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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十二生肖要以不怎
么起眼的老鼠为首呢?� 儿时，听
老人说， 决定十二生肖排名，它
们最初也是闹得不可开交，最后
商定以跑得快慢决定顺序。 龙、
马等， 各自以为自己稳拿第一，
也就跑得不慌不忙。 牛老实，埋
头一个劲儿向前，竟然跑在最前
边。 老鼠灵机一动，“嗖”地一下
跳到牛头上蹲着， 眼看到达终
点，冲线的一刹那，老鼠猛然窜
向前，获得第一。 这当然只是人
们编的通俗故事。 清代刘献《广
阳杂记》引李长卿《松霞馆赞言》
中记载：“子何以属鼠也? 曰：天
开于子，不耗则其气不开。鼠，耗

虫也。 于是夜尚未央，正鼠得令
之候，故予属鼠。”由此可见，“耗
子”实乃耗子时之气之意，是干
支与鼠的复合意象，所以后人多
以“耗子”称鼠。考古学家的研究
表明 ， 人类是距离现在大约
1200 万年才出现的， 而老鼠却
比我们早 2300 万年就在地球上
安家落户了。

老鼠家族本身无论是种类
还是数量，也是相当富足的。 它
们的种数占到了全世界哺乳动
物种数的 40%以上， 无论是沃
土还是荒漠， 到处都有老鼠的
踪迹。 全世界大约有 1698 种老
鼠， 我国目前发现的就有 180

多种。 虽然都叫老鼠，不过这个
庞大家族的成员也是形态各
异。 最小的老鼠是巢鼠，它的体
重只有几克；而水豚鼠，体重则
达到 50 千克以上，算得上是最
大的老鼠了。 鼯鼠和飞鼠是老
鼠中的飞行者， 他们能够在树
丛间飞跃； 而名叫跳兔的老鼠
则是跳远能手， 它是目前仅存
的一种具有极强跳跃能力的老
鼠， 不过其名字听上去可跟老
鼠一点关系没有。 事实上，像旱
獭、河狸 、豪猪 、龙猫等等这些
没有老鼠名字的动物， 都是老
鼠家族的成员。

尽管专家们从各自的角度，
诠释了用鼠来纪年的合理性和
必然性，但查成语，读古书，无论
是“诗经”中的“硕鼠”还是日常
生活中的老鼠，都是遭贬低的角
色。《诗经》作为我国的第一部诗
歌， 就这么乞求老鼠：“硕鼠硕
鼠，无食我黍！”“硕鼠硕鼠，无食
我麦！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 ”
尽管后人的注释是在这里将硕
鼠比贪官，鼠在这里只是替人挨
咒，可鼠代表的毕竟不是一种正
面形象。《晏子春秋》 说得更透
彻， 齐景公问晏子治国何患，晏
子答曰:“社鼠”。翻遍辞典，难得
有只言片语是关于鼠的中性说
法。 比如，谁逃起来的样子都很
狼狈， 可人们却爱说“抱头鼠
窜”；谁敢常年在半夜上班？但人
们却形容是“胆小如鼠”；人不能
登高望远， 于是就说“鼠目寸
光”；明明是自己下不了手，却硬
扯什么“投鼠忌器”；比鼠难看的
多了去了， 却骂人为“贼头鼠
脑”。

其实， 人类是应该感谢鼠
的，要不是那些小白鼠、大白鼠，

因其基因与人类最接近被用来
试验每一种新药，我们恐怕还要
等待许多日子才能临床应用。 还
有那些松鼠、 仓鼠等宠物鼠，以
其聪明伶俐的形象博得动物爱
好者们的喜爱。难怪天真的孩子
们总是把米老鼠、卡通鼠、精灵
鼠作为他们心中的爱物。正因为
鼠的伶俐聪明，科学家们才将电
脑上那个重要的零件取名为“鼠
标”。 在民俗学中老鼠是吉物，
象征生命的繁衍， 常结合葡萄、
瓜类等多子植物，象征多子多孙
的祈愿，与现实社会中人类对于
老鼠的深恶痛绝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

不少文学作品另辟蹊径，赋
予鼠以勇敢、聪慧等形象。 例如
苏轼《黠鼠赋》里就记录了这样
一则故事：苏轼有一天在夜里坐
着，有只老鼠在咬东西。 他一拍
床板，声音就停止了，过了一会
又响了起来。苏子命令童子拿蜡
烛照床下， 发现有一个空的袋
子,以为老鼠就被关在里面。 童
子打开袋子一看，发现袋子中有
一只死老鼠，童子惊讶地说：“老
鼠刚才是在叫的，怎么会突然死
了呢？那刚才是什么声音？”童子
把袋子翻过来倒出老鼠，老鼠一
落地就逃走了， 童子措手不及，
只能眼睁睁看它逃走。苏轼感叹
道：这就是老鼠的智慧啊！ 老鼠
被关在袋子里， 袋子很坚固，老
鼠不能够咬破的。所以老鼠用假
装咬袋子的声音招致人来；等人
发现时就装死，以求得逃脱。 人
能主宰万物， 却被一只老鼠利
用，陷入这只老鼠的计谋中。 蒲
松龄《聊斋志异》里有一篇短小
说《义鼠》，更是赋予了老鼠人的
勇气和义气。 在蒲松龄的笔下，

“人人喊打” 的老鼠充满了人情
味，不但有勇气、智慧，还有虽死
无悔的情义。

老鼠能够预感某些灾害性
天气和天灾，如洪水、地震等，有
俗谚为证：“震前动物有预兆；老
鼠搬家往外逃； 鸡飞上树猪拱
圈；鸭不下水狗狂叫；冬眠麻蛇
早出洞；鱼儿惊慌水面跳。”在唐
山大地震前夕，人们惊异地发现
鼠群向郊外逃窜，或者三五成群
地蜷缩在路边或相对空旷安全
的地方。 更有报道说，唐山有一
户人家， 偶然饲养了一只老鼠，
与人关系亲密。 在搬迁新家时，
与主人恋恋不舍，于是主人就把
它一起带到了新家，在阳台上给
它安了家，每天投食喂水，老鼠
也在家自由玩耍。 一天夜间，老
鼠异常烦躁不安，窜到家人的床
上，吱吱嘶叫，撕咬衣物，家人起
床驱赶时， 又咬着拖鞋向外拉，
家人不胜其烦， 开门撵它下楼，
它还是不依不饶地咬着主人朝
楼下拽、向空旷的地方拖，气得
主人追上去把它打死。 就在这
时，天崩地塌，一场灭顶之灾到
来。 这只老鼠用生命换来了主人
一家平安，也报答了他们多年的
养育之恩。

齐白石出生于 1864 年，属
鼠，一生画了无数鼠图，大概是
中国画家里最爱画老鼠的一位。
他笔下的老鼠有的活泼机灵，有
的狡猾取巧， 有的贪婪可笑，其
中老鼠偷灯油是最常用的题材。
他还经常附上调侃讽刺的打油
诗， 令老鼠的形象更加生动鲜
活，令人捧腹不已，因此得了个
“鼠画家”的戏称。

老鼠与人类的关系，真真是
剪不断，理还乱。

□张 勇子鼠

按照中国传统的礼法，男
女成亲需要“三媒六聘”，少不
了有媒人在中间牵线说合。 但
晋代却有位奇葩，居然打着给
别人说媒的幌子，做起了自己
的月老，顺利娶到一个漂亮媳
妇。 此君就是两晋名将温峤。

温峤死了夫人后， 一直没
有续弦再娶。 他的堂姑刘氏有
个女儿，聪颖貌美，刘氏托温
峤给女儿物色个对象。 温峤相
中了才貌双全的堂妹， 又怕堂
姑嫌弃自己丧偶， 就装作为难
地说：“难啊，乱世多刁民，好男
人都快绝种了哦。 ”堂姑再三拜
托。 温峤才勉为其难地说：“不
知道姑妈想要啥条件的女婿，
像我这样的可行？ ”堂姑说：“这
年头兵荒马乱的， 能活下去就
是老天保佑了，能混口饭吃，有
间屋住就好。 哪敢奢望能找到
像你这样的人呢！ ”

听堂姑这么说， 温峤按捺
住心头狂喜，强作平静地答应
了。 几天后，温峤一本正经地
向堂姑报喜：“我已帮堂妹寻
着一户好人家。 那男的家境、
人品、地位都不比我温峤差！ ”
还拿出一个玉镜台说是对方
给的聘礼 。 眼看女儿终身有
托，堂姑非常高兴。 堂妹看到
聘礼后，默默沉思，却也没有
表示反对。 这门亲事就成了。

很快到了结婚的日子，就
在拜堂时，新娘子突然拨开遮
脸的纱扇 ， 拍着手哈哈大笑
说：“一看那玉镜台，我就猜到
是你这个老东西，果然没错。 ”
没有任何悬念 ， 如新娘子所

料， 新郎就是温峤温大官人。
而那玉镜台，是温峤担任大将
军刘琨的秘书时，北伐匈奴人
刘聪得到的战利品。 这则关于
极品萝莉和猥琐大叔的故事
记录在《世说新语·假谲》中，
后来被元代关汉卿、明代朱鼎
等作为素材写成杂剧。

尽管温峤做自己的月老有
骗婚之嫌， 但从他堂妹亲昵的
反应来看，对他并无恶感，甚至
也可能早已芳心暗许。 要不然，
任凭温峤舌绽莲花、 说得天花
乱坠，也甭想抱得美人归。

当时社会风气以蔑视礼
教、不拘礼法为时尚，温峤深
得此中三昧，说起话来粗鄙庸
俗，习惯性地“出口成脏”，而
名士庾亮为人庄重严肃，奇怪
的是，两人却是一对好友。 一
次，尚书令卞壸和温峤因为意
见分歧吵起了架。 卞壸平常以
礼法之士自居，出言始终温文
尔雅，再看温峤，一张嘴就直
奔下三路而去。 听得卞壸眉头
大皱，拉着庾亮给评理。 庾亮
看看这个再瞅瞅那位，慢吞吞
地说：“温峤说话还是不俗的
啦！ ”摆明了是要拉偏架。 卞壸
气得七窍生烟，拂袖而去。

卞壸找庾亮做裁判， 实在
是小瞧了温峤和庾亮的友情。
温峤发迹前，染上了赌博的恶
习，经常和扬州、淮中一带的
商人在船上赌博，怎奈技不如
人，常赌常输，常输常赌。 有
次，温峤输得太惨了，欠人钱
被扣押不准离开。 温峤那个急
呀， 扒着船舷大声嚷嚷：“亮

亮，快拿钱来赎我呀！ ”庾亮听
到，忙不迭地过去，一手交钱，
一手放人，温峤这才重获人身
自由。 像这种事，后来又发生
了好几回。 温峤不见外，庾亮
也不烦他，每次温峤趴船头上
一咋呼，他就巴巴地跟送财童
子似的赶去赎人了。 两人的关
系就是这么铁。

说起温峤的死， 倒颇有几
分奇幻色彩。 据南朝宋刘敬叔
所著《异苑》记载：平定苏峻之
乱后， 温峤回师镇守武昌，路
过牛渚矶，听人说水下有很多
妖魔鬼怪。 温峤跟好奇宝宝似
的，点燃犀角往水里照 ，看到
水怪奇形怪状，有骑马的也有
穿红衣服的。 当天夜里，温峤
梦见水怪来找他了：“我们跟
你阴阳相隔，你烧犀角乱照是
几个意思？ ”温峤唬出一身冷
汗，就此中风，没几天就死了，
真是“好奇害死猫”。 不过，也
有人说温峤的中风是拔牙感染
所致。

重男轻女在古代是普遍现
象。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也难以免
俗，可他虽然骨子里重男，却也不
轻女。

婚后的白居易虽然希望妻子
能给他生个儿子， 可直到他 38 岁
时， 妻子才给他生了一个女儿，妻
子因生女孩而心有歉意，他略一沉
吟， 随即开导她说：“自古以来，英
雄也不全是男儿，传说中的木兰不
就是女儿吗？ 我虽不识刀剑，却通
诗文，女儿无须替父从军，却能助
父为文。 ”于是夫妻俩愉快地给女
儿起了名字“金銮”，希望女儿长大
后能成为皇帝赏识的翰林学士。白
居易把女儿视为掌上明珠，怜爱无
比， 不料金銮在 3 岁时生病夭折。
白居易悲痛欲绝，抚尸痛哭：“朝哭
心所爱，暮哭心所亲。亲爱零落尽，
安用身独存……悲来四肢缓，泣尽
双目昏。 所以年四十， 心如七十
人。 ”

他想挑选上等棺木厚葬爱女，
可他为官数年，清正廉洁，并无积
蓄；再加上为母亲守孝，俸禄已经
停发，家中几乎无米下炊。不得已，
他只好让妻子杨氏当了手上的玉
镯，将爱女裹尸薄葬。

过了 4 年，妻子杨氏生了第二
个孩子，结果又是个女孩子。 这个
女孩的长相几乎和金銮一模一样，
白居易仍然非常喜爱，亲昵地为女
儿取名“罗儿”。当他看到阿罗健康
地成长，更是喜上眉梢。 平时稍有
空闲，就把女儿抱在怀中亲吻。 他
在《罗子》一诗中写道：“有女名罗
子，生来才两春，我今年已长，日夜
二毛新。顾念娇啼面，思量老病身，
直应头似雪，始得见成人。 ”

无论仕途上如何失意，心情怎
样沉郁，每天望着罗儿天真可爱的
神态，白居易已心花怒放。 他早起
为女儿梳妆打扮， 晚上又教字识
文，空闲之余，更携妻带女出外游

玩。天真幼稚的罗儿喜欢打破砂锅
问到底， 白居易总是有问必答，琴
棋书画，都悉心指点。

为了表达自己对女儿的深沉
挚爱， 他欣然写道：“朝戏抱我足，
夜眠枕我衣。 ”“学母画眉样，效吾
咏诗声。”他希望女儿迅速成长，决
心像东汉文学家蔡邕呕心沥血培
养女儿文姬成材那样，把阿罗也造
就成自己事业的继承人。

当时，白居易的好友元稹将自
己的诗稿，编订成集，因身边无子，
唯恐失传，以诗相寄，倾诉“天谴两
家无嗣子，欲将文字付谁人”的苦
恼。 白居易阅后，对元稹的嗟叹写
诗相慰：“各有文姬才稚齿，俱无通
子继余尘。 琴书何必求王粲，与女
犹胜与外人。”由此可知，白居易对
女儿寄予厚望。

在当时“男尊女卑 ”的社会 ，
白居易顶住社会舆论“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的压力，拒绝了朋友规

劝他纳妾传后的游说， 将自己的
全部精力集中到对女儿的教育培
养上。

阿罗 20 岁时嫁到一户姓谈的
人家， 婚后两年， 生了一个女孩。
白居易唯恐女儿和女婿因为生女
孩情绪懊丧， 便兴高采烈地为外
孙女起了个名字叫“引珠”， 并且
在引珠满月时， 亲赴谈家写了一
首 《小岁日喜谈氏外孙女孩满日》
诗贺喜： “今日夫妻喜， 他人岂
得知？ 自嗟生女晚， 敢讶见孙迟？
物以稀为贵， 情因老更慈。 新年
逢吉日， 满月乞名时。 桂燎熏花
果 ， 兰汤洗玉肌 。 怀中有可抱 ，
何必是男儿？” 把自己一生挚爱女
儿的甘苦， 浓缩成富于哲理的诗
句， 以示后人。

阿罗夫妇没有辜负父亲的教
诲，夫妻之间，恩爱无比，你耕我
织，节勤节俭，他们也像父亲一样
关心和爱护女儿。

雪入口， 即是以雪为
食。

纷纷白雪， 如鹅毛般，
从天而降。 打在头上，是微
微的，软软的疼。 入了喉，却
又是冰冰的凉。 可是，谁又
会真的以雪为食？

困难时候，尝过雪的不
乏其人。 但于另一些人而
言，在更多的时候，雪入口
并不仅仅是痛苦的记忆。

清代就有这么一个叫
张泓的人， 写过一本名为
《滇南新语》的书。 书里头，
提到了张泓有个爱好 。 在
街上看到卖雪的， 都会买
好几碗，大快朵颐。 啥感觉
呢？ 张泓自己形容，是“寒
沁心脾”。 说白了，就是透
心凉。

有这爱好的，还真不止
张泓一个。 当时既然有卖雪
的， 说明买的人不会太少。
生活困难，以至于以雪为食
吗？应该不至于。因为这雪，
得来也不太容易 。 至于售
价，并不算太便宜。 这么看
来，以雪为食，纯属风雅趣
味。

那这雪，从何而来？
云南多数地方，气候温

暖。下雪这事，并不普遍。因
此，多数的雪是高山上的积
雪。 吃雪这雅趣，催生出两
种职业，一种是专门的取雪

人，跋山涉水，挑回一担担
的积雪；另一种，是沿街叫
卖的卖雪人。 当然，也有集
两种于一身的。

以雪为食，若是出于雅
趣，自然也会有多种花样。

有种吃法，叫糖雪。 从
卖雪的人那儿， 买点雪回
来， 自己加入糖和蜂蜜，搅
一搅。 雪中带糖，冰里含甜。
一口下去，冷甜冷甜的味道
顺喉而下，让人欲罢不能。

还有一种，叫梅雪。 若
是不喜欢纯甜的口味，还可
以加点梅子汁或青梅。 冰中
带酸，大约相当于如今的梅
子刨冰。 只不过，更天然，更
纯粹。

这样的雪 ，能赏 ，更能
吃。 比张泓更早的时候，当
时还是明代，就有个日本僧
人到云南，见到了“六月街
头叫卖雪”的奇观。 而且，这
雪美味得让人“错认是琼
浆”。 看来，卖雪不只是在冬
天，连夏天都有。 专业的卖
雪人和取雪人，从高山上取
来积雪，当冰饮卖，反季节
的雪，自然价更高。

雪入口，这是人与自然
之间 ， 一种特有的抒情方
式。 雪落地无声，入口有味，
飘荡于肠胃间，也就成了一
曲大自然在舌尖上奏响的
天籁。

刘姥姥是《红楼梦》里
荣国府的一门穷亲戚。 说是
亲戚，却是远得不能再远的
干亲戚，此话怎讲呢？ 刘姥
姥的女婿王狗儿的祖上是
个小小的京官，因贪四大家
族之一的王家富贵，联宗认
王夫人之父、 凤姐之祖，做
侄儿，这才跟荣国府扯上了
一丝关系。 刘姥姥第一次进
荣国府， 有一项重要使命：
打秋风。 这大约也是古往今
来所有穷亲戚去攀附富亲
戚的重要使命。 刘姥姥使命
完成得相当出色，虽然没和
王夫人照面，但见着了荣国
府的实权派王熙凤，凤姐发
点善心，刘姥姥就赚了个盆
满钵满。 第二次进荣国府，
刘姥姥的本意只是报恩，带
些瓜果让荣府尝尝鲜，却意
外地打了一个更大的秋风。
富亲戚的固有思维在头脑
里作怪，刘姥姥的到访惊动
了史太君，凤姐和鸳鸯一合
计，决定由刘姥姥来出“搞
笑真人秀”。 大观园里，刘姥
姥本色出演 ， 圆满完成任
务，把贾府上下笑了个人仰
马翻，出场费自然也成了一
个天文数字，比起上次简直
不可同日而语。

《红楼梦》里的穷亲戚
很多，单单依仗贾府的就有
许多家。 芦雪庭联诗那回挺
热闹，其中就有不少人是穷
亲戚来着，像邢蚰烟是邢夫
人的侄女，李纹、李绮乃李
纨的堂妹，薛宝琴是薛宝钗
的堂妹，史湘云是史太君在
史家的孙辈（薛 、史两家也

是四大家族之一 ，但跟贾家
比也算穷亲戚）。 小说里浓
墨重彩描写的红楼二尤，也
是宁府尤氏的拖油瓶妹妹。
姓贾也未必富贵， 贾芸、贾
芹等人削尖脑袋想在荣宁
二府里谋个差事，金荣的姑
妈璜大奶奶气势汹汹要找
秦可卿去评理，到了宁府又
谨小慎微起来，穷亲戚腰杆
儿还是不够硬啊。

曹雪芹笔下的穷亲戚、
富亲戚有趣，其他古典小说
里也不乏此类。《三国演义》
里的刘备缘何能成就一番
大业？ 笔者以为，玄德最丰
厚的政治资源其实是他和
汉献帝是远亲， 靠着这个，
刘皇叔才能无数次跌倒，又
无数次爬起来。 诸葛亮年纪
轻轻，名声怎么就如雷贯耳
呢？ 说起来他也是刘表的一
门穷亲戚，荆襄名士因此高
看他一眼。《西游记》中有背
景的妖精除了神佛的童子、
坐骑 ， 也有穷亲戚来走过
场。 黑水河里的小鼍龙是
泾河龙王之子、西海龙王敖
闰的穷亲戚，他赶走河神，
抓了唐僧 ， 底气就在于此
了。 大鹏怪名义上是如来
的舅舅，他纠集狮驼岭的青
狮、白象组成西游路上的妖
精豪华阵营，所依仗的也是
佛祖拿他这个“长辈”没法
法办。

小说是世俗的投影。 穷
亲戚跟富亲戚总是不那么
和谐， 如果一切都和谐，那
便不是小说，也不是我们真
实的生活啦。

清 道 光 二 十 五 年 （1845
年 ）， 户部右侍郎花沙纳接到
上谕 ：作为钦差大臣到朝鲜敕
封王妃。 彼时朝鲜是清朝的附
属国 ， 没有大清皇帝的敕封 ，
王妃就不合法 。 三月初四出
发 ，五月底返京 ，这次漫长的
旅行来回将近三个月。 花沙纳
是个旅游达人 ，他把整个出使
过程写成了一本书 ，名为 《东
使纪程 》， 里面多次提到赏赐
别人某某物品 。 从这些物品 ，
似可管窥当时社会情状。

比如 ，开篇就提到 ，皇帝
册封朝鲜王妃 ， 依照惯例 ，赏
以下物品 ：“蟒缎二匹 、妆缎二
匹 、倭缎二匹 、闪缎二匹 、帽缎
二匹 、素缎二匹 、石青缎二匹 、
大缎三匹 、彭缎三匹 、纱四匹 、
绸四匹。 ”一说皇帝御赐，人们
常常仰之弥高 ，打量之下除了
布匹还是布匹 ，实在没什么稀
奇。 此外还有“诰敕（朝廷封官
授爵的敕书 ）二通 、节一柄 、黄
伞一柄 、龙旗一对 、御仗一对 、
钦差牌一对 、 肃静牌一对 、回
避牌一对 。 ”均是显示皇权的
道具 ， 象征意义大于本身价
值 。 还有 “兵三名 ，夫十一名 。
车一辆 ”。 那些兵夫被赏到外
国 ， 从此与亲人生死两茫茫 ，
不知会有什么感受。

一路经过丰润 、 抚宁 、山
海关 、大凌河 、巨流河 、沈阳 、
辽阳 、凤凰城等 ，将近两个月
时间 ，抵达朝鲜边境 ，花沙纳
开始派发红包。 整理如下：

四月初三 ， 到宣川府 ，给
从义州护送至此的护送官毡
帽五个 ，小刀一个 ，荷包一个 。
随行之帮轿 、执伞 、牵马各项
人役四十二人 ， 各赏毡帽二
顶，共八十四顶。

初六 ，到距离平壤一百七
十五里的安州 ，本地官员纷纷
来拜 ，国王也派使臣申宽吉持
名帖在此等候 。 随仪赏绸一
匹 ，小刀一柄 ，荷包二色 ，仆人
小刀二柄 ，下走十人毡帽二十
顶。 跟驮人五名自义州至此更
换，赏五顶毡帽。

初十日到达中和府 ，吃食
官自义州送至此处返回。 赏荷
包、小刀。 旗鼓官送至平壤，至
此亦赏小绸一 、书扇一 。 护送
官二员自定州至此完成任务 ，
共赏小刀二，荷包二，帽十枚。

十一日 ，到达黄海道的黄
州镇 ，国王差户曹参判南秉哲
持帖来候见。 赏夫役五十二名
毡帽各一，烟竹各一。

赏赐的物品种类繁多 ，最
普遍的大概是毡帽 、 小刀 、荷
包。烟竹比较罕见 。据查 ，烟竹
是一种相对稀缺的植物 ，分布
于长江流域以南 。 受赏者拿它
干什么用呢 ？ 不得而知 。 总体
上看 ， 这些物品体积都不大 ，
易携带 。 那么多人跋山涉水 ，
肯定尽量减少笨重的东西 。 论
价值 ，这些东西实用性强 ，不
是很贵 ，但也绝对不便宜 ，拿
回家给左邻右舍看看 ， 足够
自豪 。

四月十七日进入汉城 ，十
九岁的朝鲜国王亲自出来迎
接 ， 率领百官行山呼万岁礼 。
给使臣花沙纳送宴席 ，陪其聊
天 ，恭敬万分 。 花沙纳住在南

别宫 。 国王送来了一份礼单 。
好奇心强如花沙纳者 ，在书中
没有详细抄录礼单上的物品
清单 ，估计也是故意不写 。 他
只 说 自 己 送 给 国 王 笔 墨 、笺
扇 、图石 、茶叶 、尺头 、纺绸共
八色 （用的是 “送 ”字 ，而不是
“赏”了）。 第二天国王又回礼，
送来了点心数盒。

二十日离开汉城。 国王送
来药草十斤。 此前国王知道花
沙纳身体不好 ，特意选了这种
有针对性的礼品。

返程的路上 ，花沙纳又是
一路赏赐。

二十二日返抵黄海道，遇见
去时的杂役在此等候，相见颇有
故情。赏京畿道五十二人毡帽一
百零四顶，打发他们回家去。

五月初三 ，来到两国交界
的鸭绿江畔 ， 朝鲜的伴送使 、
观察使 、 差备官等送至水边 ，
依依惜别。 花沙纳赏差备官绸
子 、小刀 、对联 、荷包等物品六
份。 赏跟轿军五十四名每名银
五钱，毡帽一、烟袋一支。 旗鼓
官郑敛知自平壤来 ， 赏银五
两，荷包、对联。 赏旗鼓官金洛
裕银十两 ，小刀 、荷包 、冠带 。
通事二十两，小刀、荷包等。 直
接赏银此前并没出现 ，估计分
别即是永别 ，为表情义 ，干脆
来点实惠的。 但书中还写了一
句话 ：“其余各有等差 。 ”就是
说 ，赏赐什么物品 ，赏赐多少 ，
不能率性而为的 ，一定有什么
依据 ， 或根据其官职大小 、重
要程度 ， 或根据其辛苦程度 、
服务时间长短等等。

五月初六 ，花沙纳终于回
到祖国的怀抱 ， 在薛礼站住
下。 赏给房主烟十匣。

初八 ，在路上休息时赏给
办差的家人银两 、小刀 ，荷包 ，
赏给房主人 （镶黄旗汉军人 ）
布一匹、烟二十匣。 当天，在连
山关， 赏给护送差官二员刀二
柄， 背旗子弓箭虎枪兵十四名
东钱（可能是劳务费）二十八千
钱。 赏给店主刀一柄、烟十匣。

去程时 ，花沙纳并没有记
载在国境内赏赐下人。 回来后
却多次赏赐 ，想来 ，那些物品
大概是在朝鲜没有赏完剩下
的 ，反正带回去京城也没什么
用 ，心灵放松了 ，干脆率性一
回，随手送人了。

古代长官
都赏赐别人什么东西

给自己说媒的晋代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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