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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客家保留中原特色的风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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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岁习俗

是北海客家人过年中最重人情、亲情、友情、乡情的礼俗。除夕夜围着火塘

守岁，最是令人难忘。大年三十拜祖是一年中的头等大事,这天一早,家家户户忙

着张罗的都是与拜祖先有关的事，杀鸡,蒸扣肉，张贴对联等。其中最隆重的是

各家各户把自己事先蒸好的大笼糕扛到各自的支系祖祠。大笼糕既表示团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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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也寓意五谷丰登，象征来年的好收成。因此，一年的收获，当然要先让祖宗

享受。

接着是各家把过年的美食摆上供桌，点燃香烛纸钱，诚心祈祷。这就是大年

三十拜祖先。拜完祖先后，大笼糕就留在祖祠的供桌上，直至过了年初三之后才

各自取回。人丁兴旺的祖祠里每逢此时，供桌上的大笼糕堆积如山，蔚为壮观，

就像是在举办大笼糕博览会。

大年初一祭祖

祭祖是要到始祖祠堂去的。北海客家人各姓氏都有各自的始祖祠堂，不论人

口繁衍多大，始祖祠堂只有一家。因此，大年初一的祭祖场面是浩大壮观,轰轰

烈烈的。

贴春联

北海客家的春联，有着鲜明代表性和各自不同的姓氏堂号和堂联。在北海 160

多个姓氏中，有一半的姓氏属于客家人或与客家人有关。丰富的姓氏也就带来了

丰富的堂号、堂联。春节期间，将堂号、堂联融入春联之中，加以构思创新，既

成为客家春联的卓然独特的风格，也是客家人敬重先祖，思念故土的表现形式。

行 村

行村是客家方言，意即去亲戚家拜年。北海客家人“行村”重情不重礼。每

当年初二过后，客家村场之间的阡陌道路上，便见三五结伴的行人，挑着礼担，

晃晃悠悠的穿行。一拨又一拨，从早到晚，络绎不断，浓浓的乡情洒满田垌，娓

娓的乡音飘遍村场，悠悠的乡韵牵动人心。

开标习俗

北海客家人“开标”，是一种独特的竞争方式。在宗族社会状态，乃至集体所

有制的生产队管理模式中，开标”都是确定某种拥有形式经营方式或的手段。"

开标"，就是要将某种原是宗族共有或集体所有的财产，以公开竞争的形式去确



定拥有者或经营者，中标的根据就是谁的标的高，就归谁经营。祠堂议事习俗北

海客家人祠堂议事的习俗，延传久远。族中每逢有大小事务，由族长及族中辈分

高的长辈主持召集，小到子弟读书，大到宗族纷争，祠堂议事有绝对权威。

修谱习俗

北海客家人十分注重修谱，每个姓氏都有姓氏族谱，每个宗支都有宗族家谱。

修谱由族人集资进行，由族中长者主持。族谱详尽记载姓氏宗族的起源支派，族

中大事、人物均入谱记。

婚嫁习俗

北海客家人的婚嫁习俗与当地没有太多独特突出的地方，在习惯上，嫁女被称

为“卖女”，这与客家人艰苦的生活经历有关，因为，卖女”当中，难免有讲价

之嫌。但这个价并不是身价，而是一种象征，表示女儿出嫁是有价值的。而新媳

妇拜年时，行村的礼担里除了例行的礼品外，还要放上南豆或南豆花，寓意“男

到”和能生养。

吃“开嘴米乙”古俗

北海客家人兴学重教的文化现象，还在饮食文化中得到体现，那就是珠乡客

家人吃“开嘴米乙”的古俗。客家人非常注重子弟的读书求学，当家里的小孩子

到了读书年龄的时候，父母人就要忙着为之张罗入塾求学。开学的第一天，母亲

一大早就来，专门做一碗“开嘴米乙”给儿子吃，吃了“开嘴米乙”，象征着去

学校之后，勤开口读书，多学知识，肚中有料(有文化)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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