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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5月20日，“520”的谐音就是
“我爱你”，而2020年5月20日则是“爱
你爱你我爱你”更显甜蜜。在这个特别的
日子里，来自宁波各行各业的9对抗疫工
作者在梅山湾省级旅游度假区举行了集
体婚礼。

当天下午3点，9对新人手挽手来到
梅山湾万年卡美丽亚度假小镇的草坪婚
礼现场，他们在主持人的领读下宣誓相爱
一生。

特别的是，这些新人都有另一个身份
——抗疫工作者。其中一对分别是慈溪
市第二人民医院外科医生和宁波市自来
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按照原计划，他们将在今年农历二月
初二举行婚礼，但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这两个年轻人主动将婚期延迟
了两次，义无反顾地冲上了抗疫第一线，
为宁波的疫情防控做出了贡献。

据悉，这次公益活动由梅山休闲旅游
产业发展中心联合梵视、大喜等宁波知名
婚庆机构免费为抗疫工作者准备了礼服、
妆面、婚纱摄影、草坪求婚仪式、帆船出海
告白、海上丘比特之箭、烛光晚餐等一系
列浪漫的告白仪式所需，为抗疫英雄们创
造一段唯美幸福的圆梦之旅。

记者 谢舒奕 通讯员 李一

“祝你们幸福，一定要好好记得今天这个
日子，记得今天互相许下的承诺。”车国平是江
北区婚姻家庭促进会副会长，一个上午，他为
20多对新人举行了颁证“仪式”。每次给新人
颁证完毕，他总会这样叮嘱几句，这算是他为
520这个日子的额外“礼物”。

淘宝有直播，如今结婚领证也有“带货”。
不过，专家们送上的，可是如何经营好一段婚
姻的课程攻略。

记者走访的海曙、江北两区，办证大厅热
热闹闹，转两个弯，后面的办公区“动静”也不
小——手机、摄像机高高架起，一场针对新婚
夫妇的婚恋课程正在直播进行。

江北区的“幸福密码”婚姻家庭辅导课堂
在线上线下里直播得非常热闹，刚领证的年轻
新人们活跃地向专家老师提问：婚前婚后财产
的案例能不能讲一讲呢？家务事该怎么分
工？要不要和婆婆一起住？是不是啥锅都可
以甩给原生家庭……

海曙区请来了三对新人和一对结婚近50
年的老夫妻，为大家现场分享爱的秘密。这场
名为“新婚有约”的婚前辅导公益服务项目由
区总工会、区民政局和宁静港湾婚姻家庭服务
中心联合主办，特意选择在了520这天正式启
动，在迈向幸福起点的时刻，为新人们送上“神
助攻”。此后每周，都将有相关课程开讲，一共
十堂课，为新人们经营家庭保驾护航。

记者 滕华 通讯员 楼莹 郑轶文

“520”领证又爆棚，预约超1200对

现场开起直播“带货”

送出的是幸福婚姻秘笈

昨天是 5月 20 日，要问哪里最热
闹？各地的婚姻登记中心，必须在要占
一席之地。据不完全统计，全市通过网
络和电话预约结婚登记的超过 1200
对。而截至昨日下午5时，全市婚姻登
记处共办理结婚登记1669对。

一大早，记者前往海曙、江北两区婚姻登
记中心，现场感受了结婚爆棚的喜悦……

早上8：30，海曙区行政服务中心81890
大厅入口，一块红色的告知牌格外打眼：520
结婚登记预约新人，请在一楼取号。现场保安
说，这是专门为今天的结婚登记高潮而特意准
备的分流措施，“如果一蜂窝上去，怕是上面办
证大厅都装不下……”

根据疫情期间的管理规定，每位进入大厅
的办事人员都需要出示绿码，并测量体温，随
后才能乘坐电梯来到15楼海曙区婚姻登记中
心。

来到办证大厅，已有十几对新人在等候。
尽管全都戴着口罩，但互相对视的眼神，还是
透露出甜蜜的味道。

玫瑰鲜花、粉红气球、纷飞的彩带，成为天
最温馨的布景。每对领好证走出来的新人，都
会在摄影师的镜头前留下甜美的纪念照，并得
到一支包装精致的玫瑰花。空气中那种甜蜜
幸福，夹杂着淡淡的消毒水味儿，或许新人们
在多年后再想起，也依旧宛如昨日。

绿码、口罩、消毒水……
今年的520别有风味

现场开起直播“带货”
送出的是幸福婚姻秘笈

520520··探秘探秘

“520”奉化区档案馆来晒馆藏

130年前的婚嫁贴书
你见过吗？

520520··致敬致敬

520520··领证领证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我们
宁波，历史上各地婚俗虽小有差异，
但旧时凡婚事讲究“六礼”，即：问名、
纳采、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仅普
通的婚俗就包括了媒妁、订婚、贺礼、
搬嫁妆、相亲、迎娶、拜堂、喜宴、回
门、望担、满月盘等十多道程序。

5月20日，被赋予了“网络情人
节”的特殊寓意，所以奉化区档案馆
也想选这一天，来晒晒他们的特殊馆
藏——婚嫁贴书。

婚嫁贴书在我国有着非常悠久
的历史，《周礼》中就有管理婚姻事务
的“媒氏”负责颁发婚嫁贴书的记
载。旧时婚嫁贴书按照男左女右的
格式书写，男方分为：拜书、媒书、团
书、礼书、奠书、头书，而女方则称为

“投书”。婚嫁贴书是婚姻当事人持
有并作为证据的最直接、最原始的档
案材料。贴书不仅是男女双方达成
婚姻关系的凭证，也反映了不同历史
时段、不同地域民间婚俗的沿革。

旧时的婚姻中，婚嫁贴书一般都
由族中辈分最高者来负责起草，寄语
对方族中辈分的最高者，以显示对对
方的尊敬。新中国成立后，《婚姻法》
颁布，这种婚嫁贴书就逐渐停止了使
用，但在少数地方还沿袭这个习俗。

在奉化区档案馆里有五份不同
时代的婚嫁贴书，其中清光绪十七年
辛卯年（1891 年）12月间的婚嫁贴
书，距今已有近130年的历史了。

该婚书正文纸长80.5㎝，宽25.5
㎝，共分两层，上层红纸小楷书写正
文，另有黄色纸衬底，共113个字，无
标点。

婚嫁贴书正文按压成四折，封面
上书“全福”二字，下有两只鸳鸯戏
水，再有自右向左写有“和合如意”四
字，下面画有童男童女。外壳为红色
的，长24.2㎝×15.7㎝，正面书写“全
福”两个黑字，外壳上半部分影印着
篆体的“双囍”，下半部分为龙凤呈祥
的图样。从婚嫁贴书的书写格式来
看，这应该是一份女方给男方的婚
书。

奉化区档案馆的工作人员说，这
些婚嫁贴书见证了宁波当地婚姻习
俗的变迁和妇女地位的提高，也展现
了婚姻各方之间、婚姻各方与社会伦
理道德以及国家法律之间的真实关
系，这些都是我们在其他史料中难以
具体和系统描绘及领悟的。这五份
各异的婚嫁贴书对于研究奉化、宁波
以及浙东地区的风土人情和习俗都
具有重要的意义。

记者 戴晓燕 通讯员 许霖

用婚纱换下“战袍”

抗疫工作者

集体婚礼在梅山举行

抗疫工作者抗疫工作者
集体婚礼现场集体婚礼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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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的新人证的新人。。
记者记者 滕华滕华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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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化区档案馆里馆奉化区档案馆里馆
藏的五份婚嫁贴书藏的五份婚嫁贴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