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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灯观赏、施放花炮烟
火是灯节最主要的娱乐活
动，与灯相关的另一项娱乐
活动是比较后起的打灯谜。
所谓灯谜，就是将谜语贴在
灯上，供人游赏时的猜度，
中者扯下纸条，领取谜赠。

由于灯谜有一定的文化蕴
涵，又颇能撩人兴致、启发
智力，后世便长足发展，成
为元宵的重要节俗活动，尤
其盛行于文人雅士、大家闺
阁之中。

刘延玑《在园杂志》记
述清代康熙时的这种习俗
说：灯谜本游戏小道，不过
适兴而成。京师、淮、扬于
上元灯篷，用纸条预先写
成，悬一纸糊上棚，上粘各
种，每格必备，名曰“灯
社”。聚观多人，名曰“打灯
虎”。凡难猜之格，其条下亦
书打得诸赠某物，如笔墨、
息香、白扇之类。这里的谜
语是挂在长棚上的，而能组
织为灯社，足见规模之盛大。

江南苏州一带还称灯谜
为“弹壁”，顾禄《清嘉录》
记述其情说：好事者，巧作
隐语，粘诸灯，灯一面复
壁，三百贴题，任人商揣，
谓之打灯谜。谜头，皆经
传、诗文、诸子百家、传奇
小说，及谚语、什物、羽
鳞、虫介、花草、蔬药，
随意出之。中者，以隐
麋、陟厘、不律、端
溪、巾扇、香囊、果
品、食物为赠，谓这

谜赠。
所谓谜赠，按《在园杂

志》的说法，只是难猜的才
有；就是有，一般也是文房
四宝、巾扇、香囊一类雅致
的什物。有时候，机巧的人
们，还设置谜中之谜，标出
的奖品是“苹果三千”，给的
却是一只苹果上插三根牙签，
以资笑乐。文人雅士的谜自
然儒雅一些，买卖商号为招徕
顾客制作的灯谜则要“下里巴
人”一些，比如“八戒洗
澡”打“猪下水”。此外，灯
谜这种雅致的娱乐形式还颇
受闺阁女子们的青睐。《红楼
梦》多次写到贾府的姑娘媳
妇们猜谜，以至于宫里当妃
子的元春还在元宵特地差人
送个灯谜来让众人猜。

据《文汇报》

春节假期已经结束了，可大多数
人还沉浸在狂吃狂睡的假期里没回过
神来。那么，古代的上班族们也会有
节后综合征吗，不如今天就来聊聊，
古代上班族的那些事儿。

今天的上班族上班使用的交通工
具多是地铁、公交或是自驾等，其
实，中国古代乘车的历史由来已久，
但古代上班乘车有档次之分，人们所
乘坐的车辆要求与身份相符合，早期
上班族所乘车辆的档次高低，主要表
现在装饰材料上，比如以车轮的多
少、拉车马匹的数量等来区分车辆的
档次。车轮越多、马匹数量越多，车
的档次和车主的身份就越高。在汉
代，六百石以上官员可以将供遮蔽用
的左轓漆成红色，两千石以上的官员
可以将左右两轓均漆成红色。除此之
外，车顶盖也有区别，老百姓只能用
青布盖，而千石以上的高官可以使用
像绸缎这样的精美面料制作车盖。

到了唐宋以后，对于上班乘车采
取了收紧的政策，提倡骑马上班，特
殊情况下才允许乘车。当时骑马上班
和如今骑自行车、电动车上班一样，
在唐宋的街头很常见，这样的状况一
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到了明清时期，更为流行的是坐
轿子上班，而坐轿子上班的人，一般
以文职官员和年长者为主，武官一般
骑马，以保持尚武精神。这也是“文
官坐轿，武官骑马”的由来，但文官
也不是谁都可以坐轿子的，明代三品
以上的官员才可以坐轿，三品以下的
官员还是要骑马上班，即所谓“三品
乘轿，四品骑马”。

古人早上上班往往在鸡叫时分就
得起身准备。具体来说，古代上班时间
是“卯时”，也就是5点至7点这段时间。

现代化的办公环境往往都设有门
禁，古时的办公场所和现在一样，也
都设有“门禁”，叫作“门籍”，门籍

是由一个一尺二寸长的竹片做成，上面
写有官员的名字和特征，悬挂于宫门
上，来往的官员们需要等门卫查验后方
可进门上朝。唐宋以后，门籍逐步被随
身携带的身份证取代，如唐宋有“鱼
符”“虎符”，明清有“牙牌”“腰
牌”，这既是一种“身份证”，又是上
班“通行证”“工作证”。

古代不仅“门禁”严格，考勤制
度也是相当苛刻，比如京官，如果不
能上朝，需要说明情况和理由，并且
要在门籍上注明。如果是身体有恙，
便在名字下注明“病”字。正常情况
下，官员是不能不上班的，特别是在
京高级官员，不参加例行朝会属于严
重错误。通常情况下，只有出现雨雪
等极端天气，或是皇帝主动取消朝会
时，早上才可以不上班，即所谓“放
朝”。但是，放朝只是取消出席皇帝
主持的早班会，并不是不用上班，官
员们仍要到衙署坐堂，处理事物。

地方公务人员的考勤，相对京官
来说要宽松一些，但同样有一套成熟的
考勤制度。上班族每天要参加点名，因
为点名时间设在卯时，故称“点卯”。
这种“点名”的制度到后来则更加规
范，不再简单的点名，而是和注门籍
一样，官员要在“签到簿”上签到。

看过了官员们上班的规矩，不如
再来看看在宫里当差的宫女们上班都
有哪些规矩呢？

宫女的职责是为皇帝和后妃们服
务，承担着后宫繁杂的劳动，她们的
工作范围包括宫中衣、食、住、行等
各个方面，此外还有专门从事歌舞杂
耍等表演项目的宫女。除了日常劳
作，宫女们还要接受各种教育，她们
学习的内容包括文化知识、音乐艺术
以及各种技能。

宫女们每天不仅要辛苦的工作，
睡觉的姿势也要被严格规定，清朝时
规定，宫女睡觉不允许仰面朝天，必须
侧着身子。这样规定的原因是因为传
说各殿都有殿神，夜里会全出来察看，
以保护太后和皇上的安危，所以宫女
们睡觉得有个样子，以免冲撞了殿神。

在如此“悲惨”的工作制度之下，
古人们自然是放假就好好休息，工作
就打起精神工作，也就无暇顾及节后
综合征为何物了。

据《江南保健报》

古代上班族的生活古代上班族的生活

有人认为，招聘制度是新生事
物，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其实早在商
代，我国就有了招聘制度，以后历朝
历代都有过招聘，特别是秦汉，当是
人才招聘的黄金时期。

秦汉不但是招聘人才的鼎盛时
期，而且一系列制度已经建立。对精
通《孝经》《论语》《尚书》等经典的专
门人才，优先录用。招聘来的人如果不
合格，可以罢免、斥退。《冊（cè）
府元龟》卷六十七中明文规定：“其
不足采者辄报闻罢”，就是复试不合
格一律刷掉。已经当官，不称职的，
依然要辞退。《史记·平津侯列传》
记载，公孙弘被聘为博士后，出使匈
奴，回国后汇报不合上意，汉武帝让
他卷铺盖走人。

正是这一相对健全的招聘制度，
让秦汉时期的统治者受益匪浅。南宋
洪迈《容斋随笔》指出，“秦用他国
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
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到汉高祖
时，为了招到“茂才异等”之士，汉
高祖不惜亲拟诏。

秦汉以前的战国时期，各国也是
争相“聘名士，礼贤者”。其中燕昭
王黄金台求贤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
人人皆知。有唐诗为证：“燕昭北筑
黄金台，四方豪杰乘风来。”

当然，招聘制度最早还是始于
商代。《孟子·万章》中写商汤派人
五次往返，“以币聘”伊尹。明代朱
健 《古今治平略》中也说，汤聘伊
尹，“此征聘之始也”。也就是说，
商汤聘用伊尹，是我国招聘制度的开
始。

据《北方新报》

胡雪岩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商人，
他能够在生意场上左右逢源，做到从
容有余，其中有许多的道理可循，最
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他的用人之道。

在生意场上，胡雪岩的观点就
是，识人和用人尤为重要，用人应该
用其之长。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
点，以长取人，不求完人。有一次，
胡庆余堂的一个采购人员不小心把豹
骨误作虎骨买了进来，而且数量不
少。进货阿大认为这个采购人员平日
做事很牢靠，忙乱之中未加详查就把
豹骨入库备用。有个新提拔的副档手
得知此事，认为晋升的机会来了，他
不去查验货物，反而就直接找到胡雪
岩打“小报告”。

胡雪岩听闻之后，马上到药库查
看了这批药材，命药工将豹骨全部销
毁。眼看由于自己工作失误带来巨大
的经济损失，进货阿大羞愧地递了辞
呈。不料，胡雪岩却温言相劝，说“忙中
出错，在所难免，以后小心就是。”

但对那位自以为举报有功，等着奖赏
的副档手，胡雪岩却发了一张辞退
书，将他辞退了。因为在胡雪岩看
来，身为副档手，发现伪药不及时向
进货阿大汇报，已经是渎职了，背后
打“小报告”更是心术不正，是小人
心态。如果继续使用此类人，定会造
成上下隔阂和矛盾，对生意也不利。
所以，这样的人不能留用。

人人都会犯错误，犯错误不要
紧，要紧的是知错能改。如果胡雪岩
一点都不容许他的员工犯错误，那
么，他的员工肯定会不听他的，那么
他们也就不可能很卖力地帮胡雪岩打
理好生意了。胡雪岩善任厚待、宽严
相济的用人方针，使他拥有一批尽心
尽力帮他的管理和经营人才。从而也
使胡雪岩在商业上获得了巨大成功。

胡雪岩的成功归功于其用人和识
人，只有识人才能用人，只有用好人
才能够创造价值。

据《海南日报》

胡雪岩的用人之道

我国招聘始于商代

春节之后的另一个大节日就是元宵节——正月十五，也叫上元节。元宵节的“元”是指上元，“宵”指晚上，是一个以
夜间活动为特色的节日。而夜间的节俗活动主要是放灯、观灯，所以这个节日也叫灯节、灯夕。

元宵节作为灯节，节俗多与灯有关，比如开灯市售买花灯、街衢张灯挂彩，人们逛灯市、赏花灯、猜射灯谜，妇女乘月
光灯影走桥摸钉，与夜有关的还有放焰火，以及昼夜都可以闹的舞龙舞狮、高跷旱船，当然还要吃元宵……

关于元宵节俗的形成，说
法颇多，但一般认为在汉代就
初具雏形。史载汉武帝的时候，
汉室要在夜里祭祀一位叫“太
一”的神明。太一也叫“泰
一”“泰乙”“太乙”，早在战国
时期即被人所奉祀。据称，太
一地位在五帝之上，并有恩于
汉武帝。相传另一位汉代皇帝
汉文帝也和元宵节有关，他是
在大将周勃勘平“诸吕之乱”
之后即位称帝的，而平叛乱的
日子正是正月十五，所以此后
每逢正月十五夜晚，汉文帝都
要出宫游玩，并且确定这天为
元宵节。

不过，前两位汉室皇帝虽
然在正月十五夜祭太一、游玩，
但是并无张灯、放火的记载。汉
代的另一位皇帝——明帝则敕
令元宵燃灯，从而形成了后世张
灯、观灯的习俗。汉明帝敕令燃
灯与佛教有关。《西域记》称古印
度摩揭陀国正月十五有观看佛
舍利放光雨花之举。汉明帝为
了弘扬佛法，便下令正月十五夜
间在宫廷和寺院“燃灯表佛”。

元宵节的形成，还关系到
古代国家制度的一些调整。中
国历史发展到汉代，已经远离

了自由的、朝气蓬勃的先秦，
社会管理趋于严格。当时的都
市实行“宵禁”，专门有执金吾
者站岗执勤。但宵禁不利于元
宵玩乐，所以朝廷调整为“金
吾不禁”，指元宵及前后各一
日，终夜观灯，地方官取消夜
禁。汉代以后，战乱连年，娱
乐活动难以展开。至隋，国家
又趋于统一，节俗活动也就盛
行起来。而当此之时，却有人
出于礼教和国力的考虑，上疏
奏请禁止元宵活动，结果隋文
帝 “ 诏 可 其 奏 ”（见 《隋
书·柳彧传》）。史载文帝在
位期间，还有官吏因元宵夜禁
不力而被罢官的，可见当时禁
令之严。

唐朝是自汉以后中国历史
上又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其国
力之雄厚、社会之繁荣则更是
空前绝后。唐都长安也和西周
两汉一样，例行宵禁，但唯独
元宵节期间特许弛禁放夜。

此后的宋元明清，元宵节
一直是热热闹闹，花样翻新，
新意迭出，一代盛过一代。今
天，无论乡村还是都市，元宵
节也仍然是一年里最为热闹的
节日之一。

谈元宵节不能不涉及吃元
宵。元宵形如圆月，所以还
有“圆宵”“汤圆”“水圆”“汤
团”“团子”等别称。

元宵节食元宵，其来历有
诸种说法。一种说法与后羿、
嫦娥有关：嫦娥奔月之后，其
夫后羿昼夜思念成疾，正月十
四日夜，有一童子来求见，说
是“夫人知君怀思，无从得
降，明日乃月圆之候，君宜用
米粉作丸，团团如月，置室西
北方，叫夫人之名，三夕可降
耳”。《嫏嬛记》所记的这则传

说，即说明了元宵“团团如月”
的形状，也隐约透露了食元宵
求团圆的意念。另一种说法与
唐太宗有关。相传大将李靖率
部出征，归朝后春节已过，太
宗为了犒赏出征将士，便在上
元节设宴款待。宫廷厨师用糯
米做成团子，颇受欢迎和称
赞。于是，这种食品被称为“唐
元”，象征唐王朝的一统江山。

现实生活中的食元宵也正
是从唐代开始的。据载，唐代
的元宵叫油，以面包枣，用手
挤丸子似的挤入汤锅中煮熟，
捞出放在井水中浸凉，然后再
放入油锅中煎炸。宋代人除食
油外，还食圆子，有乳糖圆子、
澄沙圆子、珍珠圆子、山药圆子
等名目，这与今天的元宵已无
二致。南宋时，元宵已是上元
节通行的节日食品。明代也是
如此，《明宫史》记载说：“其制
法用糯米细面，内用核桃仁、白
糖、玫瑰为馅，洒水滚成，如核
桃大。”清代的元宵更是名目
繁多，花样新奇。

元宵节吃元宵，与中秋节
吃月饼同一用意，取意在于阖
家团圆、和睦，表示在新的一
年里幸福康乐的心愿。

“正月十五闹元宵”，元宵
节俗活动的最大特点是“闹”。
所以说“闹”，是因为节日里
有许多热热闹闹的社火百戏，
人们也参与、沉浸在这热闹之
中，如醉如痴。

一般来说，初十刚过，十
一二三的时候，百戏社火便搬
演开来，走街串巷，穿村越
寨，直闹到十六七。不仅闹的
时间长，闹的名目也多，明人
刘侗、于奕正在 《帝京景物
略》中指出有鼓吹、杂耍、弦
索：“鼓吹则橘阳律、撼东
山、海青、十番，杂耍则队
伍、细舞、筒子、斤斗、蹬
灯、踢梯，弦索则套数、小
曲、数落、打碟子。”到清
代，这类杂戏更多。

杂戏，也就是现代所谓的
杂技，仅是元宵之闹的一部
分。此外就是社火，这是规模
和影响更大的，诸如踩高跷、
跑旱船、耍狮子、舞龙灯、扭
秧歌、打腰鼓等。

元宵节习俗尽管最初与祭
祀等信仰活动有

关，但后来的主要性质是游玩
娱乐。不过，在这个节日里，
也有一些信仰习俗留存到近、
现代，那就是走桥、摸钉等。

走桥一般在正月十六进
行，所以这一天也叫“游百病
日”。走桥习俗有许多别称，
着眼于除病、去病，称“走百
病”“除百病”“散百病”“烤
百病”等，而其中的走、散、
烤、游以及桥等则显示了方式
方法的不同。就方式方法而言，
游、走、散基本是一致的，参与
者是妇女，并且需是“联袂出
游”。明清两代的妇女们是罩
白绫衫，成群结队，肩并肩、
手挽手地出游，打头的一人举
香开道，其他人尾随其后。烤
则不同，它和火联系，也叫跳
火。十六日夜晚，拢一堆小火，
孩子先跳，大人随后，不能行走
奔跑的幼儿也要象征性地烤一
下。有些地区的游走还规定了
地点，即需过桥（如北京）或走
城墙（如南京）。这种习俗的
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驱除百
病，保佑健康长寿。

关于元宵张灯的习俗，
一般认为始于汉明帝的“燃
灯表佛”。据载，佛教从印度
传入中国，是在汉明帝永平
年间。相传汉明帝某天夜里
梦见一个金人，身长丈六，
飞绕白光，项佩白光。第二
天，明帝询问大臣，有人说
陛下所梦有些像西方的佛。
于是明帝派蔡愔、秦景等十几
人出使天竺，拜取佛法。后来
这些人在路上恰遇传法的天
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永平
十年，汉使与梵僧用白马驮佛
经、佛像，回到洛阳。这一
年，也就被后人视为佛教初
入中土之时。翌年，明帝又
敕建洛阳白马寺，这寺也就
被后人视为中土佛教的祖
庭。笃信佛教的汉明帝听说
古印度摩揭陀国正月十五有
观看佛舍利放光雨花之举，便
下令正月十五夜在宫廷和寺

院燃灯，以弘扬佛法。
同在汉代，汉武帝时祀

太一在夜间，势必燃灯；汉
文帝在上元夜出宫游玩，又
势必要在室外燃灯。而据正
史记载，汉武帝时金吾弛

禁，“放夜”让老百姓娱乐，
燃灯恐怕是免不了的；而让
朝廷解除宵禁，可见游玩的
人不少，因而燃的灯也少不
了。这些，不能说与上元燃
灯无关。

上元花灯经过近两千多
年的传承，最初的灯是单
纯、静止的，它不能运动，
也较少装饰，并且多是单个
独立的。其后的发展变化过
程中，灯的里里外外都被加
以雕琢、修饰。首先是灯的
形状变得五花八门起来，各
种几何形状如圆、短、方、
角等出现了，仿生的如龙、
马、黄瓜、柿子以及人物等
也出现了；同时灯的装饰性
加强，除灯框多加雕饰外，
灯笼上又有了彩绘，所绘内
容或吉庆图案，或花草动
物，或小说戏曲故事。

灯自身的装饰性加强的
同时，相互的组合也实现
了，唐有灯树，宋有鳌山。
所谓灯树，也就是一种形状
如树的灯架。相传灯树始见
于唐玄宗时的宫廷。《开元天
宝遗事·百丈灯树》说：“韩国
夫人，置百枝灯树，高八十尺，
竖之高山上，元夜点之，百里
皆光，光明夺月色也。”唐玄宗
时不仅置有灯树，还结有灯
楼。据韩鄂《岁华纪丽》及《灯
影记》等书记载，当时的能
工巧匠毛顺曾在宫廷用缯彩
结为灯楼，广达二十间，高
达一百五十尺，灯楼上悬挂
着珠玉、金银穗，灯上又绘
有龙凤虎豹，极尽绮丽和韵

致。唐代的灯树、灯楼不过
一树、一楼，至宋，更有兼
具山林形胜的鳌山（也叫灯
山）出现。这灯山上绘的是
神仙故事，更有结彩而成文殊
菩萨跨狮子、普贤菩萨骑白象
等造型，并且菩萨们的手臂还
能活动自如，手指又能出
水。组合型的元宵花灯自唐
宋大盛以后，受到各代朝野
士庶的青睐，人们匠心独
运、心裁别出，更加宏伟壮
观、精致巧妙的花灯不断涌
现。今天，这种组合式花灯
更是重大灯会所必不可少的。

上元张灯之盛、花灯之
多，必然要形成贩卖花灯的

灯市。宋代都市业已形成这
种灯市。周密 《乾淳岁时
记》说：在都城，从年前孟
冬开始，“天街茶肆渐已罗列
灯球等求售，谓之灯市。自
此以后，每夕皆然”。宋以后
的灯市自然是格外发达，史
志多有记载。

张灯之外，使元宵不夜
天更为增色的是烟花。烟花
不像灯火可以长明，而只是
一霎闪烁，但这短暂的闪烁
比灯光却要耀眼、绚丽得多。

烟花与爆竹是一个家族
的，但后者较前者的出现要
早一些。据宋高承《事物纪
原》说，火药的杂戏始于隋
炀帝，后世逐步完善，达到
今天这种声色俱佳的境界。
爆竹只有声响，无多可观；
花灯只有色彩，没有声响；
烟花则综合二者，既可观，
又可听，并且有像爆竹一样
迅捷或像某些花灯一样舒缓
的动感。简单的烟花也只有
可动可观却无声响的，正与
爆竹相对。清代京城孩子们
玩的“滴滴金儿”不爆不
响，只喷花，就是如此。复
杂的烟花则好像现代的实战
模拟，可以构拟一曲“炮打
襄阳城”的活剧。烟花的名
目也像花灯、火炮一样，复
杂多样、五花八门。

节俗形成

食元宵

闹元宵

灯节由来

花灯与灯市

打灯谜

壹

清代天津杨柳青年画《庆
赏元宵》描绘的北方家庭过元
宵节风俗。

明朝《上元灯彩图》局部。

《观灯图》 宋 李 嵩 作

《元宵婴戏图》
清 赵之琛 顾 驺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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