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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交杯酒与黄酒

黄国柱

（汉中市大众食品酿造公司，陕西 汉中 >5;666）

摘 要： 在我国古代婚礼上，就有饮用交杯酒的习俗，交杯酒的早期名称叫“合卺”。交杯酒大约起源于新时器时代晚

期，婚礼合卺始于夏商、西周时代。所用的酒杯由最初的葫芦瓢，演变到双杯相联的专用合卺杯，至宋朝时简化为两个

普通杯子。交杯酒主要是饮用黄酒。（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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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就有新郎新娘饮交杯酒的习俗，交杯酒的早期名称

叫“合卺”，是我国古代结婚仪式之一。《礼记·昏义》记载新婚之日，

新人要“共牢而食，合卺而酳”X8Y。“牢”是古代祭祀用的牲畜，共牢

而食是新人共吃祭祀后的同一肉食，象征婚后尊卑相同。卺是古代

婚礼用的酒杯（葫芦属剖成两瓢，以线连接两端），酳是食毕用酒漱

口。《礼记·乐记》有“执爵而酳”，可知合卺而酳是新人吃肉食后各

用一瓢交互传饮，然后将瓢合成一体，象征合二为一，永结同心。郑

氏《注》云：“太古无共牢之礼，三王之世，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

妇之始也”。还有“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另一说，还有周武

王。可见这种礼仪大约始于这三代，其后经过长期演变，产生了婚

礼合卺专用的合卺杯。

8 原始社会有关酒具的发现

《礼记》是礼仪著作的选集，记载了我国秦汉以前各个时期的

礼仪。但考古出土的原始社会遗存中，有不少合卺杯的类似物，如

8?>5年在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8件 “彩陶双联杯”

X5Y，为 双 杯 并 列 ，两 腹 之 间 有 椭 圆 形 口 连 通 ，侈 口 、矮 颈 、鼓 腹 、平

底，两杯外侧各有8竖耳；泥质红陶，器身施红陶衣，外绘黑彩；腹部

满饰平行线条，平行线条间一杯绘;条斜行短线，杯绘;条竖行短

线；造型新颖，色泽艳丽；口径=:< .(，高56 .(。该杯双腹双口，有

成双成对之意，推测先民已萌发了合卺之意。这类器物在甘肃兰州

沙井驿遗址（双联壶，马厂类型）、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双联壶，四

坝文化）、甘肃临洮冯家坪遗址（双联杯，齐家文化 ）X;Y等 地 均 有 出

土。以上不同时期遗存都有成双成对之意，可能新石器时代晚期，

即母系氏族社会解体，父系氏族社会产生，有了男聚女嫁之后就有

合卺习俗了。

从考古资料研究，我国大约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之前有

了谷物酒，这就是最早的黄酒。如果以上双联壶、杯是原始的合卺

杯，则杯中之物当为黄酒的原始类型。

5 东周时期合卺杯的奇葩

8?A>年，在湖北荆门市十里铺镇王埸村的包山岗发掘一座东

周墓，墓主人是楚国左尹（司法官）。出土8件“彩凤双联漆杯”X5Y，此

杯以竹木结合雕制而成，取飞凤负双杯状；相联的两杯呈圆筒状，

竹壁木底，近杯底用一竹管连通两杯；两杯前方间隙嵌一木雕凤

鸟，口衔宝珠，昂首挺胸而立；两杯后方间隙粘嵌一木雕凤尾，平伸

而出。整器像只凤鸟背着两个大杯，杯下两只孔雀开屏状小凤鸟，

与负杯凤鸟的双腿共同构成全器的四足。杯内刷红漆，杯外通体黑

地 ，红 、黄 彩 绘 两 龙 相 蟠 及 波 浪 纹 、卷 云 纹 等 ；杯 径> .(，通 高?:5
.(，通长8>:= .(，造型奇妙，巧夺天工。明代胡应麟在《甲乙剩言》

中提到合卺杯时称：“形制奇特，以两杯对峙，中通一道，使酒相过；

两杯之间承以威凤，凤立于蹲兽之上”。所描述的合卺杯形制结构，

与这件漆杯基本吻合，此杯应为合卺杯。

我国商代的酿酒技术已有相当高的水平，甲骨文记载了黍米

和大米黄酒。《楚辞》记载春秋战国已有多次投饭而成的酎酒，也有

被称为“瑶浆”、“琼浆”的美酒。此杯是达官贵人婚礼用品，饮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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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酎酒或瑶浆、琼浆等比较醇厚的黄酒。

; 汉代合卺杯的珍品

汉代的统治者美酒佳肴天天不断，开国皇帝刘邦本是大酒徒，

身为丞相的曹参日夜离不了酒，达官贵人中韩延年、卢植等能“饮

酒至石”，东汉大儒郑玄以豪饮著称，平民百姓也喜欢饮酒，故酒肆

极为普遍，买卖兴隆。西汉名士司马相如与妻卓文君，曾“买一酒舍

酤酒，而文君当垆，相如身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传

为千古佳话，可见当时黄酒已很普及，婚礼交杯之风自然颇盛。

8<=>年在河北满城县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出土8件

“青铜合卺杯”?5@，是刘胜与窦绾婚礼用品；通高88:5 .(，是两个高

足杯的联合体；杯呈圆形，浅腹，高足上部呈竹节状，下部为喇叭口

形；两杯之间有鸟兽各一，鸟在上，长颈，口衔可以活动的玉环，双

翅伸展，长尾上翘；腹与两杯连接，鸟足立于兽背上；兽为虎形，四

肢斜掌于两杯高足上作长啸状；此杯以错金嵌绿松石为主要装饰

方式；杯腹外壁、高足及鸟身上均嵌大小圆形和心形绿松石，造型

生动活泼，结构对称平衡，装饰华丽。

另外，明代陈继儒在《妮古录》中记载8件汉代“双联玉杯”，此

杯“下穴一酒眼过酒，有鸳鸯及熊蟠其上，即合 卺 杯 也 ，而 精 巧 非

常”。以上两杯形制奇特，工艺精湛，体现了汉代人们重视交杯酒的

思想观念。

7 魏晋南北朝酒业兴旺，交杯之风亦盛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酿酒技术长足发展的时期，酒业兴旺，山阴

甜酒（绍兴黄酒）已在全国闻名；婚礼交杯之风亦盛。

晋朝学者和诗人嵇含写过一首《伉俪》诗：“⋯⋯饥食同根粮，

渴饮一流泉。朝蒸同心羹，暮庖比目鲜。挹用合卺酳，受以连理盘”。

作者是已婚之人，生活和谐，友谊真挚，小饮仍用合卺杯，以长期保

持新婚之感情，悠然自得。

A 唐代合卺杯的精品———蚌形银杯

隋唐的统一和农业的特续发展，为酿酒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酿酒技术的提高和名酒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各阶层人们均喜欢

饮酒。

唐代有件形制奇特、花纹精美的银质“百鸟朝凤纹蚌形杯”?5@，

被美国华盛顿市弗利尔美术馆珍藏；杯高7:= .(，径长>:= .(；杯呈

海蚌形，合页在杯侧，可随意开合；打开后两杯平行，前口朝同一方

向，杯外表中央饰凤凰花鸟图纹；凤凰在中心，脚踏葵花形大花朵，

作回首振翅开屏状，似翩翩起舞；周围布满花枝漫草，花枝间有鸿

雁、仙鹤、喜鹊、百灵等，或栖枝而鸣，或展翅飞翔。画面生气勃勃，

喜气扬扬，表现了“百鸟朝凤”的祥和埸面，令人赏心悦目，爱不释

手。“凤凰于飞”被用来比喻夫妻恩爱，或祝福婚姻美满。此杯以凤

凰为装饰主题，而且双杯相联，双口可饮，应是一种精美的合卺杯。

唐代蚌形银杯流失于国外者多，如瑞士、日本、美国均有收藏，

国内反而罕见。

= 两宋文献记载的交杯酒

宋代是黄酒酿造技术最辉煌的发展时期，朝廷为了多征酒税，

充实国库，对酒采取了暗中鼓励的政策，到了孝宗淳熙年间竟公开

提出“设法劝饮，以敛民财”（顾炎武《日知录 》），惟 恐 人 们 饮 酒 不

多，于是酒成了生活必需品，婚礼交杯之风颇盛。有关合卺的记载

仅王彦辅在宋徽宗政和A年追序总成的《麈史》；孟元老 ?7@在高宗绍

兴8B年编次成集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 ?A@在 度 宗 成 淳86年 脱 稿

的《梦梁录》依次记载有：

“古者婚礼合卺，今也以双杯彩丝连足，夫妻传饮，谓之交杯”；

“然后用两盏（注：浅而小的杯子）以彩结连之，互饮一盏，谓之交杯

酒”；“（撒帐后）命⋯⋯执双杯，以红绿同心结绾盏底，行交卺礼”。

从以上记载可知，古代婚礼使用的合卺杯，宋时简化为两个普

通杯子，为表达合卺之意，杯足或盏底以红绿彩丝连结，夫妻交互

传饮，从而诞生了交杯酒。

B 明代尚有合卺杯流传

明代对酒的产销采取宽松政策，酿酒作坊遍及城乡，农家在丰

年也自酿自饮，对婚礼饮酒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自交杯酒诞生

后，合卺杯的使用人群逐渐萎缩，也未绝迹，如北京故宫博物院现

藏的明代玉“合卺杯”?=@，由两个圆形直筒并列构成。杯底有=个兽

首足，腰部上下各饰一圈绳纹作捆扎状；一面镂雕一凤作杯把，一

面凸雕双螭作盘绕爬状；两螭之间的绳纹结扎口上有“万寿”二字。

杯身一侧刻有“合卺杯”，其下有诗：“湿湿楚璞，既雕既琢。玉液琼

浆，钓其广乐”。另一侧刻：“九陌祥烟台，千香瑞日明。愿君万年

寿，长醉凤凰城”。杯高B:A .(，口径A:> .(，横宽8; .(，是明代某皇

帝大婚用品。明代无疑还有合卺杯。

> 清代交杯之风极盛

清代我国蒸馏酒（白酒）已经普及，酿酒业达到空前规模，酒的

品种空前繁多，但各个皇帝特别钟爱黄酒，宫廷御用、国家庆典、宴

会少不了老酒，在其影响下，黄酒一直为婚礼交杯的主要品种。

清时合卺杯已罕见了，惟雍正窑生产过一种“粉青双连瓶”?B@，

为双腹双口，腹部联通；口径8:B .(，高85:= .(，底径7 .(；观其形

制结构，有合卺杯的功能。

自从有了合卺习俗，黄酒便与婚礼和交杯结下了不解之缘，民

俗相沿，到了清代交杯之风达到了顶盛阶段；满族婚期确定后，男

家应向女家送酒，富户为双数 整 坛 花 雕 。 末 代 皇 帝 溥 仪 纳 采 时

（8<55年）抬了76坛花雕酒 ?>@，数量空前。当新人拜天地、入洞房后

则相对盘腿坐在坑上，交杯饮酒。其他兄弟民族也有类似习俗，如

锡伯族、独龙族、门巴族、纳西族等。汉族亦不逊色，尤其浙江绍兴

一带，女孩出生后必酿花雕酒数坛，将来作为礼物陪嫁；生男孩者

酿“状元红”酒多坛，以便婚礼待客（包括交杯）?<@。

现代婚礼也有饮交杯酒，表示互敬互爱，白头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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