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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当”是指中了别人的奸计而受骗吃亏，
尽人皆知，但是为什么把受骗吃亏叫做“上
当”，就没有人能说得清了。

关于这个日常俗语的权威解释来自清人
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归入“讥讽类”的“自
上当”一条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清河富室
王氏设质库于邑城，累世矣。代远，子姓繁，有
仍拥巨赀者，有仰此自给者，营业之事，则择一
人主之。”

江苏清河王氏乃属盐业起家的世家大族，
同时也经营“质库”。“质库”指把钱借给典押物
品的人，以收取利息的店铺，俗称“当铺”。
“光绪时，主之者为寿萱观察锡祺。寿萱

好学，好刻书，尝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于营
业不甚措意。”

王锡祺，字寿萱，光绪年间著名的编辑家，
曾捐过一个刑部候补郎中，故尊称“观察”。他
最有名的著作就是研究世界地理的《小方壶斋
舆地丛钞》，这样一位学者，可想而知花费在当
铺经营上的精力十分有限。
“而族众忌之，意其主持有年，必增益多

金，思有以倾之也。乃各出其长物，典于质库，

而必取重值。库伙以典物者之亦主人也，不得
不如数以应之，凡若此者，几于无日蔑有，而因
应穷矣。”

王氏家族的人认为王锡祺主持当铺多
年，一定收益良多，才会有更多的金钱用在刻
书、藏书的事情上，就很嫉妒他。这些股东想
了一个馊主意，把家里多余的东西都拿到当
铺里去典当，预先估算的价格一定高于实际
价值。当铺的伙计哪里敢驳回股东们自己定
的高价呢，只好如数给付，一来二去，当铺的
资本渐渐地被抽空。
“架本不足，寿萱则以假贷资挹注，久之，遂

破产。时人为之语曰：‘清河王，自上当。’盖质
库一曰典当，俗谓质物曰‘当’，为人所欺曰‘上
当’。王氏之当，非寿萱一人所设，族众亦主人，
而各以己物往质，故为‘自上当’也。”

由此可见，清代民间早已把典当物品给当
铺而被当铺所欺或者当铺被典当者所欺称为
“上当”，不过，王锡祺
的“上当”却属于被自
己家族所欺的“自上
当”，可谓异数。

踏青又叫游春、寻春、探春。“胜日寻芳泗
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沐浴明媚的春光，结
伴春游，在踏青中赏春景、感春意、沐春风，观
赏山川风光，游览名胜古迹，做些荡秋千、踢足
球、放风筝、竞龙舟、采百草、狩猎等运动，以消
灾驱邪、健身壮体。千百年来，文人墨客们留
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踏青诗句。

先秦时期，踏青活动始于春分，时人诗
曰：“二月二日踏青节，群人游赏散四郊。”魏
晋时，踏青定于清明前后。届时男男女女聚
于水边，举行“祓除”仪式：沐浴、熏身、除垢祛
病。晋代诗人张华记叙了这一习俗：“暮春元
日，阳气清明。祁祁甘雨，膏泽流盈；习习祥
风，启滞导生；禽鸟逸豫，桑麻滋荣；纤条披
绿，翠华含英。”

唐代时，踏青颇为盛行，人们沐浴着大好
春光，呼朋唤友，或到郊外游赏春色美景，或携
酒相聚而饮，或探访名园，或放风筝。诗人杨
巨源在《城东早春》一诗中写道：“诗家清景在
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
门俱是看花人。”描写了当时人们呼朋引伴春
游赏花的热闹场景。白居易《钱塘湖春行》诗
云：“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
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
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
绿杨阴里白沙堤。”语言朴素，情景交融，描绘
出一幅早春踏青的生动场景。“万树江边杏，
新开一夜风。满园深浅色，照在绿波中。”诗
人王涯也勾勒出了一幅美丽的春游画卷。古
时踏青，人们是很注重衣着的，杜甫《丽人行》
诗中写道：“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
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
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踏青丽人仪态
之娴雅、体姿之优美、衣着之华丽，诗中可见一
斑。踏青既可锻炼身体，还可谈情说爱，“人面
桃花”的典故即从此来，并且成为一则人间佳
话，流传千古。

宋代，踏青春游愈加盛行。宋代诗人张先
《木兰花》诗中写道：“龙头舴艋吴儿竞，笋柱秋
千游女并。芳洲拾翠暮忘归，秀野踏青来不
定。”诗人陆游踏青归来，乘兴写下了《出城》：
“天晴山雪明城郭，水涨江流近驿亭。客鬓不如
堤上柳，数枝春动又青青。”其中，“数枝春动又

青青”一句，算是把春天写活了。吴惟信《苏堤
清明即事》一诗则描绘了一幅因恋春而流连忘
返，以至日暮而归的春游画卷：“梨花风起正清
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
柳属流莺。”游子寻春，日暮笙歌，流莺唱柳，多
么醉人的踏青图。再看徐元杰的“花开红树乱
莺啼，草上平湖白鹭飞。风日晴和人意好，夕阳
箫鼓几船归”，孟郊的“日日出西园，只望花柳
色。乃知田家春，不入五侯宅”，也都是文情并
茂、脍炙人口，写出了人们踏青时的喜悦心情和
热闹场面。

明代，踏青已基本成为一种“定制”。明代
“吴中四杰”之一的杨基在《到江西省看花次
韵》一诗中写道：“东湖东畔柳枝长，满苑飞花
乱夕阳。何处祓除儿女散，过来流水郁金香。”
短短四句，踏青场面跃然纸上，东湖柳枝，满苑
飞花，游人如织，令人欢欣陶醉。

清代，踏青更是成为一种大众活动。“扬
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与朋友踏青，看到蝶飞
鸟鸣，随口吟出一首《春词》：“春风、春暖、春
日、春长。春山苍苍，春水漾漾。春荫荫，春
浓浓，满园春花开放。门庭春柳碧翠，阶前春
草芬芳，春鱼游遍春水，春鸟啼遍春堂。春色
好，春光旺，几枝春杏点春光。春风吹落枝
头露，春雨湿透春海棠……”全文三百多字，
竟然嵌入了68个“春”字，而且自然流畅，文
笔娴熟，描写踏青时的美好风光，具有极强
的画面感，令人回味无穷。清代吴友如《题
画诗》云：“只凭风力健，不假羽毛丰。红线
凌空去，青云有路通。”是对清时踏青放风
筝活动的真实写照。
“逢春不游乐，但恐是痴人。”在春天这个

美好的季节，让我们纵情山水，投身自然，去
游春、寻春，感受春的蓬勃生机，体味生命的
绚烂多姿。

刘过这个人，《宋史》不载其传，但在南宋
朝野，却着实是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

刘过，字改之，号龙洲道人，吉州太和（今
江西泰和）人。他工于诗，善填词，有《龙洲
集》《龙洲词》行世，然而屡试不第，布衣终
生。刘过性格率真，诗词豪放，喜论恢复，为陆
游、陈亮、辛弃疾、张栻等大文豪大学者所激
赏。他喜欢交游，与豪门贵族及文人墨客诗酒
流连，常相来往，宋人的野史笔记中多有记载，
尤其是他与辛弃疾的相识、相交，颇有趣味，一
时传为佳话。

据宋末元初人蒋正子《山房随笔》一书说，
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辛弃疾任绍兴府（今浙
江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时，作为辛弃疾“骨
灰级粉丝”的刘过，狂热地希望拜见这位词坛
巨擘，但当时辛弃疾一未闻过其名，二未见过
其诗，拒绝相见。就在刘过灰心丧气之时，辛
弃疾手下两位监司（监察官员）对刘过熟悉而
钦慕，便给刘过出主意说：“辛帅将在某日举行
宴会，你届时可来，倘若门卫不让进，你就在门
口喧哗吵闹，必可进。”

那日，刘过如期而至，门卫果然不让进，
刘过故意同门卫吵了起来。辛弃疾问何事，
门卫如实报告。辛弃疾听说一布衣腐儒要夺

门而入，不免恼怒。二监司劝道：“刘过也是
个豪杰之士，又擅长诗词，不妨一见。”辛弃疾
作为泰斗级词人，爱才惜才，听说对方有才，
遂让门卫引进。

不过，辛弃疾对其才华还是有些怀疑，所
以待刘过进来便问：“能作诗吗？”刘过说：
“能。”正好仆人在上羊肾羹汤，辛弃疾就让他
以此为题赋诗。刘过说：“暂莫急，请先赐酒一
杯吧。”喝完酒，刘过请辛弃疾限韵。辛弃疾见
刘过喝酒时因天冷哆嗦，酒水流到了衣服上，
即限韵“流”字。

刘过顿了顿，随口吟出一首《赋羊腰肾羹》：
“拔毫已付管城子，烂首曾封关内侯。死后不知
身外物，也随樽俎伴风流。”吟完，辛弃疾拍案叫
绝。原来，刘过在诗中用了两个与羊有关的典
故，一为“管城子”，二为“烂首”。“管城子”在古
代指代毛笔，唐韩愈《毛颖传》即谓毛笔为管城
子，后沿袭，而毛笔常以羊毫制成，此第一个羊
典；“烂首”即指羊头，古代有一首讽刺封建王朝
封爵滥赏的童谣说，“烂羊头，关内侯”，此第二
个羊典。

如此用典恰当、切题精准、符合情境、脍
炙人口的佳作，简直可遇不可求。加上辛弃
疾本身诗风豪放、爱用典故，这恰恰又是刘过
性格和诗作表现出来的特质。所以，辛弃疾
不但拍案叫绝，而且与刘过相见恨晚，立马拉
他入席，推杯换盏，从此订交。此后，刘过就
成了辛弃疾幕府里的常客，诗友中的知音，二
人惺惺相惜。

古人这种以诗敲门、以诗会友、以诗订交的
方式，的确风雅得很，与今人手提烟酒、怀揣财
物去作阿世媚俗的攀附，何啻霄壤之殊。

东汉人陈蕃为我们所熟知，源自他的
一句名言。范晔的《后汉书》和刘义庆的
《世说新语》对此都有记载，大意说，陈蕃十
五岁时，曾在家里空闲的一重院落里读
书。有一天，父亲的好朋友、同郡人薛勤来
串门，顺便看一下陈蕃读书的情况，结果一
走进他居住的庭院，发现杂草遍地，荒芜不
堪，书房内也是尘土满屋，凌乱不堪，薛勤
忍不住批评他说：“有客人来，小伙子你为
什么不打扫房间来迎接呢？”陈蕃毫不羞
愧，说出了一句名垂千古的至理名言：“大
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薛勤
觉得这个孩子志向高远，因而“甚奇之”。

后世对于陈蕃的这句话颇多质疑，
于是有人加以演绎说，薛勤反问陈蕃道：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似乎更合乎
人们的逻辑，一个人连身边的小事都做
不好，怎么可能去做扫除天下的大事呢？

事实上，后边这句话出自清代文学
家刘蓉的故事。刘蓉少年时在家中养晦
堂西侧一间屋子里读书，每当遇到疑难
问题需要思考时，他便在屋中踱来踱
去。屋里地面上有一个坑，刘蓉每次经
过时都会被绊一下，但他也没想着将其
垫平。一天，刘蓉的父亲发现了这个问
题，笑着对他说：“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
家国为？”你连一间屋子都不能治理，还
能治理国家吗？这句话后来便演变成了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不过，历史的发展证明，后世的质疑
并非没有道理。
《世说新语》记载：“陈仲举（陈蕃，

字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
有澄清天下之志。”意思是说陈蕃后来当
了官，一直以澄清天下为理想。不得不
说，陈蕃从小树立扫除天下之志，与他生
活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东汉末期，外
戚、宦官把持朝政，官场昏暗不堪，民不聊
生，心忧天下的士人阶层为之痛心不已。
而陈蕃后来当了大官，掌握了重权，本可
以实现铲除宦官势力、清明朝政的理想，
可最终却因为不善于把握细节而功败垂
成，令人十分惋惜。

永康元年（167），汉桓帝去世，窦太后
执掌朝政。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诏任
命陈蕃为“太傅，录尚书事”，相当于执掌宰
相的大权。当初，桓帝想立宠爱的田贵人
为皇后，遭到了陈蕃的坚决反对，他认为田
氏出身卑微，而窦氏是良家大族，更能担负
起母仪天下的责任。桓帝迫于压力，只得
立窦氏为皇后，所以窦太后执掌朝政后，心
怀感恩之心，立即重用陈蕃。

陈蕃手执重权，铲除为害朝政的宦官
集团有了重要保证。更为有利的条件是，
窦太后的哥哥大将军窦武同怀此心，陈蕃
与窦武二人一拍即合，共同谋划起来。

这本是一件十分机密的事。令人意想
不到的是，陈蕃却突然公开上疏窦太后，指
名道姓地痛陈宦官侯览、曹节、公乘昕、王
甫、郑飒等人与赵娆夫人等宫中女官一起
扰乱天下，认为如果现在不马上处决他们，
一定会发生变乱，危害国家。他甚至要求
窦太后“把臣的奏章给您左右的人看，并让
天下那些坏家伙知道我痛恨他们”。

原本是一件秘密的事情，现在变成了
公开宣战，朝中大臣无不感到震惊，而那些
盘根错节、权势熏天的宦官更是感觉到了
凛凛寒意，起了戒备之心。更为不巧的是，
大将军窦武将一份消灭宦官势力的计划书
遗忘在了他的办公场所，宦官们在侦知此
事后连夜串通消息开会商讨，最后决定先
下手为强。他们先劫持了年仅14岁的汉灵
帝，抢夺印、玺、符、节，宦官王甫召集虎贲、
羽林、剑卓戈士等千余人，假传窦太后的诏
令说窦武谋反，逮捕相关大臣。消息传来，
已经七十多岁的陈蕃愤而率领属官和学生
八十余人，一起拔刀冲进承明门，振臂高
喊：“大将军忠诚卫国，宦官造反叛乱！”最
终力竭被害。

作家蔡东藩回顾这段历史痛心疾首，他
说，陈蕃执掌朝政，窦武手握兵权，两个人协谋
诛奸，本来易如反掌，“肃清宫禁，原反手事
耳”，前提却是“必不动声色，密为掩捕，使妇寺
无从预备，一举尽收”，然后“奏白太后，声罪加
诛，吾料太后亦不能不从”。可笑的是，陈蕃行
事不谨，在明知窦太后对这些人非常信任的情
况下，还向太后絮聒，催促她除掉奸人，使得
“群凶侧目，祸不旋踵”，本应该“诛恶之宜速，
处事之宜慎”，居然还请太后将他的话宣示左
右，“何其寡谋乃尔”！事发之后，“徒率官属诸
生，持刃入承明门，岂寥寥八十余人，遂足诛锄
阉党乎？诛阉不足，送死有余，何其愚也”！

在蔡东藩看来，本来诛杀太监这类的
细活儿，“但付一狱吏足矣”，但是夙怀大志
的陈蕃却昏招迭出，手握一把王炸好牌，最
终却打得稀烂。可见，一个人空有扫除天
下的志向，却未能培养从一屋扫起的习惯，
虑事不细，行事不周，终致一败。

老子说过：“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细
节决定成败，陈蕃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啊。

闰月，是中华传统历法的重要组成
部分。

时间是人类生活的一种维度，为了满
足生产生活的有序进行和记录历史的需
要，人们就必须测量时间，就必须掌握测
量时间、记录时间的方法。不同文明有不
同的计时方式，并形成了不同的历法。大
致主要有阳历、阴历、阴阳合历，中华传统
历法就是阴阳合历。
“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无论阳历、

阴历还是阴阳合历，它们制定的基础都是
太阳与地球、月亮与地球之间的运行规
律。简单地说，阳历是以地球绕太阳公转
一周的时间（即回归年，365日5时48分46
秒余）为基础而制定的历法，又称太阳历，
一年12个月。世界通行的公历就是一种
阳历。阳历也设“闰”，有平年、闰年之分，
每四年一闰，每满百年少闰一次，但只闰
一天，平年365天，闰年366天。阴历是以
月亮绕地球一周的时间（约为29日12小
时）为基础制定的历法，一年12个月，354
天或355天。阴阳合历是一种调和太阳、
地球、月亮运转周期的历法。

我国传统历法把地球自转一周的时
间设置为一天，把从地球上看太阳和月亮
相重合的时候定为一个月的开始，根据月
亮圆缺变化的周期规定为一个月，虽然每
一年的长度可能并不相等，但如果将每一
年的长度平均一下，就可以发现一年大约
就是回归年的长度。这样的历法，既可以
保证月圆之日是在每个月份的中间，又保
证根据月份能够看出四季寒暖变化的情
况。而之所以能够做到调和阴阳，关键就
在于“闰月”的设置。闰月使人们既可以
确定一年周期的起始点，又可以调整历法
上年的长度，使其尽量与回归年接近。
“圣代承尧历，恒将闰正时。”阴阳历

设置闰月的目的就在于“正时”。“正时”，
一是确定岁首，即年度周期的起始点；一
是调整历年长度，使其尽量与回归年接
近。按唐代张季友的说法，设置闰月，功
莫大焉，“天时由之而式叙，国令于焉而合
轨。春生夏长，不失其常；东作西成，孰知
所以。雪应冬而絮落，云识夏而峰起。秋
之夕湛露为霜，春之朝坚冰为水”。因此，
置闰在古代颇受重视。

在我国，设闰月定四时的做法早在四
千多年前已有记载，《尚书·尧典》提到帝
尧任用羲氏、和氏家族中的贤能之士，观
测日月星辰的运行，掌握其规律，并授民
以时。“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
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
工，庶绩咸熙。”这一段话的大意是，帝尧
说：“你们羲氏与和氏子弟，观测天象，得
知一个周期有366日，又用置闰月的办法

调配月与年，使春夏秋冬四时不差，这就可
以治理百官，取得各方面的成功。”大概正是
因为《尚书》的这段记载，后世的人们一般都
将闰月的设置归功于帝尧与羲和。如杜周
士《闰月定四时》诗云——“体元承夏道，推
历法尧咨”，徐至诗云——“积数归成闰，羲
和职旧司”。

先秦时期的闰月，一般放在年终，故有
叫做“十三月”的；汉代初年，以十月为岁
首，九月为年终，闰月放在九月之后，称为
“后九月”。后来，伴随着二十四节气的逐
步完善和加入历法，人们把没有中气的月
份定为闰月。
“中气”，是二十四节气的重要组成部

分。二十四节气分为12个节气和12个中气，
其中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
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小寒为十二节
气，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
暑、秋分、霜降、小雪、冬至、大寒为十二中
气。通常一个月里总会有一个节气和一个
中气，但是个别的月份只有节气而无中气，
这样的月份就成为闰月，像今年的闰二月，
就只有一个节气清明。

民间一般流传着“十九年七闰”或“五年
二闰”的说法，虽然只是近似的说法，但都反
映了闰月到来的周期性规律。其实闰月在
年中的分布也有一定的规律性，比如上半年
的闰月明显多于下半年，闰正月、闰九月、闰
十月、闰冬月和闰腊月都十分罕见。据推
算，从公元1645年到公元3358年的1700多
年中，闰正月和闰冬月各有6个，闰九月和闰
十月各有9个，闰腊月只有1个，时在公元
3358年。

与一般月份相比，闰月是特殊性时间。
围绕这个特殊性时间，民间形成了一定的习
俗活动，至今仍然在一定范围内流传。送闰
月鞋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

在我国不少地方，人们认为有闰月的年
份为多事之秋，于长者不利，在这样的年份
里，出嫁的女儿要给父母送双闰月鞋，父母
穿了闰月鞋，就能逢凶化吉，健康长寿。所
谓“闰月鞋，闰月穿，闰月老人活一千”，一些
地方讲究闰月鞋的鞋面要带有红色，具有驱
邪求吉的作用。

传说明朝时，山东兖州乡间一个叫李花
的美女，被县官娶为妻后得意忘形，连生身
的父母也不放在眼里，和娘家断了来往。后
来李花得病，当地医生束手无策，县官最后
只好请来名医李时珍为她疗治。

李时珍就开了下面的处方：“赶快给娘
家的父母做一双鞋，这样病情就可以减半；
亲手把鞋给老人穿上，病情就可以痊愈；如
果每年的三月初三、六月初六、九月初九探
望父母，此病永不再患。”之后又唱了一首
《三六九闺女回门歌》：

三月三，回娘家植树屋后边；

六月六，小幼树遇旱水灌透；

九月九，莫忘了施肥如浇油。

县官得到妙方，十分高兴，一面说服夫
人做新鞋，一面着手准备树苗。到了三月
三，李花和丈夫带上新鞋和树苗探望双亲，
见到爹娘，心酸落泪，痛哭一场，病情明显好
转。到了六月六和九月九，李花又和丈夫前
来为三月栽下的树苗浇水施肥，由此，李花
和娘家的关系日益密切，病也好了。李花做
鞋送鞋的时间正是闰三月，所以大家称这鞋
为“闰月鞋”，闰月为父母送闰月鞋的风俗也
就流传开来了。

除了鞋，有些地方还会送其他的礼物，比
如在我国台湾地区，出嫁女需要买猪脚和面
线给娘家母亲，通常是两只前猪脚和六把面
线，面线上面还要绑红丝线和春花。江西抚
州一带，出嫁女要送母亲一只银手镯，为母亲
祈福平安。而在铜鼓东山乡地区，民俗以为
闰月年份是“天增岁月人增寿”，这时为老人
准备寿衣、寿材，会起到更好的祈福延年的效
果，如果父母年过六旬，有孝心的子女往往会
在此时准备寿衣、寿材，为其增寿。

也有些地方讲究娘家为出嫁女儿送礼
物，比如江西玉山一带，娘家会在闰月给女儿
送雨伞、蕉扇，寓意娘家是女儿的保护伞，祝
福女儿早生贵子，为夫家招财，财丁两旺。福
建、江西等地还有请出嫁女回娘家吃闰月饭
的做法。如果父母不在了，就由兄弟请。

总体上来看，闰月的习俗讲究维系出嫁
女子与其娘家之间的关系。俗话说，“嫁出去
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在从夫居为主流的传统
社会，女子一旦出嫁，便离开自己生于兹长于
兹的家乡，到另一个陌生的环境中生活，难得
再与亲生父母朝夕相处，所以，如何处理好姻
亲之间的关系，维系出嫁女与娘家，尤其是与
亲生父母、兄弟姊妹之间的情感联系，一直是
民间社会重视的问题。在我国，很多传统节
日里都有出嫁女子回娘家、走亲戚的习俗，就
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的一种社会安排。送闰
月鞋、吃闰月饭也属这类。它借助闰月这一
特殊时间来制造出嫁女与娘家人亲近联络的
机会，从而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双方的情感联
系和精神支持，缓解了出嫁女子在夫家生活
的不适，这从前面讲到的闰月鞋来历的传说
中看得非常清楚。

到了当代，出嫁女子与娘家的关系发生
了变化，送闰月鞋这样的做法，更多表达的
是出嫁女对父母的关爱和孝心。值得注意
的是，现在闰月鞋的故事不仅发生在出嫁女
子和娘家人之间，也发生在儿媳与公婆之
间，这是闰月鞋习俗在当代的变迁，对于和
谐家庭关系的维持具有积极作用。赠送闰
月鞋，如同冬至进履一样，是有温度的习俗，
值得提倡。

历 史 随 笔

“上当”竟然指上当铺被骗
许晖

闰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