来宾代表、主婚
人、结婚人依次登上主席台。司仪宣布全体肃立
后，齐向主席台正中悬挂着的孙中山先生像行三
鞠躬礼。接着由公议出德高年长的士绅所担任的
证婚人宣读结婚证书，在结婚证书上，结婚人、介
绍人、主婚人、证婚人郑重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或
是盖上了鲜红的名章，证婚人的庄重宣读和结婚
证书的郑重签署，每一笔一划都承载着对未来的
承诺与责任，众多的姓名和印章也让结婚证书显
得格外庄重。

然后是新婚男女相对行三鞠躬礼，礼成之
后，证婚人、来宾、主婚人分别致辞，在致辞中表
达了对新婚男女的殷切期望和美好祝福。最后
新婚男女一一鞠躬致谢，在一片喜乐声中，绵竹
县第一届集团结婚典礼正式圆满完成。

本次集团婚礼，为现场来宾准备的是茶果点
心而不是大餐宴席，这与主办方强调新式婚礼首
重节约的原则有关。与传统婚礼动辄数天流程
与仪式相比，这种集团婚礼的仪式更加简化，从
而节省了时间。在这些环环相扣的简化仪式中
没有喧闹和繁杂，让人感受到的是庄重而神圣的
仪式感。这次举办的集团婚礼所透露出节费省
时、简约庄重等理念，给当时的绵竹带来了新的
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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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世俗彻底安静下来，众生沉入梦
中，唯留桂子飘香、青灯一盏，我才敢把
心间跌宕的情感汹涌，毕竟，在他着笔
落墨的时候，只有一窗月和一窗雪。

太久没有写观后感了，也太久没
有一部电影值得我将身心付诸、将笔
墨挥洒。

这一场《只此青绿》，无一言，却把
天地之音吐纳。这是一部舞蹈诗剧。
该剧取材于北宋时期的代表性青绿山
水画《千里江山图》，并以现代的故宫研
究员——展卷人为视角，深入历史探寻
12米长的《千里江山图》背后少年画家
王希孟创作的故事。

当长卷展开，他和他的相遇，始
于一笔勾勒。那名为希孟的男子，长
衫若素，于一窗明媚里，若一片羽毛
般轻盈，在展卷人含情的眸、柔韧的
手中流淌而过，是他在长卷题跋中找
到他的名，却因未在鲜红的印中寻到
他的迹而心生惋惜，才引出了纂刻人
的匠心，他们的每一刀划痕都在为一
缕魂思注身。

而他，还是十几岁的少年，在青山
绿水间，和那群蕙质兰心的织绢姑娘们
一一寒暄，那模样，像极了大观园里的
宝玉，未经世事，不知离别，是璞玉未
雕、原石待琢。

所以，他遇见了天地间的一场雨，
一场足以让生命与自然融合的雨。他
听雨舞身，把山水流淌于指尖，仿佛宇
宙洪荒也不过信手拈来的雨滴，自性澄
明。那水中，有山有天有云有雨，亦有
他。原来镜花水月不过虚实之间，他在
山水中、在书房里，在天地间、在轩窗
下，谁也不知，大梦一场，何时是醒来何
时是寐去。

所以，他遇见了群山的锋利，在壁
立千仞间，看采石人的风霜，看石矿如
何成色，再入他画来；他遇见了翰林的
风华，在簪花逃学的年纪，与风雅二字
缱绻缠绵。那是北宋年间的韵致，是时
代簪在他鬓边的海棠。还有，方寸间制
笔的匠人，她把所有的年华都赠予了手
中的狼毫。那宣纸上洇开来的深浅，是
制墨人顶风历雪的锤炼。

然而，他想要的不是鬓边海棠，他
一次次跪呈的卷轴，是他一岁岁的骄
傲、一笔笔的雕琢。再深厚的雪，也拦

不住他攀爬的脚步。
只可惜，那雪比灼热先落满了他的

窗棂。
展卷人的心，比他还要焦灼。他

看着他来来去去、往往复复、恍恍惚
惚，冥思苦想、苦想冥思，似乎与天地
共寂寥。一张张揉碎的纸，褶皱的都
是他的心。

若是心中无丘壑，又何以落笔成山
河？

或许，顿悟，总是在最深的痛苦
里。在无人问津的深渊里，在那一窗彻
骨的寒意里，他遇到了瓶颈。他在求一
种突破、在等不知哪一刹、到底会不会
有的顿悟……

忽而，有什么东西穿透了暗，照进
他的心里。

他哭了，望着身后的空阔里，站着
同样落泪的篆刻人、织绢人、磨石人、制
笔人、制墨人……那是无数颗心共同簇
拥成的一方山水。“他千辛万苦寻来的
良石，磨出来的最好的颜色，让希孟绘
出来《千里江山图》……”，不由自主地
让人流下了眼泪。

跟随展卷人的放大镜，我们一起
来品味这幅传世之作——《千里江山
图》。画面以长卷形式展现，采用了平
远构图，描绘了江南景色，群峰杂沓，
山势绵亘，江水浩瀚，溪壑空远，草木
葱茏，远树朦朦，连水波纹都清晰可
见。画面中从始至终有一条曲折的蛇
形小道贯穿其中，山、水、桥、亭、村落、
栈道、人物皆围绕这条山道而布置，景
物众多且连绵无尽。那些烟波浩渺的
江河、层峦起伏的群山，以及渔村野
市、水榭亭台等静景与捕鱼、驶船等动
景，气势恢宏，表现了自然山水的秀丽
壮美。

只此青绿，一眼千年。那一抹青绿
是《千里江山图》的灵魂，它代表着生机
与希望。而《只此青绿》不仅是一场视
觉的盛宴，更是像一股清泉，缓缓流入
人们的心田，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停
下脚步，去感受那份宁静与美好。

心里美好，眼中才能发现美好。
正如片中所述：心中若能容丘壑，下笔
方能绘山河。愿我们都能在这美丽的
画卷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感动与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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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喜剧与讽刺交织的光影世界
里，电影《抓娃娃》以其独特的视角和
深刻的内涵，为观众呈现了一幅关于
家庭教育、孩子心理成长以及亲子关
系的复杂画卷。这部由沈腾和马丽主
演的影片，不仅以其荒诞离奇的情节
和密集的笑料让人捧腹，更在欢笑之
余，引发了观众对教育方式的深度思
考，尤其是对孩子心理感受的细腻描
绘，以及家长与孩子之间如何和谐共
生的深刻探讨。

孩子心理的迷宫：
真实与虚假的交织

《抓娃娃》的故事围绕着孩子马继
业这一角色展开，他生活在一个由父
母精心编织的谎言世界中。影片通过
一系列精心设计的“穿帮”与“补救”，
展现了马继业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
巨大心理压力和困惑。对于马继业而
言，他的世界是一个虚实交错的迷宫，
一方面，他渴望得到真实的爱与理解；
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在父母“为他
好”而编织的谎言中生活。

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在影片中
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马继业在发
现父母的欺骗后，内心的挣扎与痛苦
被细腻地刻画出来。他开始质疑父母
的真实意图，甚至对整个世界产生了
信任危机。这种心理变化，不仅是对
孩子心理感受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当
前家庭教育现状的一种深刻反思。在
现实生活中，许多家长往往以“为你
好”为借口，忽视了孩子的真实感受和
需求，导致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产生种
种心理问题。

家长的不理解：
控制与束缚的根源
影片中的马成钢夫妇，作为典型的

中国式家长代表，他们的行为方式深刻
地反映了当前家庭教育中的矛盾问题。
沈腾饰演的父亲，以“重男轻女”的传统
观念为基础，对儿子马继业进行了严格
的控制和束缚。他通过各种手段来“管
教”孩子，甚至不惜采取极端措施，如将
孩子的平板电脑煮沸，以此来达到自己
的教育目的。这种行为不仅是对孩子自
尊的践踏，更是对孩子内心世界的极大
伤害。

而马丽饰演的母亲，虽然略显“拜
金”，但她同样参与了这种操控孩子的
行为。她不仅乐于参与这种操控，还
时常以缺乏母性温暖的方式对待孩

子。这种“唯金钱是从”的教育方式，
无疑会给孩子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和
创伤。

家长们的这种不理解，源于他们自
身的价值观和情绪束缚，他们往往无法
真正设身处地地为孩子着想，而是按照
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孩子的未来。

和谐共生的探索：
理解与尊重的桥梁
面对孩子心理的迷宫和家长的不

理解，《抓娃娃》并没有停留在批判和
揭露的层面，而是进一步探索了家庭
教育中和谐共生的可能性。影片通过
一系列情节的发展，逐渐揭示了家长
与孩子之间理解和尊重的重要性。

首先，影片通过马继业最终选择
揭露真相并追求自己梦想的情节，展
现了孩子内心的觉醒和成长。他不再
被动接受父母的安排，而是勇敢地表
达自己的想法和追求。这种自我意识
的觉醒，是家庭教育成功的关键所
在。只有当孩子能够独立思考、自主
选择时，他们才能真正成长为健康、快
乐的人。

其次，影片通过家长们的反思和
改变，展现了家庭教育中和谐共生的
可能性。在影片的结尾部分，马成钢
夫妇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教育方式存在
的问题，并开始尝试理解和尊重孩子
的选择。他们开始倾听孩子的内心声
音，与孩子共同探索未来的道路。这
种转变不仅是对孩子的一种救赎，也
是家长自身的一种成长和升华。

结语：
爱与理解的永恒主题
在家庭教育的过程中，爱与理解

是永恒的主题。家长应该放下自己的
权威和面子，真正理解和尊重孩子的
需求和感受。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
和谐共生的亲子关系，让孩子在爱与
自由中茁壮成长。

同时，孩子也应该学会独立思考
和自主选择，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
想。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真正健
康、快乐、有成就的人。

《抓娃娃》不仅是一部让人捧腹大
笑的喜剧电影，更是一部引人深思的
教育片。它让我们在欢笑中感悟教育
的真谛，在轻松的氛围里深思家庭教
育的未来。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从这
部电影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以更加科
学、合理的方式去关爱和教育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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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成都一对新人的婚礼照片。资料图片

儒家经典《礼记》昏义篇曾深情地描绘了婚礼的重要意义：“昏礼者。将
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婚礼不仅是两
家人喜结连理的庆祝，更是祭祀祖先、延续血脉的神圣仪式。“昏礼者。礼之
本也。”在古人的眼中，婚礼是礼仪的根本，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和历史。因此
产生了传统婚礼的各项流程与仪式，这些传统婚礼习俗在古代中国不断地
传承着。

清末民初，西风东渐，新风尚如潮水般涌来，新式婚礼的仪式也在时代的浪
潮中悄然兴起。然而，传统婚礼的深厚底蕴与广泛影响，依旧稳固地扎根于民
间，使得民国年间，出现了传统婚礼与新式婚礼并存的现象，当时绵竹人的婚礼
方式也是如此。它宛如一泓清泉，既流淌着千年的古韵，又悄然融汇了时代的
清新气息，交相辉映着共同编织出那个变革时代独特的文化风景，演绎着属于
自己的婚礼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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