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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文史小语

农历春节，家家户户请门神、贴
春联， 辞旧迎新。 春联起源于祈福
驱邪的桃符， 人们普遍认为五代后
蜀时期， 末代皇帝孟昶的“新年纳
余庆， 嘉节号长春” 为我国有记载
的第一副春联。

春联起源虽早， 但长期以来并
未成为固定的年节民俗。 直到明太
祖朱元璋时期， 这项习俗才真正深
入人心， 得到大规模普及和推广。
清人陈尚古《簪云楼杂说》载：“春
联之设，自明太祖始。 帝都金陵，除
夕忽传旨， 公卿士庶门上须加春联
一副。 太祖微行出观，以为笑乐。 ”
且说有一年春节， 朱元璋微服出
行， 发现一户人家门口没有贴春
联， 和街坊四邻的喜庆氛围很不协
调， 于是派人询问缘由。 原来这家
主人是一个劁猪的屠户， 还没有请
人书写。 朱元璋于是当即手书一联
赐之：“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
是非根。 ”这家人千恩万谢，朱元璋
随即回宫。 过了几天， 朱元璋再次

微服出巡， 发现这家人还是没有悬
挂春联， 于是问其何故。 屠户回禀
道：“知是御书， 高悬中堂， 以为献
岁之祥。 ”朱元璋闻之大喜。

朱元璋为表彰中山王徐达的战
功， 曾特意赐予御书春联两副。 其
一：“始余起兵于濠上， 先崇捧日之
心。 逮兹定鼎于江南， 遂作擎天之
柱。 ”上联称赞徐达跟随自己起兵，
忠心辅佐、拥戴称帝的卓越功勋，下
联赞徐达是明朝江山稳固、 长治久
安的重要依靠。 其二：“破虏平蛮，
功贯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
武世无双。 ” 上联称赞徐达南征北
战，东讨西伐，屡建奇功，下联赞徐
达文武双全的杰出才能。 两副对联
写得颇有气势， 可见朱元璋的文学
功底也相当深厚。《明史》 还记载：
“（陶 ）安事帝十余岁，视诸儒最旧，
御制门帖子赐之曰：‘国朝谋略无双
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时人荣之。 ”
经过朱元璋的大力提倡， 无论宫廷
还是民间， 贴春联都成了必不可少
的年俗活动。

清代宫廷不仅继承了这一年
俗，而且还有一套相应的规章制度。
据王昶的《蒲褐山房诗话新编》载：
“定例， 各宫殿门对联撰自翰林，次
由工部，每至封印后，工部堂官率属
敬谨悬挂， 新春开印后， 收而谨藏
之，岁以为常。 其旧者，随时更换。 ”
春联悬挂的时间也有详细的规定，
《钦定工部则例》 中说：“各宫殿等
处门神门对，每届年终，工部具奏于
本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敬谨安挂，次
年二月初三日收回贮库。 并门帘两
搭，每年摘挂之时，均应先期知照，
内务府派出司员会同工部司员带匠

摘挂，并由内务府转行敬事房，俱交
营造司、掌仪司太监等帮挂办理。 ”

乾隆帝比较喜欢曹仁虎、 于敏
中、董诰等人撰写的春联，尤其是张
照的书法。 乾隆五年（1740 年）十二
月二十九日，临近岁末除夕，乾隆皇
帝曾御书春联一副“春送来一门吉
庆，天赐与两字平安”，特赐给时任
南书房行走、内阁学士的张照。根据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记载，当时宫
廷里一些春联比较陈旧， 工部奏请
销毁，再更换一批新的。乾隆帝下令
将张照的字收集起来， 按大小行楷
分为七等，共收录四百多字。闲暇之
余，又将这些字集成五、七言诗十七
首，装作巨卷，命董邦达绘《岁朝图》
于卷端，如此诗画合璧，随时欣赏把
玩。 据统计，张照去世后，乾隆帝曾
三次以其所撰春联字和千字文字集
成春帖诗词，成为一段书坛佳话。

值得注意的是， 清宫的春联不
同于民间，大多用墨笔写在白绢上，
再制作好边框， 悬挂在宫殿朱红的
柱子上。 徐珂《清稗类钞》称：“大内
宫殿春联，例用白绢，由翰林谨书呈
进。 盖宫殿漆柱，俱大红色，故以白
色映之。 ”可见清宫选用白色春联，
主要是为了加强色彩对比， 相互映
衬。但是遇到一些特殊情况，也会考
虑使用红色对联。 比如光绪十九年
（1894 年 ）十月初五日，正值慈禧太
后六十大寿前夕， 礼亲王世铎负责
筹备庆典活动， 考虑到大多数人的
色彩文化心理，特奏请“对联是否一
律用硃红纸书写，镶用黄色绢边，伏
候钦定”。毕竟红色更代表了喜庆欢
悦的氛围， 清宫也不得不作出相应
调整。

唐代诗人白居易，
诗写得好， 诗歌数量也
是唐人之冠。 白诗涉猎
范围极其广泛， 像过年
诗， 在古今诗人里也堪
称第一。

白氏的过年诗数量很多。笔者粗略统计了一
下，以除夜、元日为题的居然就有 17 首之多。 这
些诗中，直接以“除夜”为题的就有 3 首，像写于
49 岁的“岁暮纷多思”，写于 60 岁的“病眼少眠
非守岁”。 出现“除夜”的诗题还有《除夜寄微之》
《除夜寄弟妹》《除夜言怀，兼赠张常侍》《三年除
夜》《除夜宿洺州》《岁除夜对酒》 等几首， 出现
“元日”、“守岁”、“新岁”的诗题则有《七年元日
对酒》《客中守岁在柳家庄》《庾楼新岁》等几首。
看来，我们的白大诗人除夕和春节都没闲着，非
常刻苦地写诗抒怀呢。

白居易的过年诗体裁多样。唐代诗歌以近体
诗为主，白居易的这些诗里就颇多七绝、五绝、
五律、七律。 如《除夜宿洺州》就是一首五绝：“家
寄关西住，身为河北游。 萧条岁除夜，旅泊在洺
州。 ”《除夜言怀，兼赠张常侍》则是一首七律：

“三百六旬今夜尽，六十四年明日催。 不用叹身
随日老，亦须知寿逐年来。 加添雪兴凭毡帐，消
杀春愁付酒杯。 唯恨诗成君去后，红笺纸卷为谁
开。 ”而《三年除夜》《和除夜作》是五言排律。 白
居易是诗歌多面手，不像有的诗人只擅长一种体
裁，从这些过年诗中我们可窥一斑。

白居易交游甚广。 白居易是中唐诗坛领袖，
曾领导新乐府运动，许多诗人都是其好友，最著
名的当然是元稹和刘禹锡了。 在白氏过年诗中，
有一首《除夜寄微之》就是写给元稹的，诗曰：

“鬓毛不觉白毵毵，一事无成百不堪。 共惜盛时
辞阙下，同嗟除夜在江南。 家山泉石寻常忆，世
路风波子细谙。 老校于君合先退，明年半百又加
三。 ”字里行间我们确能品味出元白二人的一生
情谊。《和除夜作》是白居易《和微之诗二十三
首》中的一首，诗前有序说元稹寄给他四十三首
诗，请他唱和，于是老白就一气和了二十三首。

白居易是一位古代“驴友”达人。 俗话说：“人
是地行仙。 ”白居易做过京官，也当过多地地方
官，而且早年为避战乱举家搬迁。 这些过年诗里
我们也能读到许多地名，像洺州、关西、河北（《除
夜宿洺州 》），柳家庄（《客中守岁在柳家庄 》），庾
楼（《庾楼新岁》）、江南（《除夜寄微之》）等。

2019 年是农历己亥年， 亥对
应的是猪。猪是十二生肖的最后一
个， 作为生肖圆满大结局的猪，是
离我们生活最近的动物。

猪，长得肥头，大耳，短颈，看
上去圆滚滚、胖墩墩，富态十足，很
有喜感。

神话小说《西游记》中的“二师
兄”猪八戒，长相和脾性是又人又
猪，人猪参半，特别有戏份。他万事
当先，以吃为大，又懒又馋，蠢笨自
私；但他也憨厚温和，对大师兄言
听计从，知错就改，所以最终跟着
团队一起修成了正果。

这只人性化的猪， 在民间，妇
孺皆知，人人乐道，谈起他，感情里

有喜有鄙有赞有叹，滋味多多。
其实，在最初的上古时代，猪的

文化含义没有这么复杂。 猪，是一个
家庭的财富、家境和家势的象征。

比如，汉字“家”，就是个会意
字。“宀”下有“豕”，为“家”，“家”
的含意就是在房屋内养了猪，住所
养得起猪才称得上是家。猪在一个
家庭的地位，如此显赫。当时，与猪
有关的活动，也称得上社会活动中
的大事。 很多汉字的造字法，就有
猪的影子。“事”字的甲骨文，就是
双手举长柄网捕捉猪或野猪；而人
的品质， 也以猪事来衡量，“敢”
字，就是徒手捉猪以示勇敢之意。

在先民的心目中，猪是威力无
穷的神祇，与北斗七星有着神秘的
联系。二十八星宿中属于西宫白虎
的奎星就与猪有关。《史记·天官
书》云：“奎曰封豕，为沟渎”。 历代
笔记小说中，也有大量关于猪为水
神、雨神的记载。猪的汗腺不发达，
在炎热天气，常到水中浴身以解酷
暑， 尤其在雨前闷热时更是如此。
古人据此特性， 认为猪是水畜，是

可以沟通人神之间联系的神物 。
《西游记》中的天蓬元帅，实际也是
重要神祇天蓬，多用来祈雨。

《锦绣万花谷》“雨”条，引《述
异志》 云：“夜半天汉中黑气相逐，
俗谓之黑猪渡河，雨候也。 ”黑云在
银河系中连缀而行， 说成黑猪渡
河，认为是下雨的先兆。 黑猪渡河
要下雨，往往很灵验，因为其中加
入了先民的气象经验。

从唐代开始，猪与学子、文士
有了关联。 据说，殿试及第的进士
们相约， 如果他们中间有人任了
将相，就要请同科的书法家用“朱
书”，即红笔题名于雁塔。 因“猪”
与“朱”同音 ，“蹄 ”与“题 ”音谐 ，
所以， 猪成了青年学子金榜题名
的吉祥物。 每当有人赶考，亲友们
都赠送红烧猪蹄，预祝赶考者“朱
笔题名”。

现在呢，猪和猪肉，多是姻亲
之间互通礼节的信物。

在陕西，结婚前日，男方要向
女方送上四斤猪肉和一对猪蹄，俗
称“礼吊”，女方将“礼吊”留下，将
猪前蹄退回。 婚后第二天，夫妻要
带双份挂面和猪后蹄回娘家。 娘家
留下挂面，将猪后蹄退回，称“蹄蹄
来，蹄蹄去”，寓意今后往来密切，
亲上加亲。

在中原一带， 男子娶亲时，须
备几十斤甚至百斤猪肉送给女方，
称为“礼肉”或“离娘肉”。一般选新
鲜的生猪肋条肉和猪后腿肉，以示
诚心和尊重。

云南西双版纳的布朗族，男女双
方在婚礼当天除了要杀猪请客外，还
要将猪肉切成小块，用竹竿串起后分
送各家，以示“骨肉之亲”之意。

猪，憨厚，温和，猪肉又是人类
常食的肉类， 诸肉不如猪肉香，所
以“肥猪拱门”，总是吉祥征兆。 肥
猪也成了传送福气的使者，猪一进
门，什么福气都招来了。

猪入门，百福臻。

现代人从北宋文学家、改革家王安石“爆竹
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
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诗中，知道了古人过年
不仅放鞭炮、贴春联，还要喝“屠苏酒”。 人们对

“鞭炮”由“烧竹子驱年兽”而来、“春联”是“桃
符”的演变没有异议，但对“屠苏”的含义及“屠
苏酒”起源一直众说纷纭。

南朝梁文学家、史学家沈约《俗说》谓：“昔人
有居草庵，每岁除夜，遗闾里，药一帖令囊浸井
中。至元日取水置酒尊，合家饮之，不病瘟疫。 ”唐
末民俗学家、韩鄂所著反映唐代岁时节日生活的
重要文献民俗志《岁华纪丽》引用并“深加工”了
沈约的说法：“屠苏酒起于晋，屠苏乃草庵之名”。
由此，晋代开发出过年饮用的“屠苏酒”及在草房
里酿造之酒称“屠苏酒”的说法占了上风。

南朝梁另一位著名学者宗懔的《荆楚岁时
记》虽没交代“屠苏”的来龙去脉，却进一步说明
当时过年喝的“屠苏酒”配方很简单，就是花椒
焙成的药末勾兑井水而成，又称“椒酒”：“正月
一日是三元之日也……长幼悉正衣冠， 以次拜
贺。 进椒柏酒，饮桃汤……”依南朝梁两位史学
家所言，中国古代民间过年所饮“屠苏酒”，最初
是井水。 晋代医学家葛洪、唐代“药王”孙思邈及
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等均认为， 用中药材与井水

“勾兑”成“屠苏酒”的第一人，是东汉末的“神
医”华佗，其配方是将大黄、白术、桂枝、防风、花
椒、乌头、附子等投入井水浸制而成。 从文献记
载看，古人喝的“屠苏酒”，虽配方不同、风味各
异，其作用皆“不病瘟疫”。

南宋“取精用宏、考史缜密”的史学家洪迈在
《容斋续笔》卷二中将“屠苏酒”历史由晋代提前至
后汉：现代人大年初一都要饮屠苏酒，由年纪最小
的先喝，相传已很久了，自然是有源头的。 后汉李
膺、杜密（东汉两名士）以结党罪被关进监狱，正好
逢过年，他们便在狱中饮屠苏酒。 李、杜第一次蒙
冤入狱是公元 166 年，当时 21 岁的华佗已小有名
气，开发出“屠苏酒”非常有可能。 故而，葛洪、孙思
邈乃至洪迈称屠苏酒起源后汉比较靠谱。

“屠苏”指什么？ 从字面理解:“屠”者，指屠
绝鬼气，“苏”者，则是苏醒人魂。 故而，明代科学
家、文字学家方以智否认了“屠苏是屋”的说法，
他在《通雅·植物》里说：“屠苏，阔叶草也。 ”有人
注解，屠苏乃是“菝葜”（一种多年生藤本落叶攀
附植物，又称金刚藤、金刚刺）的别名。 明代三大
才子之首杨慎的注释很独到：“屠苏本草名，画
于屋上，因草名以名屋。 ”意思说，因为屠苏草画
上屋梁，所以古代典籍、诗文中的“屠苏”也指代
房屋。 杨慎虽然“谁也不得罪”，但对“屠苏”的解
释似乎合情合理。

同时，古人过年喝屠苏酒还有一套特定的规
矩。 宗懔引三国时期魏国议郎董勋的话说，过年
喝屠苏酒与平常喝酒的礼节恰恰相反： 一家人
年纪最小的先喝，依次挨下来，年纪越大的越后
喝。 原因是小孩过年增加了一岁，所以大家要祝
贺他；而老年人过年则是生命又少了一岁，拖一
点时间后喝，含有祝他们长寿的意思。 从唐代诗
人顾况的“还将寂寞羞明镜，手把屠苏让少年”、
宋代的大文豪苏轼“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
饮屠苏”及《红楼梦》里“喝屠苏酒”的情节可以
看出，春节饮用屠苏酒“先少后长”的风俗一直
延续至明清。 由此可见，屠苏酒除了体现中国人
的过年风俗习惯外， 还彰显了古代人对时光与
生活的感喟，沉淀着厚实的文化因子，更传承着
一种历史文化。

□许冰彬

明清皇帝与春联

故宫博物院今藏有清升平
署抄本《贾岛祭诗》，这个昆剧
是清宫廷的除夕承应剧目之
一， 说的是唐朝诗人贾岛每年
除夕夜， 都会拿出过去一年苦
吟积攒的佳句完篇，焚香祭酒，
口念祝词“这就是我去年的心
血结晶啊”，情到深处，诗人难
免“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在一夜双年的除夕夜，理想
抱负的尚未成功让诗人既有向
来年美好的期待， 也有对昨日
韶光的追忆。

———除了“贾岛祭诗”，除夕
夜，古人还在干什么呢？

年俗的普遍化借汉代初期
休养生息的土壤成为现实。 在
迷信怕鬼的汉代，“除夕” 的去
旧迎新方式饶有趣味。 据《神异
经》记载，汉代的人会在除夕夜
用火烧烤竹节———也就是鞭炮
的前身：爆竹，以吓跑“辟山臊
恶鬼”。 发展到晋朝，“除夕守
岁、 阖家团圆” 的理念深入人
心。《晋书》记：有一个县令叫曹
摅，为人宽厚仁爱。 每到岁末除
夕，他就会问询囚犯，就算是被
判死罪的， 都会怜悯问道：“新
年一向为人情所重视， 你们难
道不想在这个时候回家看看
吗？ ”众囚犯跪下哭道：“如果能
暂得归家，死无遗憾。 ”曹摅便
通知狱卒开狱释放犯人， 并明
令限期返狱。 限期到了，囚犯都
按时回狱，全县传颂曹摅为“圣
明县令”。 无独有偶，东晋的《华
阳国志》 也记载一个叫王长文
的县令在除夕之前释放囚犯回

家团聚，年后，囚犯感恩，悉数
回狱。

今人都喜在新年之际喜结
连理， 唐朝也有人在除夕喜得
佳婿。 据《明皇杂录》记载，有个
刺史名叫韦诜，名门望族，千金
待字闺中，只因纨绔子弟易求，
清流佳婿难得。 除夕，韦诜的妻
子登城眺望， 看见几个人在园
子里埋异物，又看不清，于是告
知丈夫。 韦诜便派人去查访，原
来是一个名叫裴宽的参军。 裴
宽前来禀告说：“我虽官职不
高，但读书自知仁义，有人想在
过年时候用鹿肉来贿赂我，丢
在我家， 我只好和仆人一起埋
了它。 ”———于是，八品官的裴
宽凭着自己的清流气质赢得了
刺史的喜爱，成为一代佳婿，与
妻子恩爱偕老。

北宋“官宣”规定年假有七
天，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
很流行一种叫“关扑” （以商品
为诱饵赌掷财物 ）的赌博，开封
府会下令让民众纵情“关扑”三
天！ 在围炉守岁的除夕夜，北宋
老百姓都会有明日喜中“五百
万”的美梦吧！

清代的诗人也为除夕增添
了文化趣味。《随园诗话》记载：
伊文端和门生、大诗人袁枚经常
吟诗唱和， 但前者能“七步成
诗”，后者只有“八步成诗”。 一
年除夕，三更鼓已打，袁枚突然
派人把新作的一首诗送去给伊
文端唱和， 后两句写道：“今日
教公输一着 ， 新诗和到是明
年。 ”伊文端读罢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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