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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孝
破孝的时间一般在亡人咽

气后的第二天早上进行。破孝
之人是前来帮忙的亲朋好友，
他们熟悉整个破孝规程，掌握
男女孝衫、孝布的尺寸，只须按
亡人生前拟定好的孝单，把预
购好的白棉布或撕或剪，做成孝衫或
孝箍。

孝子们所穿孝服，在江南“吴
地”称之为孝衫。这也印证了明朝建
立保安四屯时，一批数量可观的“吴
地”军人到保安大河流域屯垦戍边，
是他们将吴地的生活习俗和习惯用
语带到了榆谷地区，成为保安屯垦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长子赶制麻冠、丧棒，也是破
孝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麻冠的形状据
说是仿自明朝汉军便帽，但比原状要
大得多。其做法是在白纸上涂抹糨
糊，粘上麻线，待晒干后按经纬合围
起来就做成了。做好的麻冠耳际旁吊
两粒棉球，表示两耳不闻外边事，专
心致志守灵尽孝的意思。

一般来说，亡者家人均要着孝
衫，谓之“不出门”；亲戚党家或亲朋
故友着孝箍。女性用六尺白布，一端
缠在头上，一端拖在身后，腰间用麻
线束起来。另外，曾孙戴孝叫“蓝扎
角”，玄孙戴孝叫“红扎角”，来孙戴孝
叫“绿扎角”。因大多数老人见不到来
孙，所以戴保安古城“绿扎角”的很
少见。

按照老规矩，父母亲的孝要服
三年，但现在一般只服一年就换孝
了，也有的人家用臂带黑纱代替白孝
的。过去服孝子女还会穿白鞋服孝三
年，现在这种情况已少见了。

打坟
保安城普遍实行土葬，各家族

都有自己的茔地。在“破孝”的同时，
请阴阳道士勘定墓穴，并请人打坟。
其实许多人家在老人生前早就选定
了祖茔里的墓穴，老人去世后请人打
坟就行了。但是遇到一些突发疾病去
世的，或是提前没有选好墓穴的，得
要请阴阳道士勘定墓穴。

值得一提的是，以前保安人的
坟头方向都是头北脚南。头北脚南
的寓意很明显，保安人的祖先大多
来自南方的屯垦军人，他们或战死、
或病亡、或老死在榆谷地区，生不能
返回故乡，死后一定要魂归故里。保
安古城被称之为“屯垦戍边的活化
石”，一些远自汉唐近至明清的古墓
朝向，见证了一代代屯垦军人的光
荣与守望。

打坟的人过去敬称为“土匠”。
把打坟的人与有手艺的匠人相提并
论，正应了那句老话，“恭敬匠人者恭
敬活儿”，就是希望打坟人尽心尽力。
其实打坟是一项十分辛苦的体力活，
夏天还好，要是赶上了冬天打坟非常
吃力。“坟匠”们既要赶时间，又要保
质量，为了保证亡人按时入土，达到

“高抬深埋”的目的，有时要临寒迎
雪，有时要冒雨顶风，有时还要挑灯
夜战，不管条件如何，必须得要在出
殡之前把坟打好。

以前打坟时请专职的“坟匠”来
完成。他们按要求挖好墓穴，东家就
会付给工钱。后来由亡人所属的生产
队社员来打坟，“土匠”也就失去了打
坟的机会不复存在了。时至今日，有
些情况特殊的人家也会请人打坟，打
好坟后付给工钱。

打坟期间，丧事主事者会按时
派人送去茶饭、烟酒。据说送饭者在
来去的路上不能言语，默默将饭食送
到坟地，等“坟匠”们吃喝完毕便起身
离去。如果茶饭有剩余时，就送给附
近的放牧人或过路人吃掉，没有路人
的话就找地自行处理掉，坟地的剩饭
绝不能再带回家里。现在好像没有这
么讲究了，送饭的人到坟地上不仅能
说话，有时还会跟打坟的人们一同享
用烟酒，有时也会帮打坟的人下到墓
穴里干一阵土活。

“土匠”们打好坟回来，丧事主

事者负责给“土匠”们吃一桌酒席以
示犒劳。席上有菜有饭，有烟有酒，但
不得划拳吆喝。

吊唁
吊唁时间从丧事的第二天早上

开始。也就是说，如果老人亡于子夜
前，得从早晨开始吊唁；如果老人亡
于子夜后，则从第二天早晨开始
吊唁。

通过报丧人告知，亡人家的亲
戚党家、左邻右舍、沾亲带故以及生
前好友闻讯前来吊唁，焚纸、祭奠、送
挽幛、取孝布等等。一般来说，前来吊
唁的无论老少径直到灵堂前化纸、跪
拜，此时孝子们逐一向宾客磕头还
礼，以示谢意。吊唁完毕，就会去行
礼、取孝布。完事就有人招呼到桌前，
帮忙的妇女们立即端来一碗烩菜，随
到随吃。

吊唁这天的规矩很多，贴挽联、
写挽幛、念经、“点神主”等等。

挽联
就挽联来说，常用“蝴蝶梦中家

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俯舔尚有
弥留恨，仰哺宁无寸草心”，“桃花流
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白纸
化作黑蝴蝶，血泪染成红杜鹃”，“朝
云暮雨难见影，高山流水少知音”
等等。

念经
念经是老早以前流传下来的风

俗，主要是请道人阿爷念《元始无量
度人上品妙经》和《对灵经》。

人死了为什么要念经？传说念
经可以使死者灵魂免入地狱，早升天
堂。据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说，阴阳
道士念经的过程很复杂，身穿法衣，
手敲法器，口中念念有词，或唱或念
给亡人超度。

其过程大约有以下几项内容：
先是到拿路路泉边焚香烧纸，然后取
回一点泉水供在灵前。隐喻九泉下的
亡人能听到孝子孝孙们的哭声。等净
手净口后，道士便在灵前开念“开路
经”，“报恩经”、“血盆经”等经文。孝
子们跪在黄草上听着“十月怀胎娘辛
苦”时哭天喊地，悲恸欲绝……

道教超度是一种极富地域文化
色彩的祭奠吊唁活动，体现了人口占
极少数的汉族群体独特的丧葬文化。
道教祭奠活动仅存于黄南这块惟一
的汉族村落里，只是现在由于缺少专
职阴阳道士，道教丧事超度仪式已经
失传了。

点神主
“点神主”仪式在吊唁的下午进

行。所谓“点神主”就是在做好的一块
柏木牌上，写上亡人的姓氏名讳、生
年终月。

仪式举行时，孝子孝孙们披麻
戴孝跪于灵前，丧事主事人或一位德
高望重者从亡人鼻尖拉出一根红线，
对准孝子（长子）的左手中指尖，刺
血，然后用笔蘸血在灵牌“王”字上头
滴一点血，使之变为“主”字，这个过
程叫“点神主”。与此同时还要燃放鞭
炮，全家哀声恸哭。

接下来还要在棺材前档上也要
补写亡人灵牌。前面提到了，盖好“老
家”油漆结束时，寿棺的前横档上除
了绘有童男童女外，还预留着一处牌
位，等“点神主”仪式完成后就要补
写。上写“某某太公（女性是某某府
君）讳某某某之神位”字样。

入殓
吊唁这天傍晚，约在傍晚六点

至七点左右就要举行入殓仪式。
所谓入殓，就是将亡人遗体由

灵床移至寿棺内。届时孝子们焚香化
纸，几名有经验的男子将亡人脚上的
麻线解开，表示要送亡人上路了。亡
人被移进寿棺前得要在棺底铺好褥
子，然后将遗体轻轻放入棺内，周围
再用柏枝香固定稳当。亡人遗体要摆
放端正，平躺仰卧，四肢并拢，手足成
一条直线，这叫“行端正表”。子女们
刚围拢上前，最后一次瞻仰遗体，哀
号永别。

寿棺合上棺盖后随即鸣放鞭
炮，孝子们再次恸哭、亲友们赶来致
哀，此过程叫“入殓”。

守丧
守丧是指族中男子和城中乡亲

们到灵堂陪伴孝子守灵的过程。守丧
的时间是从停丧的头一晚直到葬礼
结束。这期间除女人外，男人、孩子们
都可去守丧。丧家备有夜饭、烟酒糖
茶，供守丧人食用。守丧的人可在院
里喝酒，也可在厢房里聊天、睡觉，陪
伴孝子们消磨时间并准备第二天
送葬。

丧饭
保安古城的丧饭制做得很有特

点，丧饭是在吊唁当天制做的。一部
分妇女背着面粉到轧面铺去轧面，面
片须是旗花状；一部分妇女将小麦淘
洗后放到“踏窝”里舂皮准备“蒸子”；
一部分妇女负责切割肉丁、洋芋、萝
卜、豆腐等。

等守丧的人们吃过夜饭，妇女
们就要烧火煮肉、小火熬“蒸子”。凌
晨五六点钟左右，妇女们就会在大铁
锅内下入旗花面条，加入咸盐等佐料
熬成一大锅“蒸子”饭，供送葬、抬丧
的人们食用早饭。

等到葬礼结束后，妇女们把剩
下的丧饭盛在大铁桶里，分几组人挨
家挨户去送丧饭，此谓之“舍散”。

敲丧鼓
传统的哀乐器具有大鼓、镲钹、

云锣。出殡前的凌晨五点左右，守丧
的人们自发到保安城的大街小巷里
敲丧鼓，目的是摧促和提醒亲朋好
友、亲戚党家、左邻右舍、沾亲带故的
人们该起床送丧了。

一通紧急的丧鼓敲响后，人们
纷纷赶到亡人家里，有孝的亲戚党家
进院后立即戴好孝布，并随群众一起
吃丧饭。

出殡
吃过丧饭，约在早晨七点钟盖

棺起丧。
届时丧事主事人一声大喊，“起

灵！”此时鞭炮大震，锣鼓齐呜，长孙
手持引魂幡前行，长子双手背扶灵柩
棺头、送葬的乡亲们在两边相帮一起
抬出大门。大门口点燃一堆柏枝香，
焚化纸钱时儿女们齐声恸哭。

大门口早就准备好了丧架，众
人把灵柩捆绑在上面，由八个强壮的
小伙子抬起灵柩从燃烧着的柏枝香

火堆上穿过，开始朝祖茔出发。习惯
上不使用车辆送丧，无论远近都要人
抬，这就是所谓的“高抬”。按风俗习
惯，一旦起灵后灵柩绝对不能落地。
途中会有送丧的人不停地轮流替换
抬棺。

一路上孝子们放声哀号，幽锣
悲鼓催人泪下，一场生死别离的悲痛
萦绕在晨风中，显得十分凄楚。抛撒
纸钱的人一路上不停地把“路钱”抛
向空中，遇有拐弯处就会有人燃放鞭
炮，鸣锣开道。沿途所经亲戚党家，会
有人在家门口点燃一堆旺火，磕头为
亡者送行。

下葬
保安城普遍实行土葬，各家族

都有自己的茔地，按辈份大小，男左
女右，依次排列下葬。凡婚后不正常
死亡的如刀抹、绳吊、跳河、难产等

“横死”者，一律到“烧人沟”火葬。
灵柩到达墓地后，先往墓坑里

抛撒纸钱以示祭奠。很早以前，还有
往墓穴里抛撒银圆铜钱的习俗。据说
这是给“土匠”们的赏钱。此时的“土
匠”派出一位“扫堂人”下去，通俗点
说就是给“老家”清扫墓室。“扫堂人”
用麻钱在墓底下摆成北斗七星状，并
在墓坑顶端的小龛里安放“长明灯”，
然后清理净墓底的脚印退出墓坑。接
着众人拉绳索，把寿棺徐徐下到墓
坑，由长子背对墓穴先扔三锨土，送
葬的众人一起上前填土成坟。

孝子们跪在墓下方恸哭不止，
等到坟头的土堆攒起后，烧纸钱、奠
烧酒，一阵鞭炮声中所有的送葬人员
一起跪拜亡灵，孝子们要向所有送葬
人员磕头致谢。事毕，孝子们小步跑
至村口下跪，向送葬人员再次致谢。

净宅
灵柩一出门，家中就要进行打

扫。先烧掉亡人生前使用过的物品，
再用烈酒泼洒室内外以示“驱邪”灭
菌。旧时还要在停放过亡人的堂屋正
中地方，放置一大袋粮食，然后在烧
纸盆里发一点面，等送葬的人回来，
面若能发起，说明先人走得无憾，并
能保佑后人们发家致富，家道兴旺。
现在这一习俗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
线。不过还有一些风俗仍在延续着，
比如净宅后还得在大门口摆放干净
的水盆和火盆，水盆里放一把菜刀，
以待送葬回来的人净手。其实，除了
家中至亲及党家人外，送葬的乡亲们
各回各家了。待送葬的人们回来后，
净手从火盆上跨越进门，以示去尘辟
邪。

“服三”
送葬后的第三天，也就是老人

亡故后的第六天，保安人习惯上称之
为“服三”的日子。

这天早晨孝子们披麻戴孝到新
亡人坟头“攒土”。所谓“攒土”就是对
新坟塌陷部位培土、安置石质供桌、
烧纸奠祭等过程的俗称。

给新坟攒土时，解下孝子腰
间的麻绳，两个人扽紧麻绳分别
站在坟头坟尾从下往上捋，这样
就能保证坟头位置周正。

习惯上，由女婿们背负着石
桌到坟前安放。其意大约是提醒
女婿们知晓“一个女婿半个儿”，

希望他们在老人去世后负起责任，多
多关照家中老小。

“攒土”回来后，还要请亲戚党
家及丧事主事者一起结算丧事开支、
研究“五七”念经、解决并确定亡人的
遗嘱等活动。同时还要请亡人生前的
故友、村子里的耆老、“土匠”及主要
帮厨人员吃答谢饭。

是日子夜，孝子在一位老者的
带领下披麻戴孝到城内各个巷道口
跪拜鬼神。怕惊扰到鬼神，他们不能
举灯，摸黑走到一个个巷道口，高声
跪拜——阿爷们，孝子给您磕头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孝子凄楚的呼喊声
拖着长长的尾音回荡在夜空里，显得
格外瘆人。要不是听到群犬乱吠，被
惊醒的人们恍若置身于阴曹地府，胆
小的人会彻夜难眠。传说巷道口是亡
人们生前晒阳洼的地方，孝子给这些
故去的老人们的鬼神磕头，是祈求地
下的阿爷们不要欺负新亡之人……
这种习俗随着社会发展进步，早被废
止了。

“服三”后的每天早晨，孝子们
披麻戴孝给亡人上坟至“五七”为止。

“五七”
“五七”是送葬二十九天的祭奠

日。“五七”活动主要是由女儿们出资
举办，相对来说比较隆重。按旧习俗
得要请阴阳道士念经，到城隍庙照灯
诵经，同时还要念祭文等等祭奠
活动。

时至今日，随着阴阳道士的谢
世，加之城隍庙尚没完全恢复，道教
活动已淡出了丧葬文化活动，以至于
现在的孩子们不知道教为何物了。但

“五七”这天的法事活动仍在进行，念
经者则由一群诵读汉传佛经、自称为
嘛呢阿奶的老人们在道教城隍庙里
进行。

这天还得要请文笔好的人撰写
祭文，并要诵读祭文。祭文只有一
份，根据亡人生前艰苦创业，教育子
女，乐善好施，勤俭持家等事迹撰
写，诵完后火化。祭文是读给人听
的，特别是给亡人子孙听的，所以内
容以表彰亡人功德为主。保安现行
的祭文多采用四字或六字固定格
律，若能全部押韵后朗朗上口，便是
上品。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日族长或
亲朋故友们根据亡人的遗嘱，帮助亡
人家兄弟姊妹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解
决亲戚党中存在的矛盾纠纷，化解矛
盾并使之“拉和”重归于好。这一点具
有积极意义，值得称道。

三周年
亡人故去的第三个年头谓之

“三周年”。届时要举行较为隆重的纪
念活动。亡人家炸油饼，凡是行礼的
人家都要回赠一个油饼，亲朋好友另
有一份。现在这一习俗已经革除，因
为在吊唁行礼时已经回赠了毛巾，不
再炸油饼答谢了。

后记
保安人普遍实行土葬，火葬仅限于“横死”之人。

此外，未经嫁娶的年轻男女去世后，一般实行火化。
旧时有死者无嗣不入祖坟，在外亡故后其灵柩不得入
家等习俗。旧俗还规定，孝子在服孝的“尽七”时间里
不出门、百天不串门，谓之守孝或服丧。“尽七”（七七
四十九天）以后，还有头周年、二周年、三周年等祭祀
活动。根据以前流传下来的风俗习惯，孝子们在百日
内不准剃头刮脸，前脑留一小撮头发，称之为“孝
头”。全家人穿白鞋，男子腰束一条白布带为“孝带”，
妇女头带“孝箍”，不准赴宴饮酒和参与娱乐活动。现
在，这些习俗已经被革除，孝服期间只用黑布制作袖
箍带在胳膊上，简便多了。服孝三年期间，所有党家
户族春节期间家里不贴春联或贴白对联，第二年贴绿

对联，三周年脱孝后方可贴红对联。
古城保安的屯垦后裔们深受儒道思想的影响，生

活中还保留着许多中原文化的遗风遗俗，整个群体社
会面上对儿女尽孝提出严格要求。尤其是父母年迈
后脾气暴躁，有的父母厚此薄彼，有的父母愚笨贫穷，
有的父母观念落后，有的父母身体不能自理，特别是
父母年老后痴呆了、脏了、臭了、大小便都不能自力且
脾气更坏了的时候，儿女们更应该多点理解与关怀，
更应该孝敬和尊重他们。要知道一个连父母都不肯
包容的人，肯定是一位斤斤计较、眦牙必报、行为不正
的忤逆之徒。而这样的忤逆之徒是人们所不容的。
人们常说“天下最不能等待的就是孝敬父母”。所以，
如果老人们在世的时候不能尽孝尽责，老人们故去后
大操大办也会被乡亲们戳脊梁骨的。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