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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采

现在称之为提亲。
虽然现今多是青年男女自

由恋爱而结婚，但大部分还需
要有媒人即介绍人在中间牵线
搭桥，即便是自由恋爱，多数也
要请媒人象征性地走一下提亲
过场。介绍人认为男女二人般
配，便向双方提亲介绍对方情
况，男女双方如果愿意见面，介
绍人就约定见面的时间、地点，
双方互相满意，以后就会自行
交往，进入谈恋爱阶段。

问名

男家行纳采礼后，再托媒
人询问女方的出生年月及时
辰，以便男家卜问，决定成婚
与否，吉凶如何。后问名范围
扩展到职位、财产以至容貌、
健康等多侧面。

如今，这一礼节演变成为
看看男女双方生辰八字的合
与不合。如：“子鼠见羊万年
愁，不叫白马见青牛”等等，毫
无科学道理，却又人人忌讳。

纳吉

现在称之为订婚。
男女交往相处一段时间

后，相互满意后就可以定亲了。
举行订婚仪式，日子一般选在双
月双日。在城市，一般是双方父
母见面，商谈一下孩子结婚的大
概时间及一些具体事宜，同时男
方父母送给准儿媳红包和一些
衣物，亲事就算定下了。

纳征

亦称“纳成”，即男家纳吉

往女家送聘礼。
郑州人又叫送彩礼。一

般由女方家提出要多少“礼银
子”，有现金、绸缎布帛、金银
玉器、家具器物等。随着物质
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变化，婚姻
彩礼也发生了变化。上世纪
三四十年代一条织贡呢裤子，
一件条绒褂子，就数上乘。五
十年代，苏联花布（棉布）、花
并蓝（天蓝棉布）、水月蓝（浅
蓝棉布）上衣，黑条绒裤子。
六十年代，凡呢丁、精纶华达
呢、条绒都备受青睐。文化大
革命开始后，则送一本《毛主
席语录》。七十年代面料为毛
哔叽、华达呢，而且上下四
套。八十年代，除里外四套涤
纶衣服外，还注重家具摆设，

“三转一响一咔嚓”(自行车、
手表、缝纫机、录音机、照相
机)和“二十四条腿”(家具中的
大衣柜、高低柜、五斗柜、沙
发、茶几)是必备之物。九十
年代，陋习更甚，索要礼银多
则上万元，少则也四五千元。
三大件(冰箱、彩电、洗衣机)，
三金(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
样样俱全。随着经济的发展，
现在彩礼的数额也相应的又
增长了许多。

请期

俗称“送日头”或称“提日”。
郑 州 人 称 为“ 看 个 好

儿”或“定日子”。看好儿就
是选定结婚的好日子。吉
日选定后，男方把测定的吉
日写在红纸条上，男方一位
长辈送到女方家里（郑州人
叫“送好儿”），同时商议筹

办 婚 庆 典 礼 的 具 体 事 宜 。
送好儿时间上有讲究，一般
双月双日。

亲迎

俗称“迎亲”。
旧时娶亲富人用轿子，穷

人多骑毛驴。五六十年代多
用大轱辘马车，苇席搭篷，篷
顶搭红毡，七八十年代用手扶
拖拉机、汽车，现在普遍用豪
华轿车。郑州有“迎新娘不回
头、正午以前拜花堂”的说
法。“不回头”是说“结婚不走
回头路”，去娘家迎亲和回男
方家的路线不能完全重复。
老郑州人都知道，郑州青年男
女结婚的典礼仪式一定要在
中午 12 点之前举行。民风认
为正午前新人拜罢天地，大吉
大利。

婚礼三天后，新人回门看
望娘家父母，也称“归宁”。经
过一系列的仪式活动，双方的
姻亲关系才算正式确立，才能
得到公认。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新的婚俗礼仪逐渐向删繁就
简、节俭新颖的习俗演变，旅
行结婚、集体婚礼，甚至裸婚
应运而生，以此来适应新时
期、新习俗的风尚。当然，也
有人大张旗鼓举办土豪式婚
礼。豪车车队阵容、新娘穿
金戴银、现金黄金彩礼展示、
豪华奢侈婚宴、明星名人助
阵的亲友团队等，这些以炫
富为目的的婚礼形式除了赚
足眼球，已与礼仪之邦的“礼
节”大相径庭，与婚俗的礼仪
文化相去甚远。

郑州市花——月季

1983年3月21日，在郑州市
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上，月季花被确定为郑州市的市
花。月季被确定为郑州市的市花
之后，月季花在郑州市的种植数
量、品种和面积迅速扩大。

1985年前后，郑州市园林绿
化部门建设了中原路、建设路和
陇海路等一批闻名省内外的“月
季大道”。全国五个月季中心、五
大月季公园郑州都占着。据郑州
园林部门统计，二十世纪八十年
代中后期，仅郑州市区内种植的
月季品种就多达800多种，郑州市
的月季科研存园品种更是达到了
1000多个品种，并形成了面积达
800多亩的月季花繁育基地，郑州
市月季花的种植达到了一个鼎盛
期，郑州因此又被称为“月季城”。

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郑州
市区内种植的月季开始逐渐老化，
加上受到南方城市绿化观念的冲
击，追求常绿受到了人们的热烈追
捧。常绿植物和常绿草坪逐渐取
代了月季大量出现在郑州的街头
和庭院之中，月季由城市绿化的主
角变成了配角。到了2000年，曾
经让郑州人颇感骄傲的几条“月季
大道”已经看不到了。

但郑州市民没有忘记这个曾经
给郑州带来无限风光的市花。受到
洛阳牡丹、开封菊花繁荣的市花经济
的启发，郑州也开始大力宣传市花月
季。2005年郑州市以举办首届中国
月季展览会为契机，加大月季在城市
绿化中的应用力度，建设了一批月季
公园、月季庭院、月季小区。此外，郑
州还重新培育了4到5条“月季大
道”，计划将把中原路、航海路、建设
路和大学路等主干道打造成色彩斑
斓的月季路，努力打造月季花城，让
市花月季成为郑州市一张亮丽的城
市名片。中原路以前是郑州市有名

的“月季大道”，在中原路上销声匿迹
了几年的月季，如今又重新出现。

如今，徜徉在郑州的大街小
巷，时常可以看见月季花的风
姿。郑州也常有围绕市花月季展
开的摄影、绘画、征文活动，吸引
了大批热爱月季的市民参与其
中，激起了更多市民的热情。

市树——法桐

郑州种植法桐的历史是从
1951年开始的，市政府下文，人均
两棵，保种保活。1954年河南省
委、省政府从开封市迁入郑州市，为
适应省会城市发展，市区大面积绿
化，又种植了一批法桐。1956年春
天，郑州市全市人民义务植树，先后
在金水路、人民路、花园路、经五路、
经六路、纬一路、纬二路、政一街、政
二街等道路两旁大量种植法桐。
1959年12月，全国绿化工作会议在
无锡召开，郑州被评为全国绿化单
位，从此，郑州有了绿城殊荣。

法桐成为郑州市市树是在2007
年。 2006年12月19日郑州市开始
全民投票评选市树活动，市树评选成
为本市市民茶余饭后谈论最多的话
题。参加活动的有个人、有情侣、有
家庭，还有团体，他们通过广场上的
投票箱、手机、网络，热情又郑重地
写上自己挚爱的树种，甚至亲自来
到市园林局送上选票。2007年5月
29日，在市园林局召开的市树评选
专家评审会上，专家们一致推举法
桐作为郑州市市树。2007年12月
14日，经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32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悬铃木（法桐）作
为郑州市市树的决定。市树评选的
选票说明了一切，郑州市民对于法桐
的深厚情感可见一斑，法桐作为郑州
市市树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我们的市花月季丰饶多姿、坚
韧朴实，市树法桐伟岸雄奇、英姿飒
飒，唯愿大家都悉心爱护，让郑州的
城市王冠上绿荫浓浓、花香隐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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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郑州的婚俗
□庞倩华（郑州民俗学硕士）

地处中原腹地的郑州，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富有中原地域特色的婚俗文化。郑州旧时婚
礼十分注重传统，一丝不苟按照“六礼”操办，包含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如今，随着社会的发
展，自由恋爱逐渐取代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六礼也在婚俗的发展中悄然发生着变化。

郑州的市花与市树
□成舒宇（郑州二七纪念馆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