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唸小學以前，我喜歡把牆當成畫紙，拿
起筆就往上面亂塗，大概畫些花鳥飛機人
之類的奇怪圖案，亂七八糟的顏色，刷米
白的牆被畫得東一塊西一塊，結果是落得
被打罵的下場，嘩啦地哭。那時候不知道
不能在牆壁塗畫，以為只要是白色的，都
能夠在上面畫東西，又以為是自己畫得太
醜了所以被罵。以後只能偷偷的畫，在沙
發、櫃子後的牆，只要沒被發現就算得
勝。不過稍微長大一點以後，便明白，父
母都是知道的。而關於牆壁，是他們的堅
持，他們認為：牆必定要是乾淨整潔的；
我在他們家裡留下污點。我以後當然理
解，我是把他們的生活搞垮了，雖然這是
預計之內，但是我出現以後他們的生活是
丟失了，卻是預料之外；所以才那麼在乎
要把我養成他們想要變成的那種人—安
分守規又追求完美。我的父母不是患強迫
症的老瘋癲，不過希望我變成更好的人，
只是我終究沒有變成理想小孩；因為我時
常想要取悅自己；他們也當然沒有變成他
們想要變成的。那時候我在牆壁上畫的，
是簡單快樂的圖畫，後來被刷掉了，至今
我還是覺得只要快樂就好，牆壁還是能夠
塗畫的；只是我再也沒有在家裡的牆畫圖
案，我既不激怒父母，他們也不必打罵
我，三個人在家裡，是徹頭徹尾是安靜
了，牆壁還是刷成米白的。
中學學美術，塗顏色反而成了一種壓

力，夜深人靜的時候畫得累了卻不得不繼
續，便覺繪畫是件磨人的事；無論是在畫
紙上還是在牆壁上，我都不想塗畫了；後
來不論是畫甚麼，都下意識用上暗沉的調
子，講究的筆觸，一絲不苟；儘管畢業時
老師讓了一道牆給我們畫壁畫，我們也是
無法畫出輕鬆快樂的事。而我看 那幅壁

畫便明白，我是變得不一樣了。往後幾年
一個人在家的時間久了，我不必待在房間
裡（反正家裡也沒能夠劃出房間），在家
的時候多數不亮燈，牆壁的界線是糊掉
了，空間是寬闊了，雖然房子還是狹小
的，感覺卻是無比空蕩。上大學以後，畫
筆放下久了，包袱也丟開了，到託兒院去
跟小朋友們一起把牆塗得五顏六色，畫上
一株又一株結滿果子的大樹，還有飛鳥和
動物，讓牆壁看起來不那麼拒人千里，小
朋友是樂不可支，急 把手腳沾顏料往上
面印，畫的時候不講究，住在裡面也不覺
乏味；那時不顧一切在牆壁上塗畫的感覺
又回來了。只是我知道，個性是養成了，
哪怕是隨心所欲的，也率性不出個甚麼
來。
像這個城市，遊人要是來到，定能輕鬆

辨識，牆都是灰棕白之類的，沒生氣；倒
是住在這裡的人習慣了，不覺乏味，認為
這是種簡單美，把室內設計都造成了不作
修飾的水泥牆壁，配上慘白或昏黃的燈
光；是嫌棄生活太多姿彩，在房子裡要把
色彩排除掉，才能得到一夜安寧。不過遊
人來訪也不是為了看我們的建築物，他們
不過是來吃喝購物，因為這邊根本沒有甚
麼歷史蹤跡，無法在牆壁上見證或是摸到
過去的精細與溫度。他們說要讓城市顯得
有活力而多變，於是把好些古舊的建築物
都拆掉了，為了讓城市不枯萎。城市牆是
愈來愈少，玻璃幕卻愈來愈多，是更通透
了；它的象徵意義是明顯的，如同柏林圍
牆拆下的瞬間，整個民族國家都得到解
放；如同耶路撒冷聖殿哭牆，讓猶太民族
經歷流亡與屠殺的歷史有了宣洩的出口；
不論牆是為了把異己排除在外，還是把人
守護在內，它總是讓人站在前面默然無

語；玻璃幕是不一樣了，它不講求徹底的
區隔，卻是比徹底排除更使人難堪；他們
在玻璃幕的一邊細味生活，他們在玻璃幕
的另一邊慌張失措，勞碌奔波，他們能看
見，近在咫尺，卻是無法跨越。只是任何
形式建成的牆，都不過是肉體的隔阻。而
旅人到別的城市去，不管是看地中海突尼
西亞小鎮西迪布賽伊德的藍白小屋，還是
看日本用和紙鋪成的牆，見證過多少建築
與吃過多少美食，他終究是那座城市的過
客；他們不明白，不理解，覺得每樣事都
新奇無比；那長久分隔的文化與意識，還
是無法逾越的。
長大後，對於牆的意涵有更深刻的感

悟，卻愈發覺得無能為力—那都是我無
法拆卸的，儘管我能夠拆下那些嚇人擋人
的牆，也無法為這裡建立些甚麼。哪怕只
是為牆壁粉飾太平，也無法隨性的揮灑，
我只能夠空口說白話的指正，我們的世界
是建了太多牆了—然後呢—又是不知
所措，不理解如何才能夠把那些把我們緊
密圍起來的牆打出一個洞來，期待光從那
裡透進來。直到那天，我走進辦公室，他
們把人裝在小格子裡，那些既開放又密閉
的空間，那些充斥流言蜚語的圈子，我便
知道，牆壁，還是需要的；還是需要
把自己圍起來，免得被兩眼發亮的獸
撕碎；而安份不躁動，是唯一的指
引；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像是坐在籠裡
到深海看鯊魚的人，自以為是地觀察
世界，到底是誰在看誰呢。
我看這裡文字張開密佈，字元與字

元間的距離異常緊密，擠得水洩不
通；我幸慶，還好西方語法家以後建
立了標點符號的系統，漢代的學者提
出了句讀之法。大概，他們是察覺
了，要是這當中沒有適當的縫隙，讓
情緒有轉折稍息的空間，在堅實而不
透風的文字壁牢裡，便是有太多無法
排解的壓抑了。我看 家裡刷米白的
牆，頓覺，牆壁還是乾淨潔白的好。

B5

「婚姻是人生大事，『三書』、『六禮』都要
好好準備。偏偏你們這些年輕人做甚麼事都嫌
煩，結婚只去登記註冊就當完事，以前的禮儀
都不遵守。」相信以上回應大家都不會感到陌
生。古今的生活模式與價值觀真的大不同，古
人對傳統結婚禮儀的每項細節都十分重視，這
對生活繁忙的都市人來說實在吃不消，故盡量
一切從簡。
說到傳統的結婚禮儀，首推皇帝大婚典禮儀

式之隆重與講究。皇帝婚禮是國家盛典，屬傳
統吉、嘉、軍、賓、凶「五禮」中的嘉禮之
首。歷史上並非每位皇帝都舉行大婚典禮，只
有幼年即位的皇帝才能享此殊榮，成年後才坐
上寶座的皇帝只象徵性地補行儀式。在清代入
關後的十位皇帝中，僅有順治、康熙、同治及
光緒四位皇帝在紫禁城中舉行過大婚。
據《儀禮．士婚禮》記載，自周代以來的婚

禮主要經過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
親迎六個程序，古稱婚禮中的「六禮」。而清代
皇帝的大婚禮儀，按婚禮進行的時間歸納起
來，可分為「婚前禮」、「婚成禮」及「婚後
禮」。
皇帝在正式訂立婚姻前當然要先選立皇后。

天子並非平常人家，不是說「郎有情，妹有意」
就可請男方夫家遣媒妁前往女家求婚這麼簡
單。清代皇帝選後是要透過選秀女這程序。清
代每三年在八旗中合齡的女子中選秀女，選秀
女時，這些小女孩要按八旗的各旗排成隊列等
待選擇，被選中的稱為「記名秀女」，並到戶部
登記。皇帝到適婚年齡時，再開始對記名秀女
進行複選，從中選擇皇后、妃子，落選的則被
「撩牌子」。一般選秀女，只是由內務府官員負
責選取，由於人員太多無法辨認，只能每人佩
戴一個類似現在的名籤，當時用竹木小片製
成，叫「頭籤」，上面寫 是哪一旗誰家女兒的
基本資料。對中意為皇后的秀女，皇帝就遞給
她一個「如意」，選為妃的就遞給「荷包」。選
中的秀女要在當天下午從紫禁城的北門返回娘
家，等待接受相應的禮節後迎娶到宮中。
女兒被選為皇后回府之時，不再是從娘家出

門去參選的一般女兒，而是未來的皇后，即一
國之母。從此時開始，娘家親人不可再去接觸
準皇后及嬪位，她們則由宮中派來的太監服
侍，由護衛守護。一般以為能一躍為「六宮之
首」是何等的榮幸，然而，當時許多父母都不
願其女兒被選中，這與唐詩「一入侯門深似海」
的觀念類同。得寵的素來只有寥寥數人，失寵
被打入冷宮的卻是千千，哪有父母不希望自己
的女兒能得到幸福？

婚前禮
清代皇帝的「婚前禮」，由傳統的「六禮」減

至「納采」與「大徵」兩種禮節。歷代納采
禮，男家向女家所致禮物，既有實用之物，又
有象徵如意吉祥之物。清代的納采禮物包括配

有鞍轡的文馬四匹、甲冑十副、緞
百匹、布二百匹。滿族所重視的騎
射尚武精神，在婚禮的各程序中得
到大力弘揚。已選定的準皇后在帝
后大婚的洞房中，還要懸掛腰刀，
在故宮博物院坤寧宮的帝后大婚洞
房中，至今仍保留 光緒帝大婚的
原狀，一把腰刀赫然懸掛在柱子
上。
納采禮過後便舉行筵宴，稱為

「納采宴」。於清代，納采宴的承辦
並不像現代人所以為的由皇后父母
設宴款待皇帝派出的使者，而是皇
帝派大臣代表他，賜宴皇后父母。
這種主賓關係的改變，不僅使納采
宴禮儀本身凸顯了等級色彩，亦是清代皇權達
到極致的反映。皇帝派出的使者，代表的是皇
帝，唯皇帝之命是從，為皇帝效命也是理所當
然，所以他們不是一般士人婚禮中納采時的
「賓」所能比擬。

婚成禮
「婚成禮」非常關鍵，是皇帝大婚的高潮，

因經過這禮儀，男女雙方才正式確立其夫妻關
係，這包括冊立奉迎禮、合巹禮、坐帳禮、跨
火盆與馬鞍。臣庶在舉行「婚前禮」後，需由
新郎親自前往女家迎娶新娘，所以稱此為「親
迎禮」；而貴為天子的皇帝，絕不可能屈尊前
去迎接，故派遣使節先到皇后府邸對皇后進行
冊立，然後再把皇后迎入宮中，因而稱「奉迎
禮」。冊立禮就是向準皇后授予象徵皇后地位的
金冊與金寶，它們就如同皇后的「身份證」一
樣。現今故宮博物院還典藏清代冊立皇后的滿
漢文「皇后之寶」，按光緒《大婚典禮紅檔》記
載，製作金寶用金550 。冊立禮在皇后府邸舉
行，經過這禮節，待字閨閣的準皇后才真正被
立為皇后，接 才有皇帝遣使迎娶的程序。
清代皇帝大婚迎娶皇后所用的鳳輿，按其制

度規定，並非是與百姓一樣的紅色喜轎，而是
帝王專用的明黃色，上面亦沒有「囍」字。皇
后乘坐鳳輿入宮時，還要提前在其內部放置御
筆「龍」字，光緒帝大婚時鳳輿內的「龍」字
便是皇太后慈禧所寫，至今亦典藏於故宮博物
院內。皇后坐在鳳輿內，向宮中前行時，必須
一手持金質雙喜的「如意」，一手持蘋果，取其
「如意平安」之意。皇后被迎進宮後就不再乘鳳
輿，而換乘文獻所載的「禮輿」，實際上是八人
抬孔雀羽頂轎。當禮輿到乾清門才算到了皇帝
之「家」，於是在乾清宮階下轎，交出手中的如
意、蘋果，然後再懷抱一個金寶瓶跨過火盆，
出乾清宮後到達洞房坤寧宮時，還要從門檻上
的馬鞍上跨過，才可進入洞房。
此時皇后要重新梳洗打扮，換下在母家奉迎

時所穿的「龍鳳同和袍」，把「沒上頭」的長髮
姑娘打扮成「兩把頭」媳婦，穿上朝袍朝褂。

這身打扮完成了從閨閣女子到已婚女子的蛻
變，朝袍加身也表明從平民女子到皇后身份的
蛻變，只有這種身份才配與皇帝合巹。在行合
巹禮之前，皇帝要先與皇后同吃子孫餑餑。子
孫餑餑，即餃子。子孫餑餑必需煮得半生不
熟，以諧音「生子」，它寄予了皇家祈求子嗣繁
興的願望。清代帝后在合巹時是模仿古人席地
而坐之俗，皇后居左，皇帝居右，對飲對食。

婚後禮
「婚後禮」表明新娘成為男家真正的一名成

員。經過洞房合巹諸禮，男女雙方結拜成夫
婦，但作為嫁到男家的女子，必須得到男方先
祖神靈的認可方可成為其家族成員；必須對公
婆恭敬地拜見，小心地侍奉，以明確其作為子
媳應盡的義務。前者古稱「廟見禮」，後者稱
「拜舅姑」。皇帝大婚則把拜舅姑之禮稱為「朝
見禮」。
皇帝的大婚不可以狹義「和兩姓之好」來理

解。在中國古代社會，皇帝即代表國家，所以
皇帝大婚是國家的盛典，必須從國家的高度來
安排諸禮儀，其最重要的體現，在於大婚後向
全國臣民發佈詔書，以使婦孺皆知。即皇帝大
婚必須有頒詔禮，頒詔在天安門舉行。
每逢喜事，歡慶祝賀乃人之常情。皇帝大婚

作為國之盛典，其慶賀禮也隆重無比。慶賀禮
在皇宮內的太和殿舉行，屆時由王公大臣向皇
帝進獻賀表，叩拜在丹陛之下，山呼萬歲，這
與其他慶典時的慶賀禮無別。慶賀禮後，皇帝
在太和殿舉行國宴，以答謝后父及其族屬。至
此，皇帝的大婚禮儀方告結束。而皇帝的婚後
禮與百姓不同的在於沒有歸寧禮，后妃們與母
家幾乎割斷了親情聯繫。

總結
皇帝大婚作為國家的盛典，雖然各項禮儀繁

縟，但正正在繁縟中體現了皇權之尊貴，國禮
之隆重。而且，在清代不同時期皇帝大婚禮
儀，也表現出不同的時代以及其民族特點。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四周都是黑漆漆，既看不到前方的路，
也分辨不到東南西北。是誰把我困於這個
密室？我大聲地呼喊 ，可是，卻沒有人
回應⋯⋯在這一瞬間，彷彿只有自己的心
跳聲、呼吸聲唯一能證明自己的存在。我
逃跑 ，也想 ，前路茫茫，難道，我只
能一直向 那永無止境的前方逃跑 ？
我想知道，出口到底在哪裡？我人生的

出口又到底在哪裡？
我睜開雙眸，已是新的一天，然而，昨

晚的夢猶如是前一秒的事，是多麼的令人
顫抖、恐怖和迷失⋯⋯其實，這夢也並不
是第一次困擾 我。
第一次，是升上小學之際，是不習慣

吧？不習慣小學的教學模式，不習慣陌生
的教師，不習慣身旁的同學，也不習慣延
長了上課時間吧？不過，很多的轉變，令
我不得不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以迎合新
生活。就在幼稚園與小學的那段過渡期，
出現了那夢。還記得當年的夢境也像昨晚
一樣，自己就如一棵被迫要消耗掉所有碳
水化合物的植物一樣被困於黑箱內，渴求
陽光的出現。而那一次，真的出現了一

道光。那道光，也把我從黑暗中給釋放出
來。我依稀記得，爸爸媽媽的身影也在光
線當中，那時候，他們伸出雙手，鼓勵我
要一直勇敢地向前走。當然，爸媽的支
持、協助，使我不再害怕上學、面對
陌生的同學，漸漸地，陌生的也變成熟
悉的。可是，小學的生活只有六年，轉
眼間，又要面對人生裡另一個的轉捩
點。
沒錯，第二次出現的夢是在小六的時

候，升上小六後，教師們就不斷向我們灌

輸有關升中的資訊。每天晚上，我們都要
搜集不同中學的資料，也要準備到第一志
願的中學進行面試。而這般的學業壓力，
也是噩夢的來源。那一次的夢，我依稀地
憶起自己在大街上遊蕩 。在街上，只有
自己一人，沿路的街燈好像不太歡迎我的
到來，像燈塔般一閃一閃，彷彿在沒有預
警下隨時都會關掉了燈，頓時使街上變得
更黑，讓人手足無措。
另外，沿路的報紙也被冷風吹起，在空

中起舞 ，就像在譏諷 孤獨的我。每走
一步，身後的街燈也會跟 熄滅。於是，
我加緊步伐，希望在所有街燈熄滅前能趕
快抵達出口。我逃跑 ，跑 ⋯⋯出口終
於近在眼前，而站在出口前的人居然是我
第一志願中學的校長。他，遞 通知書，
說我已經被錄取。那時候，我興奮得跳起
來，因為，這是我第一次以自己的能力所
爭取的。
而今日，同樣是面對 選科問題，每晚

都要搜集不同大學的資料，也要預備到不
同的大學進行面試。可是，即使老師給予
我們一大堆的資訊，我仍然看不清前方的
景物。前路就像被黑幕給遮蔽 ，既分辨
不到東南西北，也沒有出口的存在。不
過，我知道這個前途問題，始終都要由自
己解決。因為，只有自己，才知道自己將
來的路和理想。因此，我希望我能找到一
個屬於自己的出口，以自己的力量創造未
來。雖然在昨夜的夢裡，我找不到出口，
不過，我相信在未來的日子裡我能從黑暗
中走出去。
出口，是通往新生活的一個門檻，每個

人都會朝 屬於自己的出口而努力。

江南水鄉的秀氣很大一方面得之於
那裡房屋的素淡幽雅，這房屋指的是
普通民居──一脈清流、一拱小橋再
加上幾絲垂柳、數椽民居便是一幅典
型的江南水鄉的圖畫了。這是從前辰
光的水鄉民居，現在時興別墅，別墅
縱然精緻氣派，住 也受用，漸成當
今水鄉農村的時尚潮流，但時髦的別
墅跟江南水鄉其他環境元素總不那麼
協調，而從前水鄉民居的秀氣是透自
骨子裡的。
我說從前水鄉民居的秀氣透自骨子

裡，主要因為那是用了清水磚瓦的緣
故。水鄉的水好泥好，保證了磚瓦質
量好，水是那麼的清，泥呢？烏黑細
膩油亮，有被稱之為「牛腿細泥」
者，捏泥人亦不開裂，燒製的磚瓦焉
能不細膩結實？故而自古以來江南水
鄉就是燒 集中之地，除了民 官
還有御 ，宮闕豪宅用的金磚，公子
哥兒玩的蛐蛐罐之類皆出自江南水鄉
之 。
江南多 ，盛產清水磚瓦，從前製

作磚瓦坯料主要靠女人，男人燒 ，
女人摜坯，已成慣例。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我插隊落戶於江

南水鄉，就親眼目睹水鄉女子摜坯的
蔚為壯觀的場面。 廠需要大量的磚
瓦坯料，國營的大 有機器製坯的設
備和能力，集體的小 全賴手工摜
製，就算國營大 ，也需要手工摜製
的坯料，據說手工摜製坯料燒的磚瓦
質量較之機製的要高出一籌，結實、
黏性足，還有，因出自女人之手，被
視為模樣好、精緻，據說，建造的房
子也因之秀氣，所以有的客戶點名要
手工摜製的磚瓦哩。
水鄉的女子真是刻苦耐勞，農忙時

勞作於田間，插秧耘耙收割打場，農
閒日就一頭扎進了坯場，摜坯是她們
農閒時主要的副業。其實坯場摜坯的
勞動強度遠甚於田間勞作，要把十幾
斤重的泥坨舉過頭頂，用力摜向磚瓦
的模具，反反覆覆的摜，「橐橐」作
響，心為之撼動，幾十上百個女子一
起摜，確實很壯觀。
我喻之為「大地的心
跳」。這樣的勞動強
度簡直不可思議，即
使男子漢也難以承
受，別說是女人了
啊。我試過，只幾下
子已是腰酸背痛、氣
喘吁吁了。這摜坯的
活不僅累，而且髒，
弄得個渾身是泥，又
是露天作業，日曬風

吹的，女人的臉就變得粗糙不堪，像
結了層痂一般的難看，真作踐了好端
端細皮白肉的江南女子啊！因此我每
見到江南秀氣的民宅，就會作此擬
想，這房屋的秀氣乃是偷取了水鄉女
子的美麗，摜坯女人在泥巴和汗水、
日曬和風吹中醜去老去，一幢幢清水
磚瓦的房子則美輪美奐，念及此，我
會悲從中來，感到江南水鄉的秀氣是
打了折扣的。摜坯女人的老去醜去是
其一，同樣老去醜去的還有江南的沃
野，那年月挖泥製磚是無序的， 廠
林立，大中小 一起上，便到處棄耕
取泥，弄得個坑坑窪窪，猶如美人臉
上瘡疤處處，令人不忍卒睹，照此下
去，江南水鄉還能說秀氣麼？
十幾年前我去澱山湖邊的水鄉農村

參加親戚家孩子的婚禮，沒想到那裡
的女人大多仍去坯場摜坯，新嫁娘成
親前的幾天猶在坯場摜坯哩，不出蜜
月還要走向坯場。這也難怪，那裡交
通不便，開發遲滯，摜坯算是主要的
副業了。喜筵上我看到那些大姑娘和
小媳婦的頭髮上似還沾 泥巴的痕
跡，心中不免感嘆，聊可寬慰者，親
戚家用清水磚瓦翻建了新房。
不久前我舊地重遊，最明顯的觀感

就是江南水鄉比先前更加秀氣了，鄉
親們紛紛蓋起了新樓，有別墅式的，
有不乏那種粉牆黛瓦的樓房，家用電
器一應俱全，比城裡人家有過之而無
不及。我讓親戚陪我去看從前的坯
場，手工摜坯的坯場已經絕跡，土地
得到了復墾，水稻綠油油的，長勢喜
人。當然，坯場沒有了，摜坯女子也
隨之絕跡，那裡的女子告別了日曬風
吹和泥巴汗水，一個個都修飾得漂漂
亮亮的，在鎮街上翩然來往，是水鄉
女子水靈靈的本色。她們不進坯場進
了工廠、那種中外合資的現代化工
廠，從事 出口服裝的加工，或者當
起了導遊船娘，有的居然還用外語與
來此旅遊的老外交談哩。我想，如今
水鄉女子的秀色非但不會被偷走，相
反會愈益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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