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览古今 2021年3月19日 星期五
编辑：许璐瑶 11本版信箱：lhrb001@163.com

■■读史忆人读史忆人

■■文史趣谈文史趣谈

■■历史文化历史文化

看古人如何破解谣言

有关春分的习俗多与“祭祀”有
关，就连春分节气的时令美食也是由

“祭品”衍生而来。据了解，春分前
后，北京地区的百姓有吃太阳糕的习
俗，这道香甜软糯的糕点原本是祭日
的供品。

据说清代宫门口外有一家专做年
糕的小店，唤作“袁记斋”。这便是
大名鼎鼎的“年糕袁”的前身。那时
候，京城走街串巷的年糕小贩一大清

早便聚集在这里批购太阳糕，相传这
道独门糕点是慈禧太后钦定的。

此外，在湖北的一些地区，农历
二月十五日亦是“花朝节”，“从时间
上来看，与春分相差无几。”民俗学
家表示，在古时，很多女孩会选择在

“花朝节”穿耳洞，象征着自己长大
成人。因此，“花朝节”也有古代女
性成年礼的寓意。

本报综合

古时春分民俗花样多古时春分民俗花样多

明天是农历二月初八，又是一年春分日。春分是太阳黄经一个轮回的开始，“分”是指
九十天之春分为两半，自此进入风和日丽、万紫千红的争媚时节。

在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中，春分没有立春那么热闹，主要被视为指示农业生产的农耕节
气。古代皇家会在春分日举办祭日活动，以示对太阳神的崇拜。而民间则会举办祭社活动，
祈求来年五谷丰登。

在二十四节气中，春分是较早确立
的一个。一般来说，它通常特指太阳真正
位于黄经0°的日期，即每年3月20日或
3月 21日。西汉董仲舒在 《春秋繁
露·阴阳出入上下》中提到：“春分者，
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就
是说，春分时昼夜等长，其后阳光直射
位置逐渐北移，逐渐昼长夜短。

实际上，春分在古代还有不少别
称，比如“日中”“日夜分”“仲春之
月”等。它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
节点，也对农业生产有重要意义。

《明史·历一》中记载：“分者，
黄赤相交之点，太阳行至此，乃昼夜
平分。”由于与农事活动密切相关，民
间还留下了“春分无雨划耕田”“春分
有雨是丰年”的说法。“二月惊蛰又春
分，种树施肥耕地深。”春分也是植树
造林的好时机，古诗中有“夜半饭牛
呼妇起，明朝种树是春分”等句子。

俗话说：“春分麦起身，肥水要紧
跟。”此时，春耕、春种的大忙季节就
要开始了。春分过后，越冬作物进入
生长阶段，应当加强田间管理。

在古代在古代，，春分时节最重要的仪式春分时节最重要的仪式
是是““朝日朝日”，”，又称又称““祭日祭日”，”，这个古老这个古老
的传统始于周朝的传统始于周朝。。民俗学者介绍民俗学者介绍，，古古
人讲究人讲究““朝日夕月朝日夕月””，自春分起逐渐昼
长夜短，阳气上升，因此要祭祀太阳
神。到了秋分，昼短夜长，就要开始
祭祀月亮神了。

据《礼记》记载：“祭日于坛。”
唐代孔颖达疏：“谓春分也。”此俗历
代相传。清人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
胜》 中说：“春分祭日，秋分祭月，

乃国之大典，士民不得擅祀。”可
见，祭日典礼虽然比不上祭天与祭地
典礼，但是相关礼俗也颇为隆重。

古代帝王的祭日场所大多设在京
郊，北京日坛便是明、清两代皇帝
祭日之处。每到春分日太阳升起的
时刻，皇帝就好似国旗班升旗手一
样，前往日坛举行“朝日”仪式。
每逢甲、丙、戊、庚、壬年份，皇
帝亲自祭祀，其余的年岁则由官员
代祭。

近十几年来，中断已久的“天、
地、日、月”四大祭祀活动陆续在北
京复原。

2012年的春分，中断160余年的
皇帝日坛祭日典仪在日坛公园再度上
演。演员们依据清代文献记载的礼
仪，复原了当时的服装、道具、乐
器，重现清代皇帝日坛祭日的盛况。
祭日当天，消失多年的雅乐乐器齐声
而鸣，数百名观众与“皇帝”共同行

“太阳礼”表达对自然的崇敬。

在古代，春分前后也是春社日，
民间及官府祭祀社神祈求丰年的日
子。

“社神”又被称作“土地神”，是
神话传说中知名度比较高的神仙。土
地神守护着一方土地，也护佑着这方
土地上的百姓。因此，每到春社日和
秋社日，邻里乡亲便会集结起来，杀
牛宰羊献祭酒，举行仪式祭社神。

古人常说的“江山社稷”，其中
的“社”和“稷”指代的便是土地神
和谷神。祭社神在唐宋时期很盛行，
曾有不少诗词描绘此场景。例如“箫
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描写的便是宋代春社敲锣打鼓的喜庆
场景。

尽管年代久远，古老的祭社仪式
并未失传，湖南省郴州市安仁县就保

留着赶分社的仪式。据了解，安仁的
赶分社融合了祭祀活动和中草药交
易，这种模式也为当地药材产业发展
注入了新活力。据安仁县当地统计数

据显示，2017年春分时节，该县共吸
引了来自广东、云南、贵州等多个省
份的医药商、游客多达20万人，场面
十分热闹。

帝王春分祭祀太阳神，以示崇拜自然

古代百姓祭社神，湖南安仁仍存“赶分社”习俗

京城百姓食太阳糕，湖北女孩相约穿耳洞

春分的由来

新年里，随处可见红色，如大街
小巷挂着的红灯笼和中国结、家家户
户贴着的春联和福字、人们穿戴的喜
庆服装和饰品、亲朋好友相互送上的
红包等。中国人对红色的使用不止于
春节期间的大小事宜，在诸多喜庆的
传统节日、婚礼、祭祀等活动中，红
色的运用同样十分广泛。中国人为何
如此热衷于使用红色？

据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记
载：“中国名曰赤县神州。”早在原始社
会，陕西半坡出土的陶片上就有大量使
用红色染料的痕迹，此时的红色染料大
多是含铁元素的矿物质。原始人崇拜太
阳与火，于是认为红色拥有神秘的力
量，具备祛除妖魔和超度亡灵的作用，
为了缓和对未知世界和自然危险的恐
惧，他们将红色颜料涂抹于身体和生活
器具上。长期的视觉经验和生活需要使
得红色被赋予超自然的力量，逐渐形成
了原始人喜红的意识。

先秦时期的人已经掌握了使用粉
末状矿物颜料加入黏合剂在织物上绘
制图案的方法，这种方法又称为石
染。另一种方式则是通过植物染料染
色，称为草染。其中红色的矿物染料
主要为朱砂，红色的植物染料主要为
茜草。这两种染料在古代的绘画作品
中也很常见。与此同时，先秦时期产

生了相对完备的色彩体系——五色体
系。先秦人认为“青、赤、黄、白、
黑”是所有色彩的本源，又将五色与

“木、火、土、金、水”一一对应，形
成了一套以色彩为表象，五行为内核
的色彩生克系统。而红色象征了五行
中的火，方位代表南方，四季代表夏。

春秋时期，孔子崇尚周朝的礼
制，推崇“五正色”，甚至把朱色与雅
乐、国家相提并论，认为朱色是大雅
之色，代表着正统。《在古人眼里，

“五德”与“五行”“五色”是相互对
照的，同时认为王朝的更迭与五行生
克相关，中国的历史长河里“尚赤”
的朝代有周、东汉、唐代武周时期、
宋、明，而“尚黄”的朝代同样喜红
色，例如唐朝 （土德），原因是火生
土，红为黄之生色。这些“尚赤”“喜
红”的朝代可以说都是中国历史上较
为强盛的朝代，潜移默化间红色成为
古人自信的标志。

随着魏晋时期染色技术的不断发
展，红色染料中红花逐渐取代茜草成
为主要的植物染料。佛教文化的兴盛
也使得赭石、朱砂、土红等矿物颜料
在佛教壁画中大量使用。在敦煌壁画
之中，能够看到大量以红色绘制的图
像，这些图像中的红色象征了血液、
生命、牺牲与奉献。

儒家以赤色为尊，于是皇家宫殿
以红墙而筑，以赤色做服；道家以赤
色为用，于是以朱砂炼丹，撰写符
箓；释家以赤色为宝，于是以朱色建
庙，以红色为袈裟。儒释道思想作为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对中国人的影
响不言而喻，“三家”对于红色的推崇
成为红色备受喜爱、经久不衰的重要
原因。

中国人喜红色，最直接的原因还
是红色象征了喜庆和欢快，红色寄托
了人们对重大节日和活动的美好期盼
与向往。 据《西安晚报》

中国人为何喜欢红色

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又是中
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孔子一辈子东奔西跑，政治幻想
彻底破灭之后，便神情黯然地回到故
乡办私塾，招收弟子讲学。泗水、洙
水是两条古河，淙淙流水环城而过，
孔子创办的私塾就坐落在曲阜的松荫
柏影之间。

在孔子门下，有“弟子盖三千
者，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他的学
生就出身而论，有贵族，有士、农、
工、商，也有十分低贱的贫寒之人。
颜回“贫居陋巷，箪食瓢饮”，是个穷
苦人；子路先后做过两家贵族的家臣
（宰）；子贡则在曹与鲁之间做生意，
而且富至千金，还当过鲁和卫的行政

官员。
办学收费，上学缴费，天经地

义。况且，私家办学也得有银子才能
得以维持。

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
无悔焉。”“束”是十，数量词，“脩”
是干肉，“束脩”就是将十条干肉绑一
起当学费的意思。我们无从知晓一条
干肉是多重，但十条干肉干在当时小
农经济时代，一般人家应该都能拿得
起。孔子的这句话意思是说：“只要人
家能送我十条干肉做见面礼，我是不
会拒绝收留他做学生的。”

朱熹又进一步解释说：“古者相
见，必执贽以为礼。束脩，其至薄
者。”后来，就把学生送给老师的学费

叫作“束脩”。当时官办的学堂收费昂
贵，只有官宦人家和富人子弟才能上
得起学。孔子只收十条干肉作为入学
礼，这对于那些贫寒人家来说，的确
是个好机会。因而，不仅像子贡这样
的富豪、孟懿子等子弟可以来拜师学
习，就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
巷，人不堪其忧”的特困生颜回，也
得以顺利入学深造。

微薄的束脩维持了孔子“饭疏
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的教育生
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
艺和学不厌、诲不倦支撑了他的教育
和道德实践。正是这种曲线和迂回，
才成就了孔子圣人和教育家的盛名。

据《海南日报》

孔子教学 收费一束脩
陈宏谋 （1696~1771年），广西

临桂人。雍正元年进士，曾在地方任
职三十余年，其中历任江西、陕西、
湖北、河南、福建、湖南、江苏等省
巡抚达22年之久，是当时最能干的
著名巡抚。他政绩卓著，在疏浚河
道，修筑道路，普及教育，从事慈善
事业，提倡廉政，惩治贪污舞弊等，
卓有成效。他在破除迷信上，敢于动
真格，切实维护了百姓的利益。

据《郎潜纪闻三笔》载：陈宏谋
在担任江苏巡抚期间，这里的人民崇
尚迷信。有一次，苏州北禅寺的主
持，建造了一座九层佛坛，把一尊

“活佛”放在佛坛的顶端，大肆渲染
“活佛”要升天。他还在佛坛四周堆
满柴草，约定时日要把“活佛”焚

化，因此引来众多善男信女，施舍金
银无数。陈宏谋闻讯，觉得事有蹊
跷，便微服到佛坛上下周围仔细察看
一番，感觉疑点重重。他一面暗中派
人把主持收押起来，一面对众人说：
我要奉养这尊“活佛”，便把他从坛
顶放下来，用自己的轿子把他抬到巡
抚衙门，让他得到休息和治疗。过了
几天，这尊“活佛”终于开口说话，
原来他是吴江人，被寺中主持关禁，
绝其饮食，并让其吃野猪膏，使他不
能说话，并把他打扮成“活佛”，用
来骗取民间钱财。主持这是要用活人
来焚化，真是恶劣至极。真相大白
后，陈宏谋把主持判处极刑，从而教
育了迷信的群众。

据《上海法治报》

当下网络发达，有些网民在一些视频平台发布视频，并杜撰
添加一些“博眼球”的内容，甚至是谣言，混淆视听，误导群
众，在社会上造成不良的影响。那么，古代对于一些影响社会稳
定的谣言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唐 代 名 相 李 德 裕 （787~850
年），就曾巧妙地处理了一起因谣言
影响百姓生活的事件。

李德裕是赵郡赞皇 （今河北赵
县）人，出身于望族赵郡李氏。李德
裕自幼胸怀大志，饱读经史。年轻时
以门荫入仕，起家校书郎，迁监察御
史，转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历任浙
西观察使、兵部侍郎、兵部尚书、山
南西道节度使、中书侍郎、镇海节度
使等职。他经了历宪宗、穆宗、敬
宗、文宗、武宗五朝，两度入朝为
相。

李德裕曾多次到地方任职，注
重移风易俗、富民安民。他在任浙
西观察使时，竭力求治，革除陈规
陋习，禁断淫祠滥祭。当时江南人
崇尚巫祝，迷信鬼神，若家里一人
得了疫病，全家都弃置不顾。李德
裕选择一些德望高的长老，用儒家
的伦理道德加以教化，然后再让他
们回去说服民众，辅以严刑峻法，
对不接受教育的绳之以法，“数年之
间，弊风顿革”，杜绝了抛弃生病亲
人的现象。

李德裕破除的谣言实践，记载在
《唐语林》里：唐敬宗宝历年间，老
江淮一带百姓曾口口相传，纷纷传说
亳州地带能产圣水，而且圣水的功能
十分了得，能让患病的人即刻痊愈。
这一传言出来以后，从洛阳到江西的
数十郡百姓都争着捐钱买水，让造谣

者获利了上千万钱。
李德裕当时正镇守浙西，他听说

这一传言以后，便知道是假的，他看
到百姓们信以为真，就想出了一个釜
底抽薪的办法。为了让百姓们亲眼看
到圣水的真面目，他便在大市场上召
集了不少百姓，现场派人用一口大锅
装满了他们传言的圣水，最后放进了
五斤猪肉。李德裕大声对百姓说道：

“如果这真的是圣水，那猪肉放进锅
里煮，就不会被煮熟。”

开始加火烧锅后，所有人都紧紧
盯着市场中央的大锅，心里五味杂
陈，有的还祈祷圣水仙灵，不要煮熟
猪肉。可是没多久，就飘出了猪肉被
煮熟的香味，最后猪肉被煮得滚瓜烂
熟。这些深信不疑的百姓傻眼了，果
然圣水是骗人的。李德裕用事实证明
圣水的传言是假的，从此人心逐渐安
定，谣言也就不攻自破。

为此，李德裕专门给皇上写了一
篇《亳州圣水状》，报告事情的来龙
去脉。

李德裕把自己亲自调查的结果上
奏给皇上，从中可以看出，受谣言祸
害者甚多，不禁止终将危害社会安
定，百姓不仅会遭受经济损失，更重
要的是许多人迷信圣水不去就医，还
会危及生命。李德裕以“以子之矛，
陷子之盾”的招数，终让百姓醒悟，
可谓聪明之至，的确是打破谣言的好
办法。

北宋科学家沈括 （1031~1095
年），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嘉祐
八年（1063年），进士及第，授扬州
司理参军。宋神宗时参与熙宁变法，
受王安石器重，历任太子中允、检正
中书刑房、提举司天监、史馆检讨、
三司使等职。其中两次任职宣州，他
以科学的精神，破除谣言，坚决支持
修建秦家圩，即后来的万春圩，造福
了一方百姓。

皖南宣州境内有一条江叫青弋
江，其下游的秦家圩 （今在芜湖境
内）历史悠久，宋初被水毁之后，八
十多年间一直未能修复。原因是，当
地对于修复与否存有争议和谣言的影
响。其实，早在唐末对此就开始了争
论。因为圩田可以扩大耕地面积，但
汛期破圩又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
损失，本来是好事也有可能变成坏
事。尤其是，有人传言说：“圩水之
所处，皆有蛟龙伏其下”，意思是不
能动了蛟龙，动则贻害无穷，百姓遭
殃，这些传说直接影响了工程的实
施。直到宋仁宗嘉祐六年 （1061
年），宋廷才派时任宣州宁国令沈披
前往考察修圩事宜，此时沈括正在宣
州任一个小小的税官，他与哥哥沈披
一同前往考察。由于沈括精通水利，
善于测算，并依据修建“圩田”的理
论与实践，针对不赞成修圩者的意

见，逐条给予辩驳，提出了自己的治
理方案。这就是北宋时期传承下来的
著名的“圩田五说”。其中关于蛟龙
为害，作为科学家的沈括说道：“圩
外大河之水穿堤，天长日久，其下不
得不为渊，渊深而岸废。”堤岸因天
长日久不予维修，遇到大水坍塌是正
常的，根本不是蛟龙作怪造成的。

沈括驳斥了谣言后，也提出了一
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因为沈括的这个
方案，有理有据，科学可行，所以得
到了宋廷的支持，秦家圩如期按沈括
制定的修复方略付诸实施，并很快完
工。宋仁宗很高兴，当即获悉赐名

“万春圩”，一直沿用至今。看到自己
拟定的方案顺利完工，沈括也很高
兴，亲自写了《万春圩图记》记载了
此事，还绘制了万春圩图。

清 陈宏谋破迷信救“活佛”

宋 沈括否定“蛟龙毁堤”谣言

唐 李德裕煮肉破圣水

《花神胜会》局部。 潘振镛 绘
春分前后，正是出游放纸鸢的日

子。 资料图片

《春社图》局部。 张 翀 绘

壹 贰

叁

肆

《李德裕见客图》。 张大千 绘

万春圩。 资料图片

《孔子杏坛讲学图》局部。
孔维克 绘

人面鱼纹彩陶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