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文化历史文化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表示
孟夏时节的正式开始。漂亮的帽子是
这个时候不可或缺的服饰。帽子曾经
是特权和地位的象征，如今成为人人
都可以享用的时尚饰品。

古代平民不能戴帽子

现在人人都可以拥有一顶帽子，
但在古代，戴帽子可没这么简单。

在我国古代，无帽而有巾，人们
用丝、麻制的巾来包头或扎发髻，如
今西南少数民族使用的“包头巾”便
是历史遗留。据史书《玉篇》记载：

“巾，佩巾也。本以拭物，后人着之于
头。”由此可见，巾原是劳动时围在颈
部擦汗用的布，由于自然界中风沙、
酷热、寒流对人类的袭击，人们将巾
从颈部逐渐裹到了头上，在保暖、防
暑、挡风、避雨、护头等实用功能的
基础上，逐渐演变成帽子的形式。

奴隶社会时期，帽子一开始只是
在官僚统治阶层普遍使用，不过那时
人们戴帽子不是为了御寒，而是象征
着统治权力和尊贵地位。这时的帽子
叫“冠”和“冕”，只有帝王和文武大
臣可以戴。最初皇帝戴的帽子叫

“冕”，士大夫戴的帽子叫“冠”，标示
其地位和权力的大小，形成一种官僚
秩序，就是所谓的中国古代冠冕制
度。《释名》 提到：“二十成人，士
冠，庶人巾”，可见只有士以上的人才
可以戴帽子，其他平民百姓都没有戴
帽子的权利。

春秋战国时期，像孔子、孟子这
样的大学者也不能戴帽子，而是用帕
头裹头。他们教育学生要树立“轩冕
之志”，“轩”是车子，“冕”是帽子，
意思就是当官走仕途，可见当时坐车
子和戴帽子是官员仅有的特权。

提起官帽就不能不说乌纱帽。乌
纱帽原是民间常见的一种便帽，官员
头戴乌纱帽起源于东晋，但作为官服
的一个组成部分却始于隋朝，兴盛于
唐朝，到宋朝时加上了双翅。乌纱帽
按照官阶在材质和式样上是有区别
的。据说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为防止
议事时朝臣交头接耳，下诏书改变

“乌纱帽”的样式：在“乌纱帽”的两
边各加一个翅，这样只要脑袋一动，
软翅就忽悠忽悠颤动，皇上居高临
下，看得清清楚楚。由于帽翅有一尺
多长，所以走起路来便会上下颤动。
为了保护帽翅以免碰掉帽子，官员们
都养成了小心翼翼走路的习惯。宋陆
游《探梅》诗云：“但判插破乌纱帽，
莫记吹落黄金船。”

游牧民族把皮帽带入中原

随着社会的发展，到魏晋南北朝
时期，社会动乱，冠冕开始流行于民
间的儒人雅士。晋人陆机《幽人赋》

中说“弹云冕以辞世，披霄褐以延
伫”。更重要的是，这时北方的胡人带
来具有实用意义的帽子——保暖效果
极佳的皮帽。

皮帽历史久远，远古人类“穴居
野处，衣毛而帽皮”，皮帽子和衣着一
样，开始都是为了防御酷暑和严寒而
制作和穿戴的。北方民族在狩猎业普
遍发展起来后，在制作毛皮衣着的同
时，就开始制作御寒的皮帽了。不过
因为中原地区普遍“汉化”，游牧民族
的皮帽子并没有流行起来。

隋唐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社
会风气逐渐开放，特别是盛唐时期的
开放风气，帽子的特殊象征逐渐淡
化，但是仍作为一种地位的象征流向
民间。一般的读书人和有钱商人及其
子弟可以戴帽子，但是仍有区别，有
规定的样式，如典型的书生帽和商人
帽在五代和宋朝时期比较流行。一般
老百姓还是用布把头发束起和包裹起
来，叫“方巾”。

元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帽子
终于开始逐渐流行中原，有皮帽、毡
帽，元朝皇帝戴的帽子也有用珍贵的
皮毛做的，上面镶有珠宝。

到了明朝则又恢复了汉人的“冠
冕制度”。清朝入主中原后上至皇帝下
至贫民都可以戴帽子了。到清朝末
年，西方文化传入，帽子又在社会上
普遍流行起来，上至官僚商人，下至
车夫乞丐都喜欢戴帽子。在影视剧中
可以看到，那时出席宴会的绅士头戴
高贵礼帽，而拉黄包车的车夫头戴毡
帽，甚至乞丐都在用帽子放钱。

在现代社会，戴一顶新潮的帽子
是时尚女性追求美的体现，特别是夏
天戴的凉帽，已然成了女性夏季防晒
装饰必备用品。无论城市的大街小
巷、旅游胜地，还是乡间田野，一顶
顶漂亮的帽子如同一朵朵盛开的花
朵，给城市和乡村平添了几分色彩。

据《北京日报》

帽子：从身份到时尚的变化

孔子时代文人多戴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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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趣谈文史趣谈

贸易总是能增加社会总福利。随
着海上贸易的深入发展，外来香料进
入寻常百姓家。苏东坡所处的宋朝，
恰是外来香料进入中国的巅峰时期。文
献记载，当时进口的香料达一百多种，
常见的如乳香、龙涎香、龙脑香、沉
香、檀香等，可入药、食用、化妆、熏
衣、制烛等。它们来自大食、天竺、交
趾、三佛齐、阇婆等国，以从大食、交
趾、三佛齐进口香料最多。

南宋初年，政府财政收入不满千
万，市舶利入达 200 万缗 （mín）。
对外贸易收入已成南宋政府不可或缺
的财源，宋朝对海外贸易也愈加重
视。对那些能招揽外商来华贸易，增
加政府收入或负责搬运香料的官吏，
宋政府多授予官爵或其他奖励，外商
招徕多者，也会赐宴给予慰劳，押送
香料到京城的官员，给予相应的物质
奖励。由于香料等价值比粮草要高得
多，而重量要轻得多，南宋政府甚至
直接以香料作为类货币的交换物资，
用于向民间购买支付使用。

从13世纪开始，胡椒在香料输入中
所占的比重增大。马可·波罗曾在
其游记中写道：杭州每天消费的胡
椒达“每担为二百三十磅的四十四
担之多”。在元代中国最大的贸易港泉
州，胡椒输入量令马可·波罗惊讶：“如
果有一艘要出售给基督教诸国而装载着
胡椒的船只进入亚历山大港口的话，那
么将有相当于百倍的船来到泉州。”虽
然这种描述似有夸大之嫌，但胡
椒比重之增加是毋庸置疑的。

在唐代，胡椒主要用作珍贵
药物，只在“胡盘肉食”中用作
调料。宋代也是如此，胡椒依旧是
珍品。明朝中后期“珍品”胡椒逐渐
变成“常物”，被平常百姓广泛使用，
这与郑和下西洋有很大关系。

郑和下西洋导致胡椒大量涌入，

为处理胡椒过剩，明朝政府以胡椒、苏
木等香料折支俸禄，以俸禄的形式分配给
文武官吏，一方面维持香料贸易的高额利
润，转嫁了国家财政危机，另一方面胡椒
流入了更广泛的人群中，价格大幅下降。
洪武（1368年~1398年）末年每百斤值
银20两的胡椒到宣德 （1426年~1435
年）年间仅值银5两。粗略估计，15世
纪至16世纪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收购的胡
椒年达5万包（约125万公斤），等于17
世纪上半叶胡椒从东方输入欧洲的总
数。正因为如此，郑和下西洋在中国激
发了一场“舌尖上的革命”，民间广泛流
传起来关于“胡椒”的各种食谱。

对胡椒的渴望促进西方完成了地
理大发现。价格昂贵的胡椒是葡萄牙
人向东方找寻新航路的原因之一，当
达伽马携带胡椒返回里斯本时，里斯
本胡椒价格当天跌落一半。同样当郑
和携带大量香料回国时，国内胡椒价
格跌落，胡椒变得更加家常，老百姓
也可以用得起。胡椒等各种香料漂洋
过海，通过海上丝路，包括原地产在
内，所过之处都给当地带来了经济的

繁 荣 与 社 会 的 兴
旺，谱写一段沟
通中外的香料传
奇。据《今晚报》

郑和下西洋带来“舌尖上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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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历史悦读历史

据史料记载，秦始皇曾规定，嫔
妃在正式场合必须戴花，宫女也要戴
花。东汉时期也有簪花的习俗，四川
成都永丰天回山出土的东汉墓女俑，
其发髻上就戴着四朵大菊花。据《晋
书》的记载，三吴的女子听说织女去
世，互相戴上白色的茉莉花表示哀悼。

到了唐代，簪花已经是女子之间
相当流行的一种装扮了。白居易的
《长恨歌》里有一句，“云鬓半偏新睡
觉，花冠不整下堂来”，说的就是当时
住在蓬莱仙宫的杨玉环，得知唐玄宗
的使节到访，来不及整理妆容，匆匆
忙忙出来相见，所谓“花冠”便是其
戴在发髻上的一种花饰。《开元天宝遗
事》中还有唐玄宗为杨贵妃戴花的情
节，御花园里新开了桃花，玄宗亲自
折了一枝，插在爱妃的发髻上。

唐代女子 争戴金茎花

彼时，不仅仅是举国上下最受关
注的女性之一杨玉环，民间乡野的普
通女子也喜欢簪花。尤其是在阳春三
月，春花盛开，普通的女子平时消费
不起绫罗绸缎做成的假花，此时却有
更加灵动美艳的鲜花可戴。元稹的
《村花晚》里就描述了乡间小女儿们摘
花、戴花的娇俏劲儿：“三春已暮桃李
伤，棠李花白蔓菁黄。村中女儿争摘
将，插刺头鬓相夸张。”

《杜阳杂编》是唐代的一部笔记小
说，里面有一段关于妇女争戴金茎花
的故事。这种花像蝴蝶，若微风迎
面，则飘飘摇摇飞舞起来。因为金茎
花轻盈美丽，妇女喜欢采它来做头
饰，而且当时还有这样一句话，“不戴
金茎花，不得在仙家”。有人说金茎花
就是黄蝴蝶花，但是很难定论。其
实，这种出现在笔记小说中带着仙气
的花儿到底是什么也不是那么重要，
毕竟当时的妇女以戴花为美才是我们
关注的焦点。

在唐代，簪花除了是一种美化装
饰，还是秋天里重阳节的一种风俗。
王维的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
有一句，“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
少一人”。这里的“插茱萸”说的就是
重阳节里鬓发插花的风俗。除了插茱
萸，他们还戴菊花，有诗为证，杜牧
《九日齐安登高》：“尘世难逢开口笑，

菊花须插满头归。”

宋代男子 戴花是荣誉和恩宠

其实，宋代男子开始不那么爱戴
花，毕竟在世俗的眼光里，戴花往往
是女性的一种装扮方式。但是，宋代
高层的统治者可不这样认为，他们赏
赐下属花，这是荣誉和恩宠，下属应
该亲身好好戴着，而不是让随从捧在
一边。

从宋太宗时，皇帝会为每年的新
晋进士摆喜宴簪花。当年司马光考取
功名，参加庆贺喜宴。众人都戴着皇
帝赏赐的花，只有他因为觉得自己出
身寒家，不喜欢奢靡而未戴。同年考
取功名的人看见了，觉得不妥，跟他
说，这是皇帝赏赐，必须戴，君命不
可违，司马光这才簪花一枝。

诗人杨万里曾在诗里写过宫中筵
席上的簪花盛景：“春色何须羯鼓催？
君王元日领春回。牡丹芍药蔷薇朵，
都向千官帽上开”。另一位诗人姜燮也
写过满朝上下的簪花热闹：“万数簪花
满御街，圣人先自景灵回。不知后面
花多少，但见红云冉冉来。”而且在当
时，不同级别的官员会被赏赐不同颜
色和质地的花。据 《宋史》 的记载，

“大罗花以红、黄、银红三色，栾枝花
以杂色罗，大绢花以红、银红二色。
罗花以赐百官，栾枝，卿监以上有
之；绢花以赐将校以下。”

洛阳民俗 无论贵贱都爱簪花

随着上层统治者对簪花的重视和
认可，以及民间兴起的一些关于簪花
可沾喜气并辟邪的民俗，簪花在宋代
男子间也流行开来。当时的文豪苏轼
就很喜欢簪花，他的一些诗词里都有
这方面的描写。苏轼在杭州做通判
时，曾应邀去当地的吉祥寺赏牡丹，
赏花自然也要戴花，“人老簪花不自
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
笑，十里珠帘半上钩。”再如他的《答
王巩》：“子有千瓶酒，我有万株菊。
任子满头插，团团见花不见母。醉中
插花归，花重压折轴”。戴牡丹，戴菊
花，在《次韵子由月季花再生》中则
戴月季花：“聊将玉蕊新，插向纶巾
折”。

限于文字资料的留存，上文所举
的例子大多是关于朝中官员的簪花经
历，其实在男子簪花盛行的那一段宋
代历史中，百姓也喜欢。到底有多喜
欢，未能搜索到更为具体详细的资
料，但从一些文人的诗词散文中或可
窥见一斑。欧阳修在 《洛阳牡丹记》
中就曾如是记录：“洛阳之俗，大抵好
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
者亦然。”洛阳的民俗是老百姓喜欢
花，春天花开的时候，无论贵贱都爱
簪花，即使是挑担子卖苦力的人也是
这样。 据《华西都市报》

古人“簪花”趣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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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立夏习俗知多少古代立夏习俗知多少
5月5日是立夏节气，预示着春天结束，夏季开始。这

时，艳阳高照、万物并秀，夏收作物进入生长后期。在古
代，立夏都有哪些趣味的习俗呢？

立夏的另一个名字叫立夏的另一个名字叫““春尽春尽
日日”。”。白居易在其著名诗作白居易在其著名诗作 《《春尽春尽
日日》》中中，，就生动地描述了这一时节的就生动地描述了这一时节的
美好景致美好景致：“：“芳景销残暑气生芳景销残暑气生，，感时感时
思事坐含情思事坐含情。。无人开口无人开口共谁语，有酒
回头还自倾。醉对数丛红芍药，渴尝
一碗绿昌明。春归试遣莺留语，好住
安园三两声。”

在中国古代，立夏对以农耕为主
的中国人来说有着今人难以想象的重
大意义。正因如此，中国人自古就有
关于立夏的众多风俗礼仪。

秤花八十七 活到九十一

冬天不减肥，夏天徒伤悲。很多
人认为这是句戏言，实际上这句话有
民间习俗作为基础。清人秦荣光《上
海县竹枝词》中一首写立夏风俗的作
品这么说：“立夏称人轻重数，秤悬
梁上笑喧闺。”

立夏这天要称体重，怎么称？一
般来说，就是在屋梁或大树上挂一杆
大秤，双手拉住秤钩，两足悬空；小
孩坐在箩筐内或四脚朝天的凳子上，
箩筐或凳子吊在秤钩上。

体重增加了叫发福，体重减了叫

消肉消肉。。据说立夏之日称了体重后据说立夏之日称了体重后，，就就
不怕夏季炎热不怕夏季炎热，，不会消瘦不会消瘦。。人们希望人们希望
通过称人这个举动通过称人这个举动，，添福增寿添福增寿。。

朝廷吃冰块 民间喝冷饮

明人刘侗在《帝京景物略》中这
样记载：“立夏日启冰，赐文武大
臣。”可见在明代，一到立夏这天，
朝廷掌管冰政的凌官就要挖出冬天窖
存的冰块，切割分开，由皇帝赏赐给
官员。

其实，皇帝立夏赐冰并非起于明
代。据考证，两宋时期皇帝立夏赐冰
给群臣就已经成为一项惯例和习俗。

而在民间，古代百姓人家立夏日
虽不能得冰，却也有在这天喝冷饮
的习俗。明代 《帝京景物略》 载
云：“立夏日启冰……编氓 （老百
姓） 得卖买，手二铜盏叠之，其生
磕，曰‘冰盏’。”

煮好囫囵蛋 孩童来斗蛋

立夏这天，小孩忌坐石阶，如果
坐了，就要坐7根石阶，才可以百病
消散。忌坐门槛，否则将招来夏天脚

骨酸痛，如坐了就得再坐上6道门槛
合成7数，方可解魇。过去，母亲择
此日为女孩子穿耳朵，穿耳朵时母亲
要哄孩子吃茶叶蛋，当孩子张口咬蛋
时一针穿过。

立夏时节，是蛋类食品的旺季。
在浙江嵊州，立夏中午，家家户户煮
好囫囵蛋 （鸡蛋带壳清煮，不能破
损），用冷水浸上数分钟，再套上丝
网袋，挂在孩子脖子上。有的还在蛋
上绘画图案，小孩子相互比试，称为
斗蛋。

南方七家粥 北方状元饼

在立夏日，福建周宁县一些
乡村吃“立夏糊”。“立夏糊”分
两类，一是米糊，
一是地瓜粉
糊。大锅熬
糊汤，汤中
内容极其丰
富，有肉、

小笋、野菜、鸡鸭下水、豆腐等，邻
里互邀喝糊汤。这与浙东农村立夏吃

“七家粥”风俗类似。
北方大部分地区立夏时有制作与

食用面食的习俗，意在庆祝小麦丰
收。立夏的面食主要有夏饼、面饼、
春卷三种。过了立夏，天气将逐渐炎
热，很快就要进入酷暑，届时，大人
和孩子都要面临暑热的考验，尤其是
体质偏弱的孩子，很容易在多变的气
候中生病。

因此，孩子要在夏天的起点养成
良好的健康习惯，既能平和过渡到夏
季，也能减少疾病的发生。

据澎湃新闻

立夏称重。

百姓立夏喝冷饮。 立夏斗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