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非遗”：宁绍平原的嫁女婚俗——宁海十里红妆 

 

     童芍素 

            “马来哉,轿来哉, 

              王家嫂嫂抬来哉, 

             一杠金,一杠银, 

             陪嫁丫头两旁分。 

             花烛点起红又猛, 

             要看新娘新嫁妆, 

             红漆箱笼十八只, 

             大橱小橱锃刮亮。” 

    这首民间歌谣,正是浙东地区特有的传统婚妆的形象写照,也是宁绍平原嫁女

婚俗的生动展示——宁海十里红妆就是其中的代表。其嫁妆大到床铺家具,小到

针头线脑,一应俱全;迎嫁队伍浩浩荡荡,十分气派。其礼俗之繁杂严谨,嫁娶声势之

大,嫁妆数量之多门类之齐全、制作工艺之精湛、艺术价值之高、耗资之大,为全

国罕见。“良田千亩,十里红妆”,成为当地人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和诠释。 

    很久以前,浙东宁海地区就有“村姑救康王”的传说。相传南宋开国皇帝康

王赵构被金兵追到宁海西乡,一个农家姑娘在晒场上用箩筐把康王罩起来,蒙骗了

金兵。康王被救后,向姑娘说明了真实身份,承诺等政权稳定后,派人抬姑娘去皇宫,

以报救命之恩,并相约只要把肚兜挂在门口就行了。第二年,康王来寻恩人,结果村

里有姑娘的人家,每户门口都挂起了肚兜,皇帝和使者无法判断哪家姑娘是真正的

救命恩人,为实现承诺,只好下了道圣旨:“浙东女子全封王”。从此,浙东女子出嫁

时可享受公主待遇,半副銮驾,凤冠霞帔,嫁妆可以雕龙刻凤；这种风气至后来逐渐

蔓延开来。 

     自南宋以来,宁海就有盛妆嫁女的习俗。因南宋建都杭州,人口剧增导致土地

成为竞争焦点,联姻成为竞争手段,嫁资成为筹码,由此促成了奇特的十里红妆婚

俗。明清时期,由于海运发达,商业繁荣,当地物质生活曾经非常富庶,奢华的红妆婚

俗达到了全盛阶段。“十里红妆”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明媒正娶的代名词。从此以

后,不惜财力为女儿备嫁妆逐渐成为宁海地区民众的生活习惯,世代相传。 



     十里红妆婚俗繁杂而又独特。结婚头天,男方要用“串箱杠”将活鸡、鱼、

肉、冬笋、鱼胶等八大样以及“桶果送到女方家,叫做“送正担”。正担里还要放

上“梳头包”(给新妇)“肚痛包”(给丈母娘）“厨头包”(给厨头师傅)。婚礼正日,

女方首先“开面”,然后祭神。凌晨时分,男方派来花轿、吹鼓手及亲朋好友组成

的迎亲队伍。女方此时要故意关紧大门,挡住迎亲队伍,讨要男方的“开门包”。待

迎亲队伍进人厅堂,女方开始把糯米圆子等送给四邻八舍分食,象征团圆甜蜜。女

方中午办酒,称“大业酒”。宴毕开始发嫁妆,先让“马桶小叔”(新郎之弟)用两只

夏长袋(意为代代相传)挑走草席、马桶。马桶里还要放生蛋和熟蛋,这些蛋也表示

新娘会生“子”;其余嫁妆都抬到男方家。此时新妇精心打扮,凤冠霞帔,打扮成旧

时戏剧里的正宫娘娘模样。待吉时起身,由新妇的亲兄弟背负至天井,放在麦笠上

换鞋。穿上绣花鞋后,新妇被背到花轿上,然后关好轿帘。所有兄弟姐妹立在轿前,

送其出嫁。乐队齐奏,新妇则开始号啕大哭,以感谢爹娘的养育之恩,俗称“哭得狠,

发得快”。轿边还要跟随 4——8 名未婚姑娘,俗称“伴姑妹”。 

    而在花轿到达前,扛嫁妆的队伍已经到了男方家,嫁妆早就被抬进屋里,新房

也布置新。为新人铺床的工作,往往要由子孙满堂、健康长寿的老妇来完成。花

轿抵达,正门大开,鞭炮声声,喜迎新人。男方要将新草席或红毛毯放置轿前,由男方

两位少女接轿,扶着新妇入新房。新妇一到房内,要先象征性地揩面；然后再“喂

新妇饭”,喂三口,要边喂边讲“尊重公,尊重婆,两夫妻商商量量,发财致富,多子多

福”等。 

    婚礼仪式在堂前进行,俗称“拜堂”。鞭炮声中由赞仪(主持)宣布婚礼开始,弟

兄点上一对龙凤花烛,请出新妇。在赞礼的高声指点下,新郎戴着状元帽,插着翎,

与凤冠霞帔的新妇脆拜天地、祖宗,然后对拜,最后“送洞房”。接下来就是热闹的

“闹洞房”,往往是年轻人围着新郎新妇,趣言俏语,夹杂着喝酒猜红拳,祝愿新人新

婚美满,早生贵子。 

    结婚次日,举行吃茶仪式。新妇捧桂圆茶下跪献茶,长辈们回馈里面装有银圆、

首饰等的红包,谓之“押袋”。中餐“请舅”,是指宴请新妇的兄弟或表兄弟。结婚

第三天,新妇偕新郎回娘家,称之“回门”,岳丈家设宴款待女婿,称“请新姊丈”。 

    红妆系列家具也是精雕细琢的民间艺术精品。红妆器物一般朱漆贴金雕花,

家具器皿往往采用朱砂为色料,黄金点缀,旧有“一两黄金三两朱”之说,辉煌绚丽



至极。红妆制作工艺极其繁缛,首先是选料,然后干燥,再定样,当地工匠运用锯、刨、

凿等专用工具,采用框架、板等构件,利用榫卯结构固定。床屏和柜上雕刻有《西

厢记》、《红楼梦》、《拾玉镯》等浪漫爱情故事的连环画。红妆器物选材考究,工

艺精湛,民间有“千工床、万工轿、十里红嫁妆”之说。 

    婚床是婚房的中心。朱金婚床的制作非常复杂,不仅精工细雕,还选用了朱砂、

黄金、青金石、水银、黛绿、琉璃、贝壳、生漆等名贵天然材料加以装饰。前帐

雕刻异常繁缛,运用浮雕、堆塑、贴贝、勾漆、描金等工艺,装饰以古典名著、民

间故事、戏曲人物等题材,表达多子多福、喜庆吉祥等美好愿望。前帐有四根夹

柱,上刻烫金诗句,如“丹桂宫中来玉女，桃源洞里会仙郎”、“意美情欢鱼得水,

声和气合凤求凰”，既表达了对夫妻生活的美好祝愿,又充满浪漫情趣。 

    花轿选材要求既轻又牢固,一般选用香樟、梓木、银杏等木材,雕刻多是“八

仙过海”、“麒麟送子”、“和合二仙”、“金龙彩风”、“喜上眉梢”等喜庆吉祥的题

材。花轿釆用了浮雕、透雕、贴金、涂银、朱漆等装饰手法,精美华丽,犹如一座

移动的精致亭阁。红妆家具器皿造型圆润空灵,简约委婠,是内房里日常用具,是 

专属女主人的私人财富,直接体现女主人的审美情操,也是夫妻以及未来儿女日常

必需的生活用品。另外还有十分丰富的弓鞋、肚兜、荷包、香袋、女装、腰带、

绣花枕头、大红被等婚嫁眼饰以及马桶、草席、汕灯、火炉等内房用品。 

    十里红妆婚俗表达了父母对女儿的拳拳爱意,也是家族财富、地位的展示,是

四乡八村喜庆吉祥的社会活动。十里红妆集中了小木制作、雕刻匠作、漆作、桶

作、竹作、铜作、锡作等民间匠作,运用了雕刻、镶嵌、描金、勾漆、填彩等制

作手法和技艺,是江南民间手工技艺的集中展示,其精美的女红充分显示了旧时女

性的聪明才智,花轿展示了女性在婚礼中的重要地位,家具雕彩体现了喜庆吉祥色

彩,马桶等内房用品则寓含了传宗接代的旧时习俗。 

    宁海十里红妆婚俗是浙江东南沿海乃至江南地区千百年传承的人生礼俗的

缩影,其部分传统礼仪至今在宁海乡镇仍有传承。当地村村依然有出租杠箱的专

业户,有出租结婚花轿的经营者,马桶仍然保留了早年的造型和装饰图案。而红棉

被、红祭盘、红板箱、红大柜、红鸡蛋、红枕头、火炉、油灯等嫁妆,仍是现代 

嫁妆中必备的物品。 

    2000 年始,宁海扶持江南民间艺术馆,收集和重点保护数千件十里红妆婚俗



的遗存器物。2004 年,宁海十里红妆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宁海民间工艺骨干对

里红妆的制作工艺进行了研究。同时,成立宁海十里红妆婚俗研究会,对婚俗理论

进行研究。“十里红妆”已成为宁海当地特色旅游的重要内容。 

 

                        ——摘自浙江人民出版社《流淌的母亲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