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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卷”原来
是“春茧”之误

许晖

清宫里过年的那些事
郑学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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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书“福禄寿”三字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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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里的“高级年画”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49岁的乾隆帝
弘历画了一幅《庚辰岁朝图》，画面上有一块
耸立的奇石和盛开的水仙花，生机勃勃，似
有暗香袭来。此图为墨笔，运用西洋画法，
明暗立体效果明显。诗塘上题“韶华”二
字。自题诗文：“腊半发青阳，晓春萃百祥。
十干周复始，又庆值金穰。东陆延禧肇，西
师告武成。南端双凤阙，北拱万年清。噜斯
讷默会文同，测景详求昏旦中，从此凹睛凸
鼻軰（同辈），一齐受吏验东风。”清代过年盛
行画《岁朝图》，像年画一般为春节增添了几
分喜庆的色彩，乾隆皇帝御笔的《庚辰岁朝
图》可以说是清宫中最高级的年画了。

岁朝，指农历正月初一，为一岁之始。
每至岁朝，一些文人雅士在室内案头上放置
各种盆景、插花、时令水果、奇石、工艺品、古
玩、精美文具等，使室内春意盎然，以供观
赏，迎新纳福，这些物品称为“岁朝清供”。
以岁朝为题材而作的画称为《岁朝图》。它
通常以静物画的面貌出现，通过画中物品的
名称谐音、民俗寓意或历史掌故来表达美好
的新年祝福和憧憬，并配以贺岁诗词。
《岁朝图》始于唐代民间，士绅、文人将

岁朝清供的物品勾染成画，挂于墙壁，以祈
福纳祥。至宋代，这一民俗流传到宫廷内。
每逢春节来临，宋徽宗便命宫中画师描画冬
季不能见到的花卉禽鸟，陈列于宫中，以增
添岁朝的春色、生机和喜庆气氛。

到了清代中后期，《岁朝图》这种“高级
年画”达到鼎盛时期，其内容不仅包括清供
之品，还延伸到房屋、人物、文房器物等生活
用品，兼工带写，题诗于上，图文并茂，成为
一种雅俗共赏、意蕴丰厚，融诗、书、画、印于
一体的作品。

大清乾隆盛世，歌舞升平，汉族的各种

传统节令典仪得以重视，喜爱艺术的乾隆帝
尤其看重《岁朝图》的绘制，并亲自绘制多
幅。宫廷的画师、皇亲贵胄、朝廷词臣要进
画恭贺。

外籍画家郎世宁是绘制《岁朝图》的高
手，他在传统中国画中融入了西画的元素。
有时皇帝还会下旨点将，令其于腊月二十五
之前完成《岁朝图》的绘制。郎世宁等人共同
绘制的《乾隆帝岁朝行乐图》，描绘了乾隆皇
帝在新年与子女团聚玩乐的场景。后宫内宫
灯高悬，松柏挺拔，修竹茂密，梅花盛开，庭院
敞轩的柱上贴着春联，乾隆帝面目慈祥，手持
如意端坐廊下，子女和宫人分立两侧，有的
端来了寿桃，有的燃放鞭炮……体现了皇宫
里过大年时喜庆祥和的热闹气氛，表现了乾
隆帝身为人父的温情爱意，以及与诸皇子之
间的融融亲情。

御墨龙笺书“福”字

在清朝皇宫内有一个特殊的年俗，皇帝
御笔书“福”，赏赐王公大臣，祝福新年，以显
皇恩浩荡。

大清刚立国时，并无此俗，其始于康熙皇
帝。康熙帝八岁登基，九岁丧母，由祖母孝庄
皇太后一手抚养长大，祖孙二人的感情自然
非同一般。在祖母的帮助下，康熙帝擒鳌拜、
平三藩，开创出一番盛世景象。然而，就在他
英姿勃发、大显身手的时候，孝庄皇太后却重
病缠身，太医们也束手无策。康熙帝查知上
古有“承帝事”请福续寿之说，遂决定为祖母
请福。在沐浴斋戒三日之后，康熙帝化孝心
于笔锋，挥毫而就著名的“福寿”连体字，并加
盖“康熙御笔之宝”印玺，取意“鸿运当头，福星
高照，镇天下所有妖邪”。孝庄皇太后自得到
了这“福”字后，身体竟奇迹般康复了。孝庄
皇太后命人将其刻在石碑上，日夜抚摸，祈求
多福。而她最终以75岁的高龄离世，民间俱
称这是康熙“请福续寿”带来的福缘。所以，
康熙书写的“福”字非同凡响。

每年除夕，康熙皇帝都会挥毫泼墨御书
“福”字。康熙御笔亲题的“福”字多以丝绢
为笺，以丹砂为底色，上绘金云龙纹。康熙
写出的第一个“福”字，要挂在乾清宫的正
殿，其余的分别送往宫苑各处。康熙还要书
写一些“福”字，赏赐后妃、王公和在皇宫里
值班的内廷近臣们，以示对值班官员牺牲休
假、坚守工作岗位的慰问，也是对大臣们一
年来的辛勤努力给予奖赏。有时候康熙专
门挑选有功之臣除夕在皇宫值班，以便赏赐
“福”字。那些得“福”的大臣都倍感荣耀，甚
至是感激涕零，所以大臣们都争先恐后地在
除夕值班，为的就是得到皇帝的一纸“福”
字。据史料记载，第一个得此殊荣的是时任
翰林院编修的查慎行。从此，皇帝御笔书

“福”成为宫廷里的年俗流传下来。
到雍正时，扩大了赐福的范围，颁及直省

将军、督抚等地方大员。雍正帝是出了名的操
心皇帝，赐福的折子上还以朱批加以训勉。《清
世宗实录》记载其训勉之语：“朕之每年颁赐福
字者，盖欲诸臣触目警心，时时存可以获福之
心，行可以获福之事……盖必诸臣皆有福，方
为朕之福，是朕实赖诸臣之福也。又必天下百
姓皆有福，然后为吾君臣之福，是君与臣皆赖
百姓之福也。愿与诸臣共勉修福之道可耳。”

乾隆帝善吟诗，每次赐福，必赋《书福诗》，
如有一首《书福诗》云：“近始藩屏逮百僚，临轩
书福庆恩昭。九畴箕子畴书演，一笔王家笔阵
超。嘉与红笺迎介祉，相扶彩胜焕元朝。不徒
弄翰钦敷锡，家法绳承仰圣尧。”

在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慈禧太后的“福禄
寿”三字轴。慈禧题写的这个“福”字别出心裁，
独具一格，由三个字以象形的手法组成，它们互
借偏旁，互相依托，形成一体，中间空白处画成一
个寿星拄着拐杖，整幅字犹如一件绘画作品，可

谓构思巧妙，布局新奇。这种手法多流行于民
间，而非学院派所为，具有江湖做派。钤印三方，
中间最上方为“慈禧皇太后之宝”。右上款为慈
禧自题“光绪戊子新正御笔”，即清光绪十四年
（1888）正月初一，这一年慈禧太后54岁。左上
款为曾任翰林学士、户部左侍郎的吴树梅题七
绝诗一首：“一曲山香白雪高，玉清新赐绛绡袍。
金堂玉宝如仙篆，定拜金盘五色桃。”近代学者马
宗霍《书林纪事》载：“慈禧太后垂帘当国，亦喜怡
情翰墨，学绘花卉，又学作擘窠大字，常书‘福’
‘寿’等字以赐内外大臣。”

近代诗人夏仁虎的清宫词《赐福字》描述了
清宫御笔书“福”之俗：“年年腊朔御重华，赐福苍
生笔有花。御墨龙笺书福字，近臣分载福还家。”

元旦开笔新年大吉

古时，民间有元旦开笔的习俗。大年初一

早晨，文人们在红笺上写几个吉利、祝福的词语，
如“元旦开笔，百事大吉”“元旦开笔，读书进益”
等，图的是新年吉祥、事事如意，表达人们对新的
一年寄予的美好希望。满族入关后，学习汉族
传统文化，元旦开笔这一习俗开始传入宫内。

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帝驾崩于北郊
畅春园，胤禛继承皇位，次年改年号雍正。雍正
元年元旦，新帝新年第一天早晨，雍正挥毫写下
了“春韶介祉，开笔大吉”和“一入新年，万事如
意，五谷丰登，天下太平，民安乐业，边尘永息，
大吉大吉”的吉语。从此元旦开笔便成为清宫
定制。

到了乾隆皇帝时，形成了一套十分严格、程
序复杂的元旦开笔仪典——时间必须在元旦子
时；地点在养心殿东暖阁的明窗下，窗前摆放紫
檀长案，所以也称“明窗开笔”；案上陈设金瓯永
固杯，寓意大清的疆土、政权永固，杯中斟满屠
苏酒。金瓯永固杯便成为清朝历代皇帝元旦开
笔时的专用酒杯。案上置朱漆雕云龙盘，内盛
古铜八趾吉祥炉和两个古铜香盘。皇帝亲燃
“玉烛长调”烛台蜡烛，将万年青笔管在炉上微
熏，笔端曰“万年青”、笔管镌“万年枝”。此时，
太监已经将墨研好，皇帝先用朱笔在黄纸的中
行书写，然后再用墨笔书写左右行。内容多是
祈求国泰民安、社稷永固的吉语，写好后，皇帝
将金瓯永固杯中的屠苏酒一饮而尽。太监们则
将皇帝写的吉语放在专用的黄匣内封存，不许
任何人拆看。来年开笔所写仍放入该匣内，年
年如此。至此，开笔仪式算是举行完了，太监们
将这些物件清理好存放起来，以备来年再用。

乾隆二十五年，已做了25年皇帝的乾隆日
臻成熟，政务处理得得心应手。他平定大小金
川、准噶尔之乱，剪除达瓦齐割据势力，加强了对
西北边疆的统治，完成了康熙、雍正帝未竟的事
业，他晚年引以为豪的“十全武功”已进行近半。
这一年元旦，乾隆先用朱笔在一张黄纸的中行
写道：“二十五年元旦，天下太平，万民安泰。”然
后，用墨笔在右、左行分别写道：“和气致祥，丰年
为瑞”“武成功定，休养生息”。从中流露出乾隆
大功告成、骄傲自满的心情。在之后三十多年
的皇帝生涯中，每逢元旦开笔，乾隆写得最多的
吉语就是：“宜入新年，万事如意，三阳启泰，万象
更新，和气致祥，丰年为瑞。”多是粉饰太平、歌功
颂德的语言，而少了一些进取之心。
乾隆因喜欢写诗，开笔仪式结束后通常还

有诗作问世，如乾隆六十年开笔诗曰：“乙亥轮
周逮乙卯，三章例用咏元辰。共成百以廿为什，
不觉八开六至身。忆昨居诸犹惕息，即今尊养
敢怡神。后兹岁月听而已，那复劳劳计几旬。”
因为这一年，他禅位于第十五子颙琰，自己当上
了太上皇，就像他在前一天的《除夕》诗中所云：
“此日乾隆夕，明朝嘉庆年。”流露出退出皇位、
颐养天年的情绪。

之后历经嘉庆、道光、咸丰朝，元旦开笔之
俗得以坚持和弘扬。到了晚清时期，元旦开笔
已流于形式，大多是由大臣代拟，皇帝誊抄一遍，
这就使其励志和祈福的积极意义减弱了许多。

过年了，很多地方都有制作年豆腐的
习俗。

说起吃豆腐的花样，古人可是非常有
心得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清代神魔传
奇小说《镜花缘》中，小说中的主人公林之
洋、唐敖、多九公等游历到一个叫作淑士国
的国度，并在这个国度的酒馆里吃到了各
式各样的豆腐菜：豆腐干、豆腐皮、酱豆腐、
糟豆腐……

相传，西汉的淮南王刘安发明了豆腐。
然而，从汉代至隋唐的史书典籍或是美食指
南中，都没有出现过“豆腐”的身影。据学者
考证，宋朝初年的大臣陶谷所作的笔记小说
《清异录》中第一次出现了“豆腐”一词：话说有
一个叫作时戢的廉吏因为不能时常吃得起
肉，便到市场上买豆腐吃。豆腐便宜、美味而
且营养丰富，被时人誉为“小宰羊”。

可别小瞧了这一方小小的豆腐，古人
用豆腐制作出来的花样美食远比我们想象
得多，宋朝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就提到
当时南宋都城临安的酒店有豆腐羹和煎豆
腐出售。

同样生活在南宋的大诗人陆游在《老学
庵笔记》中还记载过一道甜味的“蜜渍豆
腐”，话说陆游家族中的一位老伯父年轻时
认识仲殊长老，这位长老和苏东坡是好朋
友，而且喜欢吃蜜，连豆腐也要蘸蜜吃，当时

的人都吃不惯甜味的豆腐，只有苏东坡吃得
欢，能与长老共飨美食。机缘巧合之下，陆
游也有幸尝到了这道“蜜渍豆腐”，这缘分可
真奇妙啊。

除了清淡和偏甜口味的豆腐外，古人也
爱吃“麻辣豆腐”。《水浒传》第三十九回就写
到戴宗去东京太师府送信，途经朱贵的酒
店，吃了一道“加料麻辣熝豆腐”，戴宗胃口
大好，就着豆腐连喝了三大碗酒。不过，戴
宗却被这道“加了料”的豆腐给迷晕了！

当然了，古代的“麻辣豆腐”和现在的不
太一样。现在的麻辣豆腐多用辣椒调味，但
辣椒原产于美洲，无论是《水浒传》故事发生
的北宋还是作者施耐庵生活的明初，辣椒都
还没有传入中国，那时辛辣味的调味品主要
是花椒、姜和茱萸。但无论如何，我们却从
中看到了老祖宗对于辣味美食的喜爱。

除了在味道上做文章，古人还会为豆腐
做出不同的外形花样。明末清初的科学家
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就记载过“彩色豆
腐”的做法：用仙人草取汁做成的“绿豆腐”，
用薜荔果取汁制成的“红豆腐”，用蕨粉制成
的“黑豆腐”，等等。

同时，古人还会对豆腐进行深加工，同
样在《物理小识》中还记载过“红腐乳”的做
法，就是将细豆腐压实、切块、熬煮后风干，
拭去毛后将豆腐放进瓮里，用盐、香莳萝、川

椒、陈皮等香料一层层覆盖豆腐，最后浇上
红曲酒，浸上百日便成了红腐乳。

此外，古代没有冰箱，可古人也会制作
冻豆腐。比如清代乾隆年间的进士李化楠
在自己的美食指南《醒园录》里就记录了冻
豆腐的做法，冬天将豆腐冻起来放在背阴房
内，等冰水化尽后将豆腐放入大瓷瓮里埋到
背阴的土中，要吃的时候再取出来烩食，真
是美食中的佳品。

清代的知名“吃货”袁枚则直接表示：
“豆腐得味远胜燕窝。”在他的《随园食单》中
更是记载了豆腐的数种烹饪加工方式。比
如他记载过一种快手豆腐菜：炒虾米豆腐。
其后又提到了一道烹饪极其精致的“蒋侍郎
豆腐”，这道豆腐菜连豆腐的切法都有严格

规定，下锅后还要再加上盐花、甜酒、虾米、糖
等各种作料按流程一步步烹制而成。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豆腐的认识也
更加深刻，清末至民国初年的文学家徐珂在
《清稗类钞·饮食类》就讲到豆类富有蛋白
质，但豆类的皮膜硬、不易消化，做成豆腐后
不仅是滋养中的佳品，而且好消化。的确，
豆腐好吃且营养丰富，在古代便被当成一味
中药，比如《本草纲目》就记载豆腐有清热散
血的功效。

同时，徐珂也记载了多道豆腐菜的做法，
比如鱼头豆腐、虾仁豆腐、鸡汤鳆鱼煨豆腐
等。与徐珂同时代的学者蔡省吾也有一部
《一岁货声》，记载着当时老北京的货郎叫卖
声，里面就有酱豆腐、臭豆腐、冻豆腐、豆腐
脑、炸豆腐等花样繁多的豆腐美味。

除了吃法多样，豆腐名称花样也多，宋代
诗人陆游在《邻曲》中就备注当时有的地方将
豆腐叫作“黎祁”。而眀初学者孙作认为“豆
腐”这个称谓不雅，还曾给豆腐取了个“菽乳”
的名号，不过到头来，人们记住的却还是“豆
腐”。毕竟，豆腐寓意着“都富”“多福”，这或
许也是人们喜欢豆腐的原因之一吧。

古人不仅喜欢豆腐的味道，而且很看重
豆腐清白、亲民的属性，明末清初的戏曲家尤
侗便写了一部《豆腐戒》，他认为常吃豆腐的
人，生活才能俭朴，而生活俭朴才能戒除恶
习。清代还有一位叫作胡济苍的诗人，他写
过一首《豆腐》诗，诗中写道：“最是清廉方正
客，一生知己属贫人。”以此来歌颂豆腐所代
表的清廉、高尚的品质。

中华美食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很难细数
豆腐到底有多少种吃法。作为一种老少咸
宜、雅俗共赏的滋补美食，豆腐可谓是中华美
食中的精华代表。一方小小的豆腐，既体现
了中华民族包容、智慧、朴素的传统美德，也
彰显了人们对于生活的执着与热爱。

很多人都吃过春卷这种用干面皮包馅心，经煎、炸而
成的面食。春卷为何叫“春卷”？主流的解释是由立春之
日食用春盘的习俗演变而来，又称“春饼”。这种解释是
不确切的，“春卷”和“春饼”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其实，“春卷”的发源及其命名，跟古代养蚕业密切相关。
唐末五代时期文学家王仁裕所著《开元天宝遗事》有

“探官”一条：“都中每至正月十五日造面茧，以官位帖子
卜官位高下。或赌筵宴以为戏笑。”长安城里有一项习
俗，每到正月十五，制作“面茧”。所谓“面茧”，指蚕茧状
的面食。在面食的馅里放置写有官品的纸签或木片，各
人自取，以卜来年官位的高下。这就叫“探官茧”。另外
也可以抟粉为蚕茧状，称“茧团”，先书写帖子纳入茧团
中，然后探视帖上书写之语，用以占卜吉凶或其他事情，
称之为“茧卜”。

北宋吕希哲所著《岁时杂记》有“造面茧”一条：“人
日，京都贵家造面茧，以肉或素馅，其实厚皮馒头酸馅也，
名曰探官茧。又立春日作此，名探春茧。馅中置纸签，或
削木书官品，人自探取，以卜异时官品高下。”也就是说，
立春这一日制作的面茧称“探春茧”。吴自牧《梦粱录》记
“市食点心”有“米薄皮春茧”“子母春茧”“活糖沙馅诸色
春茧”，周密《武林旧事》所载“市食”中也有“子母茧”“春
茧”的名目，可见南宋时“探春茧”已经简称“春茧”了。

之所以在立春这一天将面食制作成蚕茧的形状，同
“茧卜”的道理一样，立春之后，即将迎来养蚕的季节，以
蚕茧状的面食作为祈求本年度蚕业丰收的瑞兆。随着
“春茧”这一面食迅速普及
大江南北，与养蚕业有关的
本义渐渐失去，“茧”“卷”一
音之转，“春茧”遂音讹为更
易理解的“春卷”。

古人如何花式吃豆腐
善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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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书写的开年吉语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

19：30 画眉（16、17）

■陈东升带人搜查赖

广润家，当搜出手绘的工

厂布局图时，陈东升十分

吃惊。计丹阳为了白卉据

理力争，这让庞红梅重新

思考，她做了个大胆的决

定，跟陈东升商议后，因为

没有直接的放毒证据，白

卉被放了出来，庞红梅希

望借此让真正的凶手惶惶

不可终日……

都市频道

21：00 远 方 的 家

（24、25）

■嘉玲听了宋明亮和

宋明智的争吵，知道泸州

的老房子要动迁了。宋明

智被气得晕了过去，嘉玲

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前前

后后跟着忙活，桂云不忍

心让嘉玲拿钱，硬是把钱

塞给了嘉玲，宋明媚听到

哥哥晕过去的消息，跑到

了医院，在知道大哥没事

之后，这才放心下来……

文艺频道

19：30 女 人 进 城

（16、17）

■李风格怒气冲冲

问刘美华到底怎么回事，

才知道妻子在城里吃了很

多苦，几个男人都很内疚，

更想接她们回家，马玲等

人也开始打退堂鼓想要回

家。王红艳劝大家再坚持

一下，她带着大家在超市

找了份卸货的工作，却遭

到了超市老板以及经理苏

琴的刁难，王红艳和苏琴

及超市老板起了冲突……

影视频道

19：00 爱 国 者

（32—35）

■横烟到警察署向岸

谷汇报邵熠辉不配合调查，

岸谷直言他越是不配合就

越值得怀疑，同时他委托横

烟到首饰店给自己买一个

戒指，并特别叮嘱，暂时不

要告诉理惠子。横烟开车

出门，有两名密探暗中跟

踪，原来他们是受委派前来

监视岸谷和横烟……

天津卫视（101）

19：30 画眉
21：20 你看谁来了

天视2套（103）

18：40 女人进城
20：55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天津市
退役军人迎新春慰问演出

天视3套（104）

19：00 爱国者
22：00 灿烂的季节

天视4套（105）

19：15 津津有味
21：00 远方的家

天视5套（106）

18：00 旗开得胜

教育频道（107）

22：10 男人世界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