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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解：
纵然是小事，也不要任性，而不向父母禀告，如

果人性而为，容易出错，就有损为人子女的本份，

因此让父母担心，是不孝的行为。

事虽小事虽小，，勿擅为勿擅为；；
茍擅为茍擅为，，子道亏子道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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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周的习俗由来

【出处】战国楚·宋玉《风赋》
【注释】枳句来巢：句同“勾”，弯曲。空穴来风：门户空

隙之处风容易进来。积树弯曲多杈，容易招致飞鸟来打窝；
门户空隙之处风容易进来。后比喻流言蜚语乘隙而入。

古时候，父母在孩子
刚满一周岁那天，在吃中
午那顿“长寿面”之前，
要在他（她）面前放上一

些有代表性的东西，诸如
笔墨纸砚、珍宝玩具、服
饰胭脂、瓜果点心等，不
予任何诱导，任其挑选，

看孩子抓取何种物件，预
测 一 生 的 性 情 和 志 趣 。
这种仪式名叫“抓周”，
又称“晬盘”、“试儿”，它
是我国一项古老的风俗。

据史书所载，此风俗始
于魏晋南北朝。《颜氏家
训·风操》有述：“江南风
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
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

女则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
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
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
廉愚智，名之为试儿。”一
期，即一周岁。

当时，人们认为，如
果婴儿抓弓矢，长大后喜
武为将；抓纸笔，长大后
喜 文 为 儒 ；如 抓 珍 宝 服
玩，则长大后贪婪爱财或

玩物丧志；女婴如抓刀尺
针缕，长大后即为贤妻良
母……

唐宋时期，抓周已很
流行，民间十分重视，仪
式也很隆重。《梦粱录·
育子》篇中有关南宋时杭
州 风 俗 说 ：“ 至 来 岁 得
周，名曰‘周晬’，其家罗
列 锦 席 于 中 堂 ，烧 香 炳

烛，顿果儿饮食，及父祖
诰敕、金银七宝玩具、文
房书籍、道释经卷、秤尺
刀剪、升斗戥子、彩段花
朵 、官 楮 钱 陌 、女 工 针
线 、应 用 物 件 ，并 儿 戏
物 ，却 置 得 周 小 儿 于 中
座，观其先拈者何物，以
为 佳 谶 ，谓 之‘ 拈 周 试
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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