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强

吴越王钱镠半生南征北战，跟随他的糟糠之妻吴
氏因此饱受苦难，但在颠沛中夫妻二人建立了深厚的
感情。建立政权后，钱镠封吴氏为妃，为一国之母。生
活安定，吴妃趁春光正好去了娘家小住。

这一天，钱镠走出宫门，看到城外已是草长莺飞，
春意盎然，想到与妻子多日不见，不禁生出几分思念。
回到宫中，钱镠提笔写了一封书信，让人送给妻子吴
妃。吴妃收到信件打开一看，仅“陌上花开，可缓缓归
矣”9个字，意思是现在正值最美时节，田间路上的花
儿争奇斗艳，你可以一边赏花，一边慢慢归来。

钱镠除了爱妻子，更爱吴越百姓。他常说：“民为社
稷之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他
谆谆告诫子孙要恪守臣节，要“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
遇真主，宜速归附。”钱镠去世40多年后，吴越王钱俶审
时度势，终以天下苍生安危为念，遵循先王钱镠的民本
思想，牢记其临终遗训，毅然把疆土献给北宋，成就了一
段顾全大局、中华一统的历史佳话，史称“纳土归宋”。吴
越钱氏为了避免本国百姓遭受战乱之苦，诚然归宋，这
又何尝不是政治上的“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听到由“陌上花开，可缓缓归
矣”的爱情故事改编而广为传唱的《陌上花》民歌后，感
动不已，一口气写下了3首《阳上花》绝句，表达对吴越
钱氏的景仰，如：“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似昔人非。
遗民几度垂垂老，游女长歌缓缓归。”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表面是夫妻恩爱的诗性
表达，细细品味，也透视着钱镠心中的大爱之情：爱一
花一草，爱这块土地上安居乐业的父老乡亲。

（《北方新报》）

陌上花开缓缓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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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南开封一景区的相亲
节目《王婆说媒》走红网络，幽默诙
谐的“王婆”，身着古代服饰，为单
身青年“保媒拉纤”，凭一己之力带
火整个景区，更在社交媒体上受到
年轻人的热议和追捧。

“说媒”起源于何时？古代媒人
又是种怎样的职业？

古代婚礼有六礼
需媒人穿针引线

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是“男女
授受不亲”，男女双方基本见不着
面。那么男女两性是如何从素不相
识到结为连理的呢？在封建社会乃
至民国时期，婚姻的缔结往往离不
开“媒”的巧妙斟酌。

媒妁，作为男女婚配的必要条
件之一，在古代婚姻中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

“媒妁”起源于何时？史料并无
明确记载。在《诗经》中，“媒”字已
经出现。《诗经·卫风·氓》中就有诗
云：“匪我愆期，子无良媒。”诗中的
女子为自己辩解，她并非故意拖延
婚期，而是因对方未寻得合适的媒
人。说明早在周代，媒人就已经成
为婚姻的要件了。

在古代，从媒人撮合到迎娶新
娘，有着一套完整的礼仪规定。

《仪礼》的“士昏礼”中记载了
结婚的6个步骤：纳采、问名、纳吉、
纳征、请期、亲迎，这也被称为“六
礼”。

第一步纳采，就是发出婚议，
请媒人进行说合。

第二步问名，因为古代婚姻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礼
记·曲礼》），也就是必须通过媒人
来了解对方的姓名，问名回来后通
过占卜以定吉凶。

第三步纳吉。如果在宗庙占卜
得吉兆，便再遣媒人去女方家告
知，这桩婚姻便基本议定。

之后纳征，由男方家出财物聘
礼，遣媒人送往女方家。然后，由男
方家选择良辰吉日，迎娶新娘。

在古代婚礼的六礼中，基本上
每个环节都需要媒人穿针引线。

倘若婚姻违律
媒人要连坐

“媒妁之言”在古代婚姻中，是
不可缺少的程序，没有媒人介绍的
婚姻是不为社会认可的。唐代更是
把“媒妁之言”移入法律条文，作为
婚姻成立的法定条件。《唐律·户婚
律》规定：“为婚之法，必存行媒。”
也就是说婚姻，必须有媒人介绍，
倘若婚姻违律，媒人也要连坐。于
是，“媒妁之言”在古代不但具有道
德意义，而且负有法律责任。

自唐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都
把婚姻“必用媒”载入律法。《宋史·
礼志》记载，熙宁十年，神宗下诏
令：“其冒妄成婚者，以违制论，主
婚宗室与媒保同坐，不以赦降。”

伐柯人、冰人、月老
媒人有很多雅称

因为媒人的重要性，在古代，
媒人有很多雅致的称谓，比如伐柯
人、冰人、月老、红娘等。

伐柯人这个称呼来源于《诗
经·豳风·伐柯》，诗曰：“伐柯如何？

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
（意译：怎样去砍那斧柄呢？没有斧
头不可能。怎样娶那妻子呢？没有
媒人是不行的）砍斫斧柄，需要斧
头，男女交往，需要媒人，没有媒人
的牵线搭桥，男女不能相识，没有
相识，何来相恋？媒人就是由此及
彼的桥梁。

媒人也是“公务员”？

古代媒人有官媒和私媒之分。
自周代起国家就专门设置了

管理男婚女嫁的职官——媒氏。
《周礼》中对媒氏的职责也做了规
定，“媒氏，掌万民之判”，也就是让
适龄男女结合的意思。具体来说，
媒氏的职责包括：

（1）根据出生文书，催促年满
30岁的男子和年满20岁的女子成
婚；

（2）仲春佳月，组织男女婚嫁；
（3）掌握聘礼的数量；
（4）禁止不合礼制的冥婚等。
官媒也分两种：一种是天子诸

侯婚娶，要派大臣为“使”去做媒
人，如《左传·成公八年》记载：“宋
公使华元来聘，聘共姬也。”另一种
是官府的媒人，由政府的工作人员
充当媒人角色。

官媒指定某女嫁某男
纯是“拉女配”

汉武帝时，为了开拓西南，在
蛮荒百越之地设立媒官，教导当地
居民婚姻嫁娶。

到了元代，官媒制度日渐完
善。元代《通制条格》中曾命令地方
的官府根据地方居民的人口情况，
由地方长老保送信实妇人，充籍为
官，称为“媒妁”。《元史》中也将官
媒称为“媒互人”。这些官媒受到政
府的委任与监管，负责“钦依圣旨，
定到聘财求娶”。

官媒还通过强制手段给光棍
找老婆，指定某女嫁给某男，纯是

“拉女配”。在清代，大量男子被发
配新疆等边远地区，为了边疆稳
定，后继有人，就设了不少官媒，方
便给大量的单身男找老婆。一些灾
区逃荒女子，往往被官媒指定给某
一单身男，让他们一起生活，繁衍
后代。因为男多女少，官媒油水很
足，有不少单身男争着送“聘金”。

宋代职业媒人
还分等级

私媒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

战国时代。《战国策·燕策》中，有
“周地贱媒”的记载，这里的“媒”当
为私媒。私媒又有职业媒婆和临时
媒婆之分。众所周知的“月老”一
词，就来源于唐代传奇《定婚店》。

魏晋时期就有老年妇女做媒
人，于是，私媒后来有了熟悉的称
谓“媒婆”。这些做媒的中老年妇
女，她们的身份适合走街串巷，深
入女孩子家，称她们为“媒婆”也非
常形象。

宋代，职业媒人进一步发展，
当时在东京汴梁的媒婆群体中已
经出现等级划分：“上等戴盖头，着
紫背子，说管亲宫院恩泽；中等戴
冠子，黄包髻背子，或只系裙，手把
清凉伞儿，皆两人同行。”

而“红娘”被泛指“媒人”则来
自《西厢记》。元代杂剧《西厢记》中
促成崔莺莺与张生的丫环，她的名
字就叫红娘，因为她的“义举”，后
来人们把帮助成全婚姻的人，称为
红娘。

明清时期，职业化的私媒盛行
于民间，平民百姓的婚嫁一般都通
过私媒完成。

古代媒人收入颇为可观。在民
间，作为中介费的媒钱基本都占彩
礼钱的 10%。俗话说的“说好一门
亲，好穿一身新”，也反映了媒人的
收入状况。

官方举办大型“相亲会”
不参加会受罚

春秋时期的“仲春会”就是一
个典型的男女交友的大聚会，其主
题是“奔”，意思是与所爱的人一起
出走。

仲春会一般设在每年农历的
“三月三”。《国风·郑风》有云“出其
东门，有女如云”，看吧，这相亲的
规模还挺大，地点就在野外，时间
则选在草长莺飞的春天，可谓天时
地利人和。国家为单身男女创造这
么好的机会，你可以和看对眼的姑
娘小伙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
聊到人生哲学，游玩中就把终身大
事给搞定了。

可能有人会问了，我家祖传三
代宅男，我不爱出门怎么办？这事
还真由不得你。《周礼》中的《地官·
媒氏》是这样说的：“中春之月，令
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
故而不用令者，罚之。”从周代这一
规定来看，这项活动是由官方推动
的，强制执行，如果到时有人宅家
不“奔”，不参加聚会，还会受到处
罚。没想到吧，原来古人也有被逼
相亲的烦恼。 （《海峡都市报》）

看古人如何说媒

□冯翀

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不
光现代人会犯困，古人也有睡不醒的时候，因此也就衍
生出了多种提神醒盹的方法。

“头悬梁，锥刺股”，是人们最熟知的醒盹方法。“头
悬梁”出自《汉书》，讲述的是孙敬年少时读书常常通宵
达旦，到后半夜不免会犯困，为此他想到了一个方法：
把头发拴在绳子的一端，另一端绑在房梁上，这样，每
次他打瞌睡时只要头一低，绳子就会猛拽他的头发，从
而用疼痛驱走睡意。“锥刺股”出自《战国策》，说的是战
国时期的政治家苏秦，因不受重视发誓要刻苦读书，每
当深夜他想睡觉时，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从而保持
清醒，勉励自己坚持下去。

“头悬梁、锥刺股”是两个极端的醒盹方式，除此之
外，古人提神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简言之：吃、喝、玩、睡。

吃，多指食疗。古人春困时有吃“春盘”的习俗。
“春盘”又称为“五辛盘”，其原料是五种带有辛辣味的
蔬菜：葱、蒜、韭菜、芫菜（香菜）、芸薹（芥菜）。吃五辛
盘可以“发五藏之气”，寓意着激发身体内的活力。这
个习俗最早见于晋代，梁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
也有记载，这种原是皇家贵族提神的食物，后流入民
间，演变出春饼、春卷等更丰富的吃法。

喝，意为喝茶。古时候没有咖啡，多以喝茶提神醒
盹。西晋时期张华在《博物志》中说“饮真茶，令人少
眠”，强调茶叶醒脑提神的功能。

玩，古人的“拿手好戏”。古人犯困时，会选择玩游
戏来提神，例如斗草、掷钱。 斗草从唐代开始就十分
盛行，分文武两种：文斗类似于“对对子”，武斗，指两人
持草相对，各持一端，用力拉扯，草茎未断者赢。掷钱
又称簸钱，参与者先把钱在手中颠簸然后扔在地上，依
次摊平，以钱的正反面多少决定胜负。

睡，分为“想睡就睡”和“想睡而不得睡”。“想睡就
睡”的代表人物当属苏东坡，苏东坡一生多次被贬谪，
但无论贬至哪里都能睡得很好，他还曾写诗道：“不用
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想
睡而不得睡”则需要借助于警枕，警枕是一种容易使熟
睡的人在翻身时滑落并清醒的枕头，多用圆木制作而
成，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有记载：“缪自少在军中，
夜未尝寐，倦极则就圆木小枕，或枕大铃，寐熟辄欹而
寤，名曰警枕。” （《现代家庭报》）

古人“醒盹”方法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