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桃花的历史文化始终耐人品寻。正如苏轼笔下所描写的“争开不待叶”，古
人向来喜欢用桃花象征春天，不仅如此，桃花也常常被用作对爱情的象征，或用来
表达对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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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岁岁笑春风

古时候，在文人志士“修身治国
齐天下”与“归隐田园寄情山水”的
矛盾之间，桃花常常被用作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再现着古人的自然观以及
对人生哲学的思考。同时，桃花中也
蕴含着古人们对爱情的象征、慨叹、
寄托。

刘禹锡曾作《竹枝词·山桃红花
满上头》，感叹：“山桃红花满上头，
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
水流无限似侬愁。”

传说《钗头凤》就是陆游惋惜与
唐婉的凄美感情而作，其中“桃花
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莫、莫、莫！”等词句成了传世经典。
而唐代崔护的《题都城南庄》也是千
古传诵之作，诗曰：“去年今日此门
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
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相传，崔护在
清明踏青时邂逅了一貌美少女，二人
互生情愫，崔护对少女念念不忘，但
次年清明再去寻访少女时，少女却已
病逝。此后“人面桃花”四字常被后
世文人墨客用来感慨世事无常、刻骨
铭心之事。

总体来说，古时候桃花既得帝王
贵胄的偏爱，也是点缀寻常百姓家的
胜景。如元稹的 《南家桃》 中则写
道：“南家桃树深红色，日照露光看不
得。”描述着一番最为朴实又惬意的景
色。

泱泱历史长河流经，桃花成了我
们民族集体记忆的沉淀，构造出悠远
而深厚的桃花文化。 据《北京晚报》

先秦《诗经·周南·桃夭》里有
一句脍炙人口的“桃之夭夭，灼灼其
华”，诗篇贺的是新婚、描绘的是新
嫁娘，而用来映衬这喜庆场景的，便
是绚丽的桃花。

桃花是中国传统园林花木，每每
天色仍春寒料峭时，光秃秃的桃树枝上

却已呈含苞怒放之
势。《吕氏
春秋》 和
《礼记·月

令》中都记载着“仲之月桃始华”，
古时候的春季常被分为孟春、仲春、
季春，这里的“仲”约为公历三月。

桃树整体上分为果桃与花桃两
类，在 《礼记》 中，桃与李、梅、
杏、枣一同被列为祭祀神仙的五果，
而生活中常见的碧桃、寿星桃等都是
典型的观赏类桃木，花型多为复瓣和
重瓣，品种繁多，单是碧桃就又分为
白碧桃、红碧桃 （即绛桃）、粉碧
桃、花碧桃和洋碧桃等。

作为桃树的故乡，中国栽培桃树
的历史悠久。诗经的 《国风·魏
风·园有桃》中有“园有桃，其实之
肴”之说；《大雅·抑》中也有“投
我以桃，报之以李”，这便是“投桃
报李”的由来。至唐宋年间，各地植
桃更为普遍，例如白居易任忠州刺史
时，便在庭院中亲手栽种了许多桃
树，更写下了“何处殷勤重回首，东
坡桃李种新城”的诗句。

桃花不仅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还
曾被制成桃花糕、桃花丸、桃花茶等
食品，具有疏通经络、滋润皮肤等药
用价值。古人对其美容价值的认识很
是久远，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
中也记载着“桃花三株，空腹饮用，
细腰身”。

古代文人在描摹春景铺陈春光
时，最是喜欢以桃花落笔。陆游的
《泛舟观桃花》便是以花和酒答谢春
日，诗曰：“桃源只在镜湖中，影落
清波十里红。自别西川海棠后，初将
烂醉答春风。”又如宋代诗人黄升的
《重叠金·除日立春》中写道：“一笑
绕花身，小桃先报春”，而陈亮的
《采桑子》亦云：“桃花已作东风笑，
小蕊嫣然，春色喧妍。”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桃花象
征着“春”，也象征着生机盎然。显
然，桃花文化中包含着对自然与生命
的崇敬。

桃之故乡 泱泱悠长

若要追溯桃文化的起源，不得不
联想到《山海经》中关于夸父追日的
神话：“夸父追日，道渴而死，弃其
杖，化为邓林。”其中的“邓林”即是
指桃林。显然，在古时候的传说中，
桃是“救命”的象征。

关于桃花的另一则著名传说就要
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了：“忽逢
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
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
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
源，便得一山，山有良田美池桑竹
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陶渊
明笔下的桃花源显然是令人神往的
世外佳境，成为无数仁人志士追求
美好生活的向往。

也是因此，古人们喜爱用“桃
花”作为地理上的命名，如“桃花
坞”“桃花庵”等。唐伯虎更是写下了

脍炙人口的 《桃花庵歌》，描写道：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
钱……”唐伯虎以桃花仙人自喻，用

“老死花间酒”的生活方式去对比“鞠
躬车马前”，暗含着对平凡真实的生活
的歌咏。

不仅如此，桃花也有着辟邪的象
征意义，如《齐民要术·种桃篇》中
记载，“东方神桃九根，宜子孙，除凶
祸”，汉代《风俗通义》记载，“腊除
夕饰桃人……葵以卫凶”。可以说，古
时候“桃花”既联系着百姓的安居乐
业，也联系着太平盛世与国家兴衰。
正如《尚书》记载，“周武王克商，归
马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这
一周武王凯旋后和平景象的描述，正
是用了桃花做衬，可见桃花对美好生
活的特殊意义。

借桃花喻美好生活

用桃花寄托爱情

《桃花图》 邹一桂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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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的前世今生
逢年过节，人们总爱说一句“万

事如意”，看似朴实无华的“如意”二
字，其中蕴含着无限美好的祝愿。出
于对“如意”的期盼，古人将一种器
物就称作是“如意”，历朝历代，上至
王侯将相，下至僧侣市井，无数人对
其爱不释手，在存世的各种画像中，
如意的出现数不胜数，各式人物的手
中、身边总会放上一柄如意。而皇帝
们更是如意的顶级收藏者，据悉，仅
故宫一处即有明清两代如意2000余
柄，可以说是蔚为大观。

如意的前身是痒痒挠

出家的僧道尤其喜欢如意，无论

是清修或者是法事，身边总离不开一
柄。道家典籍记载，“如意皇帝所制，
战蚩尤之兵器也。后世改为骨朵，天
真执之，以辟群魔”，将如意的发明权
归给皇帝自然是无稽之谈，但也见得
如意的发明时间极其悠久，甚至于无
书可考、无迹可查。据考证，如意早
在秦汉就已盛行，三国孙权时曾经在
地下挖出了一个白玉如意，把柄处雕
刻龙虎及蝉形，当时有人分析称秦始
皇为了断绝金陵王气，平山填川，在
各处埋藏宝物以改变风水，这如意便
是当时的宝物之一。

相比这些虚无缥缈的传说，宋代
一位僧侣的记述倒是可行度极高，他
说如意就是古时候的“爪杖”，是用
骨头、兽角、竹木等物雕刻成人的手
指状，脊背上有瘙痒之处为手之不能
及时，也可以不用烦劳他人。这种器
具能够如人之意，所以称之为“如
意”。

古印度也有一种类似的器具，僧
侣在各地行走化缘的时候常会随身携
带，称为“阿那律陀”，意为“无
灭”，而其作用则与中国的爪杖别无二
致。“阿那律陀”又被译为“如意”，
也许正是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来自考古学家的发掘更证明了如
意历史悠久。在对山东曲阜鲁国故城
进行发掘的过程中，曾经发现过两件
牙雕残器，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东周列
国时期，器物一端被做成了手掌形
状，指尖向下弯曲，手腕处链接圆柱
形长柄。这一形制与我们现在所用的
痒痒挠别无二致。

可见，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如
意”这一器具的发明和使用都至少有
几千年的历史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
中，其形制不断发生变化，一部分做
工精美的从实用器变成了陈列器，如
意也与痒痒挠分道扬镳了。从实用器
向陈列器转化的背后是历史的发展与

文明的进步。
有关如意还有许多典故。孙权之

子孙和曾在舞如意时误伤爱妃，爱妃
伤好后留下一点疤痕，反而比受伤前
更为美丽，引得时人纷纷效仿。晋代
王敦酒后常以铁如意敲打唾壶，以抒
心中不平之志，久而久之竟将唾壶边
缘敲出许多缺口来。而同是晋代的石
崇，在与王恺竞富时，曾以如意敲碎
珊瑚树，其豪横可见一斑。

当然，最爱如意的莫过于帝王之

家。清代康乾盛世，每逢祝寿贺喜，
必使王公大臣进献如意，乾隆曾有诗
云：“处处座之旁，率常陈如意”，而
慈禧六十六岁大寿时，竟有官员一次
献上九盒共八十一柄如意，称之为

“九九如意”，其精巧程度为历代所难
以企及。

诗词中的如意

古人爱如意，也常常将其写进诗
词当中。

唐朝著名诗僧皎然曾经以如意入
诗赠师长：“缥竹湘南美，吾师尚毁
形。仍留负霜节，不变在林青。每入
杨枝手，因谈贝叶经。谁期沃州讲，
持此别东亭。”竹子虽然已经不复原
貌，但是将竹子做成的如意持在手
中，则会想起师徒坐而论道的日子，
如意虽小，大道至深。

宋末谢翱也有名诗 《铁如意》，
“仙客五六人，月下斗婆娑。散影若云
雾，遗音杳江河。其一起楚舞，一起
作楚歌。双执铁如意，击碎珊瑚柯。
一人夺执之，睨者一人过。更舞又一
人，相向屡傞傞。一人独抚掌，身挂
青薜萝。夜长天籁绝，宛转愁奈何。”
此诗据传是谢翱为文天祥招魂所做，
原本寄托美好情感的铁如意转瞬变成
了金戈铁马的信物。

而乾隆皇帝所做的 《咏白玉如
意》则寄寓了一代明君在新年对国家
的关心：“和阗供岁供，制器玉工闲。
虽曰来之易，能忘获以艰。新年符吉
兆，代语得心闲。永愿洗兵马，休言
致白环。”看来，贵为天子的乾隆也并
非不知这白玉如意的来之不易。

如今，虽然人们并不经常使用如
意，但是，如意何尝离开过我们的生
活，逢年过节，只要互相道一声“万
事如意”，如意就在我们的心里。

据《海南日报》《罗汉搔背补衣图》 佚名

金星玻璃灵芝式如意。

掐丝珐琅天保九如九九如意。

白玉嵌彩石鹌鹑如意。

三月，云淡风轻，傍花随柳，正适
合活动活动筋骨，伸展伸展拳脚。那
么，古代女子都有哪些游艺方式呢？

荡秋千

“秋千者，千秋也。汉武祈千秋之
寿，故后宫多秋千之乐。”秋千被赋予
了“千秋”的美好寓意，也在宫廷和民
间流传开来，成为女子喜爱的游艺活
动。常见的秋千主要分为三种形式。

普通秋千：“植木为架，上系两
绳，下拴横板，人立于板上”，横板离
地面有高有低。“担子秋”：需要两人合
作，“竖长柱，设横木于上，左右各坐
一个，以互落互起而飞旋不停”。“车轮
秋”：即“植大木于地，上安车轮状圆
轮，在呈辐射状横木上，系绳于下，以
架坐板”，当车轮悬空转动，人在秋千
上奋力荡高，一争高下。

《清宫述闻》载：“翊坤宫廊下有秋
千，今尚存。”至今翊坤宫的廊下仍留有
当年悬挂秋千的大铁环。故宫博物院收
藏有一件清晚期的木秋千，想必当年后
妃们也曾嬉戏其上吧。

投壶

投壶源于六艺（礼、乐、射、御、
书、数）中的射礼，出现于春秋战国时
期，开始是将箭身投向宴会中的酒壶，
后逐渐演化出投壶专用矢和壶具，并取
消了一些繁琐的礼节。宋代的投壶更为
兴盛，《渑水燕谈录》载司马光“每对
客赋诗谈文或投壶以娱宾”，可谓一个
不折不扣的“投壶发烧友”。

投壶讲究技巧，并有很大的运气成
分在里面，所用道具也十分简单，非常
适合女子闲暇时消遣娱乐。

双陆

双陆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棋类游戏，
也叫“握槊”“长行”。双陆的棋盘有双
门，每边 12 陆，12 陆中又分左右 6
陆。配有两色各15枚棋子和两个骰子。

毽子

唐海沂在 《我的两位姑母——珍
妃、瑾妃》这篇文章中说：“踢毽时瑾
妃要把大衣襟的下摆拉起来塞在腰搭
上，和我赛着踢、对着踢。当她自己踢
时，越踢越带劲，有时把毽子踢到前殿
挂匾后边，这时宫女便传来小太监用竹
竿弄下毽子再接着踢。姑母踢毽子的姿
势很好看，前踢、后踢、左踢、右踢，
雪白的鸡毛毽子，在姑母脚下来回旋
转。”

金易先生在《宫女谈往录》中记载
了宫女们制作毽子的材料和方法。小小
毽子的选材可谓十分讲究。“我们做键
要用鸭子毛，不是普普通通的什么鸭子
毛全行，必须是要用公鸭子鸭尖上头的
那根毛。脊椎骨把鸭子的毛分为两半，
只有脊椎骨到最后尾巴的地方，正长在
脊椎当心，孤挺挺地立着，我们就要这
根毛。”

怎样制作毽子才最合脚？“扎毽用
的底盘，要找两个制钱：康熙制钱和乾
隆制钱。就这两种制钱合适，不轻不
重，大小般配。”

捶丸

捶丸类似于今天的高尔夫球，比赛
时以木棒或竹棒击球进穴得分，盛行于
宋辽金元时期，到了清代捶丸渐渐衰
落，只有妇女和儿童间仍有捶丸者。

据学习强国

古人春天的游艺活动

《姚大梅诗意册》（局部）
任 熊 作

《月曼清游图册》 陈 枚 作

泪妆

据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
载，在唐玄宗的宫中，曾流行过泪妆，
其最大特点是舍弃胭脂，仅用妆粉涂满
整脸，好像刚哭过，没心思上妆一般。

醉妆、桃花妆与飞霞妆

还有一种妆容与泪妆恰恰相反，用
胭脂涂满整个面颊，只在鼻梁上扑妆
粉，留出一条狭长的白色，人为制造出
醉酒的效果，还特地取名醉妆。

在醉妆的基础上，如果胭脂涂抹得
淡一些，就被称为桃花妆。如果颠倒一
下妆粉与胭脂的顺序，即先将胭脂涂满
整个面颊，再罩上一层白粉，呈现一种
朦胧的美感，就叫飞霞妆。

墨妆与血晕妆

唐朝还流行过不少用现代的眼光看
很另类的妆容。

白居易《时世妆》中记载过一种妆
容：不涂妆粉，在双颊涂上红褐色胭
脂，描出一对八字眉，再在嘴唇上点出
黑色口脂。诗人感叹这是颠倒黑白、以
丑为美，这种妆容被称为墨妆。

而据《唐语林》记载，唐穆宗长庆
年间，又兴起了一种血晕妆，先把眉毛
剃光，然后用红色或紫色胭脂，在双眼
上下画出三四条晕痕。

珍珠花钿妆

到了宋朝，妆容变得淡雅，“浅拂胭
脂轻傅粉，弯弯纤细黛眉长”，贵族女性
喜欢在脸上贴珍珠，这叫珍珠花钿妆。

花钿妆在两宋之前已经盛行，是用
金、银、贝壳、云母等做成各种花形饰
品，贴在额头、鬓角和脸颊。粘贴花钿
的介质，古时候多采用呵胶，由鱼鳔制
成，粘贴花钿时，只要对它呵气，同时
蘸上少量口液，就能很容易贴到脸上。
卸妆时，只要用热水一敷，便可揭下。

三白妆

三白妆最初源于唐朝妆容里的“三
白法”，即面部施以胭脂，额头、鼻子
和下巴则涂上妆粉，但相对于妆粉之
白，更突出胭脂之红，呈现出一种活力
健康之美。到了宋代以后，尤其在明
朝，则有了变化，从唐寅《王蜀宫妓
图》中可以看出，胭脂清浅，妆粉突
出，呈现出一种文雅恬静之美。

据学习强国

古代女子的出游妆

春光正好，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人出游时，喜欢穿戴各朝汉
服并挽上相应发髻，其实除了服饰，还有相应的面部妆容。今天
为大家盘点一下唐朝以来历代女子的妆容。

《唐人宫乐图》中的桃花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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