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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2/2021_2022__E5_AE_A2_

E5_AE_B6_E4_BA_BA_E5_c34_512639.htm 旧时建房要请堪舆

“三定”，所谓选择“风水宝地”。一是定地形；二要看当

年兴工“利不利”，最忌“三煞方”；三是定动土与上梁的

日期，“要择黄道吉日”，又说“最要日脚干净”。初定以

后，还要专程复核。破土动工那天（或早几天）要安“杨公

符”，杀雄鸡祭符，安好后，每日要向“符”朝敬夜香，直

至竣工后还要供奉数年。上梁立柱时要请工匠头人“喝彩”

、“撒粮米”、“撒富贵耙”。新梁上要悬挂装有五谷种子

的红布袋。亲朋要道贺，名曰：“送茶”。朋友可随意赠送

钱或物。内亲则要馈赠鸡、鱼、肉、粉干或面条，还要出力

相助，名曰“赠工”。主人要设宴多次，即破土动工时的“

落石脚酒”，上梁立柱时的“上梁酒”，竣工时的“圆屋酒

”。此外，每月初一、十五还要“做神福”，既为敬神，又

为款待工匠。由于陈规陋俗繁多，故有“买田容易做屋难”

的说法。建国后，迷信色彩渐少，但赠工、道贺、设宴仍然

盛行。 民间迁居称“过火”。迁居时间须在择定吉日的黎明

前，由男户主挑出火担子。一头是锅，锅内装燃烧的火灰，

并撒上糠，使之烟雾缭绕；另一头箩筐装有香炉、点燃的小

蜡烛和祖宗牌位，香炉里还插着点燃的线香；主妇抱着饭甑

，拿着锅铲，甑内用红纸包着谷、豆、花生、芝麻、油菜籽

（或玉米或麦子），合称为“五谷”；子孙拿着火铲、捞勺

之类的炊事用具，每样用具须贴上红纸。出门时，户主走在

前，主妇继后，放鞭炮。户主边走边说：“请太公太婆到新



屋来去住。”左邻右舍也放鞭炮贺行。走出新居门口，由事

先安排的本家亲人放鞭炮接火。进屋后，点燃蜡烛、线香，

把祖宗牌位安放好。迁居时，女儿家不随行，等天亮后才能

进新屋，同时忌在“过火”途中碰到过路人，免得碰掉好运

气。百考试题编辑整理"#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