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经的配置
72条腿和三转一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婚事
简办成了当时的新风尚。青年
男女经过结识、恋爱，双方自愿
结合，即可向政府民政部门办
理结婚登记手续，领取法定证
书，在法律上确立夫妻关系。当
时，上海男女婚事都革命化。有
的在婚姻登记机关登记后，就
在单位举行婚礼，由单位领导宣
读结婚证书，新郎、新娘谈一下
恋爱经过，再助兴做做游戏，亲

友吃些喜糖，婚礼就算结束了。当时人们结婚前，还会
找木匠给婚房订做大木床、大衣柜和桌子、椅子等木制
家具，当时的说法是要凑够“!"条腿”。

到上世纪 !#年代，在上海结婚的经典配置是“四
大件”，又称“三转一响”，即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及
手表。这四样在当时是家庭生活富足的象征，也是女孩
子出嫁的标配。
先说缝纫机。对那个年代的家庭来说，缝纫机十分

重要，做衣服、缝被面全靠它。当年上海生产的很多缝
纫机，如蜜蜂牌、飞人牌、蝴蝶牌等都是老百姓心目中
响当当的品牌。当新娘带着缝纫机的陪嫁来到新郎家
中，就表明这个新娘将来是个心灵手巧、会过日子的贤
妻良母。但当年的缝纫机很紧俏，要凭票供应，票子主
要从市总工会到区总工会到企业工会发放给职工，工
会一般也会优先考虑马上要结婚的小青年。结婚后，家
里的缝纫机总会被擦得一尘不染，还要做个很讲究的
布套罩起来。
在“三转一响”的年代，自行车也是最大的“转”，大

家都希望有辆自行车。有辆自行车，很神气，上下班也
较自由些，用不着挤公交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自
行车票比缝纫机票还要吃香。当然，自行车也要进行一
番精心打扮，车座罩上带穗的套子，车梁用布或彩纸裹
起来，车条要绕上几圈毛线转起来才好看。车子被擦得
锃亮，快快地骑过去，在弄堂里留下一路“丁零零”的脆
响，引来一片羡慕的目光。
一块上海牌手表，曾寄托了人们的梦想。在当年，

几个月的工资才买得起一块表。那时，青年人总要到参
加工作以后或筹备结婚时才会买手表。一些男青年还
时兴为女朋友挑选宝石花牌手表。老上海人办婚事还
会去买三五牌台钟，是因为这种台钟看上去厚重结实，
经久耐用，有“一辈子”的美好寓意。
“三转一响”的最后一项就是收音机，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电视机还是稀罕物，所以那个年代上海人结
婚，收音机成了新房里不可缺少的摆设。收音机是“三
转一响”中唯一的家用电器，也是上海家庭最早拥有的
家用电器。当年上海的青年人结婚大多会选购红灯牌
收音机，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个牌子听上去喜庆、吉祥。

家的模样
三大件和新三大件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
海的结婚习俗有了很大的变化，结婚拍套婚纱照成了
时髦事，也开始流行喝喜酒。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
这些曾经让一代人倍感骄傲的结婚大件悄然退位，人
们开始向电气化迈进，追求的“三大件”变成了冰
箱、彩电、洗衣机。这“三大件”的尺寸都不大。冰
箱是单门的，洗衣机是双缸的，当时的电视机开始还
是黑白的。到了上世纪 $#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芝麻开花节节
高”，家庭建设又向新的现代化目标迈进，“三大件”又
变成了空调、录像机、电脑。在当时，空调只能制冷，冷
暖制式那是上世纪 $#年代末的事情。刚开始时家用电
脑是“"%&”“'%&”。录像机则是电视的一种升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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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云：“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婚姻是社会生
活的永恒主题，不同的时代，婚姻文
化不尽相同，这也是上海独有的海派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年 5月，都是结婚“大月”，一对
又一对新人步入婚姻的殿堂，给爱情
打上个持久的印记。上世纪70年代的
“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
音机）已变成了环境适宜的大房子、有
档次的私家轿车和富足的银行存款等。
尽管如此，“老三件”的历史依旧留在
父母和老人们的记忆里和光影中。5月
1日起，由市民政局与普陀区政府共同
建设的全国首家省级婚姻文化展示馆
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今天，我们来
说说老上海结婚的那些事儿。

旧时婚俗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清末的上海，居民来自各地，遂成五方杂
处。在婚俗上，大家各有本乡习俗，但基本上大
同小异。先是定亲，即订婚。男方父母央媒求亲，
俗称“讨八字”；女方如有意，送出庚帖，写明姑
娘的生辰八字，称“出八字”。男方请算命先生
“合八字”。如和男方无冲克而相合，就相亲（即
看双方容貌），走人家（即走访婆家）。男女双方
择日各摆定亲酒，订婚手续才算完成。再是纳
彩，男方向女方送彩礼、下聘金。一般送首饰、衣
物、茶叶、吉祥草、万年青。女方收彩礼后，以鞋、
帽、眼镜之类回赠。随后迎送嫁妆。当时最时髦
的嫁妆有被褥、衣服、箱橱、浴盆、马桶等。一切
妥当后，即走到最后一步：成亲。男方租用花轿，
红灯引路，鸣锣开道，吹吹打打到女方家迎亲。
新郎新娘“拜堂”，在婚礼的掌礼人的颂词指挥
下，向天地、父母、来宾等行叩拜大礼。这一天男
家摆酒宴请宾客，称“花筵酒”，吃好后“闹新
房”。婚礼后三天新郎陪新娘回家探亲，女方家
设宴款待，称“回门酒”。

海派风尚
燕尾服和白色婚纱

上海是近代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也是中
国最早进入近代化的大城市，西风东渐，西方文
明渐渐地影响了上海的风尚，上海传统的旧婚
俗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在婚礼上，新郎改穿燕尾
礼服，新娘则穿起了白色婚纱礼服。这种不按照
传统礼制的新式结婚就是“文明结婚”。

这个年代的男女青年，在思想上冲破了传
统，他们反对包办婚姻，提倡男女社交公开、自由
结合，倡导自由恋爱、文明结婚。文明结婚省去了
中国传统婚礼繁琐的礼节，通常邀请校长、教师、
社会名流等长一辈的学人担任主婚人、证婚人，
新郎新娘在主婚人的引导下握手亲吻、相互拥
抱，然后邀请参加者入喜席或茶话会。一些教会
学校和新式学校也会愿意无偿提供教室或礼
堂，支持他们的学生和校友文明结婚。

当时，真正的文明结婚比例不高，但数量不
少，于是，上海出现了专为文明结婚服务的礼堂，
如法租界紫来街（紫金路）是著名的红木家具街，
一家颇具规模的红木家具店在老西门内关帝庙
（相当于现在的复兴东路 !""号）有一个红木家
具仓库，他们利用仓库开设“西园”，提供文明结
婚服务，因为礼堂布置大部分使用红木家具，于
是被称之为“红木大礼厅”，以后，不少旅社、大饭
店也利用自己的场所提供文明结婚服务，到上世
纪 '#年代，上海的文明结婚蔚然成风。
既然是模仿西方的文明结婚，就得有相应

的婚约文书，但中国古代几乎没有法律上的公
证机构，于是，上海的出版印刷机构仿照西方的
婚约文书印刷所谓的“结婚证书”，由分散在大
街小巷、街头巷尾的烟纸店销售，当事人在印刷
品的空格上填写新郎新娘名字、籍贯、年龄，以
及介绍人、证明人、证婚人、双方家长的名字，加
盖钤记，就是一份像模像样的结婚证书。

($')年 *月 '日，上海的 )!对新人参加
了在新江湾新市政府大礼堂举行的全国首届
“集团婚礼”。在婚礼上，新人相互二鞠躬，然后
向证婚人鞠躬。证婚人向新人授赠结婚证书和
纪念品，致婚辞，最后全体新人与证婚人一起合
影留念。集团结婚也成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期
间影响较大的一种新婚俗。

结婚照
幸福和甜蜜的象征

结婚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为了把这
幸福的记忆永远保存下来，就有了结婚照的
诞生和流行。一张张结婚照，定格着一对对
新人的幸福，也记录着婚俗的变迁。不知不
觉间，结婚照已历经百年。新人成家后，多
将结婚照悬挂在墙上，以示幸福和甜蜜。

清末民初，白色婚纱还未在国内亮相，
当时的人们流行在花盆前或在八仙桌旁合
影。上世纪 '+年代，西装流行于上海街头，
迅速成为一种服饰时尚，那时的新娘身穿白
色婚纱礼服，手持鲜花，头戴白色头纱长达
五六米，新郎则身穿黑色礼服，白色衬衫，
上扣黑领结，手捧黑呢高盆帽和白色手套。

真正名副其实的婚纱照则开始出现于上
世纪四十年代前后，结婚照由教堂移至照相
馆，程序上也由在举行婚礼后改为在婚礼现
场拍摄，人数由集体婚礼合影变为只有新郎
新娘二人合影。到解放初期，结婚照流行着
军装、工农装拍摄。

上世纪 %#年代拍结婚照时，新娘又穿
上了洁白的婚纱，戴上了洁白的面纱，手拿
塑料花，还要化好淡妆；新郎要穿西服，打
领带。再后来的婚纱照，一拍就是一套。拍
摄时新娘要换好几套婚纱。

" 上世纪 #$年代的结婚照

#

$

上
世
纪
八
九
十
年
代
的
上
海

婚
房
布
置

" 上世纪 %$年代左右的婚纱照

"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结婚礼物之双喜茶杯

# 上世纪 &$年代婚庆嫁娶用的茶叶罐!

上书龙凤喜字之类的中国传统吉祥字!代

表对新人的祝福

" 老上海的婚房布置

" 上世纪 &$年代左右的婚纱照

" 上世纪 &$年代的结婚证! 四面装饰

以麦穗为主

% 上世纪 '$年代上海结婚嫁妆之一三五牌台钟

后记!!!

上海的婚俗变化"婚礼用品的配备和婚礼方

式的变迁!体现的是海派婚姻文化的传承和民间

风俗的发展#尽管幸福的概念在变化!但万变不

离其宗的是! 精神上的满足远比物质上更为重

要!两个人的相爱远比结婚物资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