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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礼记·王制》中说：“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
”天子通过采民间诗歌，了解民间百姓生活状况。
秦汉以后，历代统治者和儒家大夫更是将“辩证风俗”作为“为政要务”，是治国安邦的重要内容。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历史长河中，风土人情因与人们生活最息息相关而格外明亮耀眼，在今天的生活周
围依然踪迹可寻。
    中华传统风土人情经过数千年的演变，有些形式已被逐渐改变，但仍与我们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有些还依然保持古朴的风俗，令人体验到历史生命的延续。
了解风俗传承与演变的轨迹，是文化学者关注的课题，更是让每个人倍感亲切，能够从中发现知识和
乐趣的最好途径。
    风土人情内涵极其丰富，涉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诸多层次。
本书将它们分为订婚嫁娶、生育丧葬、节日节庆和交往住所四大类别，精选100个词条，每个词条下都
有“相关阅读”，为读者呈现中国传统风情最斑斓多姿的生动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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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风土人情中的国学》讲述了跨过历史的长河、历经千年的演变，风土人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种
趣味，更是一门学问可以研究，也是一种文化需要了解和品味。
翻开《风土人情中的国学》，读懂风土人情，就是读懂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要旨与精髓，让你在最生动
活泼的日常生活中，品读风土人情文化的来龙去脉，品味那贯穿古今、绵延不绝的国学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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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媒婆也是职业妇女 媒婆，指旧时以说合婚姻为职业的妇女，存在历史悠久，有官
媒和私媒之分，是古时男女婚配的重要中间人。
还有伐柯、红娘、冰人等别称，也是古代民间的重要职业之一。
 关于媒人的演变史，《中国婚姻史》认为：“媒妁具有居间人之性质，在买卖婚时代当即有之；殆买
卖婚演变而为聘娶婚，买妻卖女之居问人亦演变而为媒妁，遂以合姓为难，赖媒往来，以传婚姻之言
也矣，或即为‘使’。
”《诗经》有“取妻之如何，匪媒不得”就是讲没有媒人就娶不了媳妇，可见媒人早在西周时期就成
为婚姻的重要条件了。
从《仪礼·士婚礼》中规定的成婚程序六礼来看，从采纳、问名、纳吉、纳征到请期、婚礼，没有哪
个环节能离开媒人。
“于是男女以行媒始知其名，无媒则亦不交；男方无媒不得妻，女方无媒老且不嫁。
”唐代法律有“为婚之法必有行媒”的规定，即有媒人的婚姻才是合法婚姻。
 非但如此，媒妁制度还是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鲁桓会于赢，成婚于齐，不由媒介自成其婚，史家
遂以非礼贬之”，成婚不用媒人竟然被后人以违礼法而讥贬之；《管子》中也有“自媒之女，丑而无
信”的说法，可见，成婚用媒已上升到了伦理道德的高度，用媒则符合伦理道德规范，不用自为媒则
违反伦理道德，是要受到轻视的。
 元《典章》中载：“媒妁由地方长老，保送信实妇人，充官为籍。
”媒妁的主要成分是诚实可信的妇女，因此，媒妁又俗称媒婆，它是中国古代妇女的重要职业。
 中国古代许多封建王朝都设有官媒，由他们来管理黎民百姓的婚姻，因此，媒人有时也被称作官媒，
具体职责有：一、记录新生婴儿的出生年月和姓名；二、通令成年男子要按时结婚，不可逾期；三、
每年二月农忙之前，督促青年适龄男女及时结婚；四、监督、执行财力的数量；五、主管婚姻诉讼案
，惩罚那些违法者。
这是我国历史上有关官媒制度的最早和最完备的记载。
 私媒是媒人的主要形式。
私媒都不是专门为媒者。
他们大都边从事其他职业，边为他人做媒作保。
从事其他职业使得他们能有机会走家串户，了解各家情况，哪家有嫁女娶媳的需要，她们都了如指掌
，因此，为别人做媒也就极为方便，这样使得他们不但能得到谢媒的财物，而且还有其职业收入。
可见现代的媒人就是古代私媒的延续。
 相·关·链·接 三姑六婆不是亲戚 三姑六婆原本指的是古代中国民间女性的九种职业，是女性天生
的优势而成的职业。
现代汉语中的“三姑六婆”常指社会上各式市井女性。
明代陶宗仪《辍耕录·三姑六婆》：“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师婆、
虔婆、药婆、稳婆也。
”清代李汝珍在他的小说《镜花缘》中也曾写过：“吾闻贵地有三姑六婆，一经招引入门，妇女无知
，往往为其所害，或哄骗银钱，或拐带衣物，”职业女骗子，是三姑六婆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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