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干爹干娘送给干孩子的长命锁

孩子向干爹干娘行叩拜之礼

旧时认为认火神爷为干爹的孩子多
是命中缺火，要从小穿红衣裳

（以上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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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完认干亲仪式后，双方家
里有男婚女嫁、老人去世等红白大
事，要首先想到对方，宴请宾客时也
要把对方安排在相对显要的座席位
置。逢年过节或者干爹干娘生日
时，干孩子要在父母的带领下备上
一份礼物，前往家中探望和祝贺。
每年腊月二十三，父母要带着孩子去
干爹干娘家过小年，去时要带上红公
鸡、鞭炮、蜡烛、灶糖、火烧馍等礼
物。干爹干娘收到礼物后，不仅要
设宴款待，还要为干孩子回礼，俗称

“穿锁子”。
干爹干娘给孩子的锁子钱必须

一年比一年多，直到孩子十二周岁
为止。有的地方，端午节干娘还要
做五色线、香囊送给干孩子。不过，
许多人家嫌年年如此太烦琐，往往
是来往三年五载之后就中断了，但
是，“完锁儿”仪式却是无论如何也不
能少的。

按照民间约定俗成的规矩，“完
锁儿”仪式多是在孩子十二周岁那年
的腊月二十三或者孩子十二周岁生
日当天举行。

“完锁儿”这天，父母领着孩子前
往干爹干娘家，除了一般性的礼品之
外，还要带一百个小蒸馍和四样蔬
菜，并且要给孩子的干爹干娘扯上几
尺布料或者直接买成衣、鞋帽。这是
干爹干娘最后一次给干孩子穿锁子，
故而称作“完锁儿”。与往常不同，此
次穿锁子不仅要出手阔绰，还要送给
干孩子一套碗筷，俗称“衣饭碗”。吃
完饭，干孩子随父母回家之时，干娘
要放入对方竹篮或者荆篮里一些小
米，路上故意让小米走一路漏一路，
一直漏到家门口，民间的说法叫“扎
根儿”。举行过“完锁儿”仪式，意味
着孩子度过了人生的“危险期”，标志
着孩子可以离开干爹干娘的庇护健
康成长。

通常情况下，认干亲是永久性
的，两家终身保持交往，相互之间经
常走动，和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一样。
干爹干娘会一辈子把干孩子当作亲
生儿女来疼爱，其娶亲出嫁、生儿育
女等人生大事都要到场祝贺，在经济
上、人力上给予一定的帮助支持。干
孩子也会一生一世把干爹干娘当成
亲生父母来孝敬，逢年过节特别是中
秋节要去看望干爹干娘，以示孝心。
等到干爹干娘离开人世的那一天，干
孩子还要披麻戴孝，像亲生子女一样
去送葬，可谓“不是亲生胜亲生”。

当然，也有一些人认干亲出于功
利性或者临时性的目的，短则年儿半
载，多则三年五载，等到“人走茶凉”
之时，干亲家失去了头顶的光环，没
有了利用价值，于是便分道扬镳，各
不相干。还有一些人等干孩儿干妮
儿结婚成家后，双方约定今后逢年过
节不再走动。

4.认下干亲后的走动来往

认干亲：保育求吉的古老习俗
●梁永刚

在我们平顶山，认干亲以保育求
吉的习俗古来有之，颇为盛行。时至
今日，随着人们观念的转变，认干亲现
象虽然有所降温，但是依然存在。

认干亲，又叫认干亲戚，是指没
有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的双方，仿照
亲戚之间的来往走动，形成相对固定
的关系。对所认的干亲，晚辈多称长
辈干爹（干爸）、干娘（干妈），长辈常
唤晚辈干儿（干孩儿）、干闺女（干妮
儿）。

民间还有一种说法“认干儿、折亲
儿”，意思是说认干孩子对自己的亲生
儿女不利，因此，不愿意“认干儿”的也
大有人在。

旧时，受封建社会重男轻女思想
的影响，认干亲者多是男孩，或是几
代单传，或是身体欠佳体弱多病，或
是老年得子娇生惯养等等。在医疗
技术低下、生活条件落后的年代，为
人父母者最大的担忧就是孩子不好
养活，唯恐过早夭亡，于是认下一门
干亲以驱灾避祸，庇护孩子平安健
康。

在我们平顶山，认干亲是一个家
庭极为看重的大事，孩子认谁当干爹
干娘，不可随心所欲，更不能简单草
率，不仅大有讲究，而且规矩和路数也
多。除了极少数为攀仰门第、拉拢关
系外，认干亲多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认给与长辈关系密切的人
家，借此使两家亲上加亲，便于联络感
情，常来常往。

二是认给那些儿女双全、姊妹多，
虽不富有却家庭和睦的人家，正所谓

“家和万事兴”，这种干亲戚忠厚善良
名声好，孩子多也不娇贵，天天吃糠咽
菜，不费多大事就能养活成人。

三是听信算命先生所讲，孩子命
硬有灾星相伴，必须依照其生辰八
字，认给符合相生条件的人。譬如孩
子命中缺“火”，不仅要为孩子起一个
与火有关的名字，还要找一个对“火”
大有裨益的人当干爹。按照阴阳五行

“木生火”说法，认的干爹必须是“木”
命。

四是满足一些人儿女双全的愿
望。一些人家只有女儿没有儿子，或
只有儿子没有女儿，正所谓“缺啥稀罕
啥”，没有儿子的自然对男孩儿喜爱有
加，于是认个男孩儿当干儿，视作亲生
儿子，也算满足了自己的心理需求和
美好愿望。

五是把孩子认给那些姓氏吉祥之
人，反映了人们的求吉心理。在诸多
姓氏中，“刘、程、潘、赵”这四个姓氏是
认干亲的最佳选择，“刘、程、潘、赵”的
谐音分别是“留、成、攀、照”，寓意着

“留”而不去、“成”而不夭、“攀”住不
放、“照”住成长。

六是认给走街串巷做小买卖的生
意人或者走江湖凭手艺吃饭的匠人。
民间的说法是，这些人走南闯北、风餐
露宿，是“长腿干爹”，能够庇护孩子健
康平安。

七是把孩子认给姑、姨、舅，以求
亲上加亲。

八是听信算命先生所言，孩子命
不好，为了求个“破法”，认给老树、古
井、石磙、磨盘等物件，牛、马、骡、驴等
牲口，或者火神爷、井王爷、土地爷、老
灶爷等神灵。其目的和认给人一样，
都是希望孩子顺利成长。

1.认谁作干亲大有讲究

想为自家孩子认干亲，首先要物色
合适人选。当然，也有特殊情况，有些人
看到熟人或者朋友家的孩子聪明可爱，
主动提出将其认作自己的干孩子。

如果为孩子找到了合适的人选，且
对方是与自己相识的熟人或是交往甚密
的朋友，那就可以直截了当表达自己想
认干亲的意愿。如果中意的人选和自己
不熟，那就需要找一个和对方熟悉的中
间人进行转达，征求对方的意见。认干
亲毕竟是一件喜庆事，一般情况下对方
是不会拒绝的。不过有时候也会“剃头
挑子一头热”，出现被婉言谢绝或者吃闭
门羹的情况：

有些人做事谨慎，认为自己有几个
儿女是命中注定的，认下干孩子怕对亲
生子女不利。

有些人认为干孩子会转移命相，克
干爹干娘，对己不利。

有的则是不愿在经济上破费，按照
民间习俗，认下干亲后，年来节到双方都
要互送礼物，并设宴招待。正如农村那
句俗话“干亲戚，换东西，没有东西不亲
戚”。对于那些“贼来不怕客来怕”的小
户人家来说，家底薄，不仅负担不起双方
频繁来往走动所产生的花销，更不想陷
入烦琐的应酬之中。

有些人从侧面打听到对方的具体情
况后，认为和自家门不当、户不对，不是
一路人，认下干亲交往起来免不了生闲
气；或者认为对方认干亲的“动机不纯”，
贪图人或财，想“背靠大树好乘凉”，这也
正应了那句老话“干亲进门不是图财，就
是图人”。诸如此类拒绝认干亲的情况
还有许多。

2.认干亲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

旧时，认干亲是一个家庭的大
事，仪式庄重、规矩繁多，且充满着浓
厚的生活气息和诙谐的喜剧意味。

在我们平顶山，认干亲奉行“赶
早不赶晚”，以过完满月或者一周岁
之内的孩子居多，当然长到七八岁甚
至十几岁认干亲的也有。至于举行
认干亲仪式的吉日，多选在农历正月
十六、二月初二、五月初六、八月十
六、腊月初八、腊月二十三或孩子生
日这天。尤其是腊月二十三“祭灶
日”这天，可谓是公认的“认干亲日”。

择定吉日后，接下来父母就要替
孩子精心准备届时孝敬干爹干娘的
礼品。家境殷实的人家除了带“八色
礼”（即红公鸡、猪肉礼条、蒸馍或者
火烧馍、糖馃子、鞭炮、蜡烛等），还要
给干爹干娘扯几尺布料、买两双鞋，
以示敬意。家庭条件一般的多带“四
色礼”（即红公鸡、猪肉礼条、蒸馍或
者火烧馍、糖馃子等），顺便捎上花
生、核桃等，聊表心意。不管礼厚也
好，礼轻也罢，红公鸡都是必不可少
的。传说红公鸡是老灶爷的坐骑，没
有红公鸡老灶爷怎么上天言好事
呢？腊月二十三这天，孩子到了干爹
家，要在大人的陪同下给老灶爷上香
祷告，意在告诉他老人家，孩子回家
过节了，免得把这一口人给漏掉。

常言说“来而不往非礼也”，干爹
干娘收下了礼物，自然也要有所表
示。干爹干娘送的东西也是五花八
门，条件好的家庭不仅送鞋袜衣帽之
类的生活用品，还送玩具、银手镯、玛
瑙项链等价格不菲的的物品。不过，
不管家境贫富，送给干孩子一双碗筷
和一把长命锁都是必不可少的。这
里面也有美好的寓意，碗筷是吃饭的
家什，象征着孩子一辈子吃穿无忧；
长命锁寓意将孩子“锁住”，象征健康
平安。

家庭条件有好有坏，碗筷的材质
自然也不尽相同。富裕人家专门找
打银器的匠人，打制银碗筷或铜碗
筷，家境一般的多到庙会或者集市上
买来木碗木筷。送给干孩子的碗忌
用瓷碗，毕竟孩子小不懂事，吃饭时
很容易失手打碎，而将瓷碗打碎被视
作不吉利之事。送长命锁也没有统
一的要求，家境好的人家送制作精

美、价格昂贵的金锁、金项链或银锁、
银项链，上面通常刻有“长命富贵”或

“长命百岁”字样；家境贫寒的人家送
的长命锁很简单，用红线绳串几个铜
钱即可。

认干亲仪式一般在临近中午时
开始，干爹干娘张罗着杀鸡、焚香、燃
放鞭炮、祭拜祖宗。民间认为，仪式
越热闹、知道的人越多，说明这户人
家人缘越好、越有面子。接下来，孩
子跪地磕三个头向干爹干娘行叩拜
之礼，并改口喊干爹、干娘。这可不
是胡乱喊的，改完口干娘自然要奉上

“改口费”，同时送上衣服、碗筷之类
的礼物，并亲手把长命锁给孩子戴
上。有的地方，一些年龄尚小的孩子
还会送给干娘一条又肥又大的开裆
裤，或者干娘自己缝制一条开裆裤。
遇到这种情况，就要先举行一个幽默
滑稽的小仪式——干娘把裤子放在
床上或铺了草席的地上，让孩子从裤
腰处爬进去，再从裤裆开口处钻出
来，一如婴儿降生，以示干娘亲生。
然后再举行改口、戴长命锁等仪式。

仪式当天，干爹干娘还要给干孩
子起个小名，约定俗成的规矩是从干
娘亲生孩子往后排行。譬如，干爹干
娘有四个亲生孩子，那么就给干孩子
起名“小五”。

还有些地方认干亲的仪式更有
趣，父母将孩子放到事先约定好的某
个地方，然后躲在一旁偷偷盯着。孩
子的准干爹和准干娘来到约定地点，
故作欣喜地抱起孩子，兴冲冲地带回
家去。孩子的父母亲眼看着孩子被
人家捡了去，也高高兴兴地打道回
府，到家后立刻带上准备好的礼物，
去索要“丢失”的孩子。干爹家早已
把亲朋好友召集齐了，而且安排有筵
席，专等孩子的父母前来认领。孩子
的父母来了之后，彼此寒暄几句、客
套一番。孩子毕竟曾经“丢”了，毕竟
被人家“捡”了去，不给一些补偿怎么
行呢？在亲朋好友的撺掇下，父母最
终答应把孩子认给人家当干孩子，于
是双方皆大欢喜，喊上亲朋好友，海
吃山喝，以表庆贺。

不过，普通人家的认干亲仪式远
没有这么复杂，只要孩子正式向干爹
干娘磕上三个头，改口称呼干爹干

娘，两家就正式结为干亲。
在民间，除了认人作干爹之外，

还有认物什、牲口或者神灵作干爹
的，且多是刚过满月、还在母亲怀中
嗷嗷待哺的婴儿，其称呼、仪式也更
加滑稽有趣。

认人作干爹，直接称呼干爹，而
认物什、牲口或者神灵作干爹的，要在
干爹的前面加上物什、牲口或者神灵
的名称，即榆树干爹、石碾干爹、磨盘
干爹、驴干爹等。此类干爹有一个共
同的特点就是结实健壮，或者遒劲繁
茂、生命力旺盛，或者古老悠久、坚固
刚硬，或者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寓意
着孩子身体强健，平安健康，早成栋
梁。

认树木作干爹的，多是父母听信
算命先生所说，孩子命中缺木，认为
老树是长寿的象征，古木参天，枝繁
叶茂，福荫极广，一旦认作干爹，就能
庇佑孩子无病无灾、长命百岁。父母
择黄道吉日在树下设案焚香，三拜九
叩，行完大礼祷告一番后，拿出事先
准备好的一截红绳儿系在树上，就算
和这棵树结上干亲了，然后再给孩子
起个带木字或者与木有关的名字。
此后，每年孩子生日或者大年初一、
中秋节等重大节日，父母都要来到树
下焚香祭拜。等孩子过十二岁生日
那天，父母要带上供品，焚香还愿。

认石器（如石磙、石磨、碾盘等）
作干爹的，多是算命先生说孩子八字
太硬，认为坚硬的石头可以保佑孩子
健康平安。其仪式和认树木作干爹
大同小异，需要给孩子起一个与石头
有关的名字。

认神灵（如火神爷、老灶爷等）作
干爹的，认为神灵神通广大，法力无
边，会保佑孩子逢凶化吉，遇难成
祥。不过，这个程序要比认物什、树
木作干爹复杂得多。譬如，认火神爷
为干爹的孩子，多是命中缺“火”，除
孩子满月后到火神爷庙举行仪式、起
个与火有关的名字外，孩子还要从小
穿红衣裳，且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
是清一色的红，一直穿到十二岁，俗
称“十二红”。等到孩子十二岁生日
那天，父母带着丰盛的供品到火神爷
庙上香还愿后，孩子方可脱掉红衣，
俗称“脱红”。

3.让人啼笑皆非的认干亲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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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浪河流域不仅有历史上举世闻
名的段店花瓷、元次山墓等宝贵的文
化遗产，还有一个美丽的自然景观，这
就是巍峨壮观的鹁鸽崖。

在鲁山县梁洼镇辖区，有一个
传统村落——鹁鸽吴，因村里吴姓人
居多和大浪河南岸的鹁鸽崖而得名。

鹁鸽吴村南有大浪河穿境而过，
河谷绵延数公里，两岸山崖此起彼
伏；其中，河南岸石崖陡峭，有名字、
有传说的景点颇多，是人们游玩的好
去处。村子正南的大浪河岸边，挺立
着著名的鹁鸽崖。鹁鸽崖高十余丈，
相距数米的崖壁开裂相向而立，形成
一道道崖缝。崖壁下端有天然岩洞
直达崖顶，入口处一米多宽，中间处
逐渐狭窄。沿岩洞寻幽探险，年轻后
生轻而易举，发福者就点儿困难了。
崖顶上的岩缝间生长着数十棵千年古
柏，虬根盘结，郁郁苍苍。传说早年有
鹁鸽群居于此，朝飞暮栖，繁衍生息，
甚是壮观，故称此崖鹁鸽崖。上世纪
70 年代，鹁鸽崖还有鸽群栖息，可惜
近年鸽声远去，唯有石崖依然守望着
村庄。

鹁鸽吴村是中共鲁山地下组织创
始人和早期领导者
吴镜堂的出生地。
村内的吴镜堂烈士
陵园，是鲁山县著
名 的 红 色 教 育 基
地。吴镜堂，字雪
寒 ，汉 族 ，1896 年
出生，1926 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1927
年 9 月，吴镜堂根
据 上 级 党 组 织 指
示，到潢川任应岐
部做军运工作，任
国民革命军第十二
军（由任应岐部改
编）第 三 师 党 代
表。1928年 12月，
他受党组织派遣到
鲁 山 传 播 革 命 思
想 ，发 展 党 员 。
1929 年 3 月，中共
鲁山小组建立，吴
镜 堂 任 组 长 。 4
月，土匪攻入鲁山，
县城失守，吴镜堂
挺身而出，组织成

立城防局，控制了鲁山 48 个区，并联
合地方进步势力，在民团大队建立了
秘密革命武装组织“铁血团”，为开展
武装斗争积蓄力量。9 月，中共鲁山
特别支部成立，吴镜堂任书记。10月
下旬，因新任县长宋明奎（国民党成
员）等人的破坏，致使中共鲁山特支武
装暴动计划没有成功，吴镜堂被国民
党军队樊钟秀部逮捕，1929年12月31
日被害，年仅33岁。

鹁鸽吴村历史悠久，村中保存大
量明、清、民国时期的建筑，还有多座
寺庙。房屋建筑多以石头为材料，是
远近闻名的石头民居村。进入村中，
可以看到石头小路蜿蜒在民居之间，
听到许许多多流传至今的美丽动人的
传说故事。

2014年，鹁鸽吴村被评为河南省
第二批传统村落，2016年又入选第四
批中国传统村落。为加强保护，鹁鸽
吴村还聘请北京一家建筑设计事务所
作了整体保护发展规划。目前，党中
央提出了振兴乡村战略，又为鹁鸽吴
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近年来，鹁鸽吴村依托临近鲁
山县产业集聚区的便利条件，积极
发展劳务输出，大大提高了贫困户
的收入水平。镇、村干部不仅重视
群众脱贫致富，还积极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大力开展美丽乡村建设
和文明创建活动。今年元旦前夕，鹁
鸽吴村表彰了一批文明家庭和文明个
人，16 名农户代表戴上了大红花，充
分展示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现代文明
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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