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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益君

中国从古至今一直是一个尊师重教的国家，古代
文人更是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赞美老师
的诗歌。

“绿野堂开占物华，路人指道令公家。令公桃李满
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唐朝白居易的《奉和令公绿野
堂种花》，是一首优美的盛赞老师的诗歌。诗说，绿野堂
建成之后占尽了万物的精华，路人指着宅子说这是裴
令公的家啊。裴令公的桃李学生遍布天下，哪里用得着
再在门前屋后种花呢？

古人对老师职业的比喻，总是透着轻松明快，清新
隽永。“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
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清朝龚自珍的《己亥杂诗·浩
荡离愁白日斜》，将老师比作落红；“不论平地与山尖，
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唐朝罗隐的《蜂》将老师比作辛勤的蜜蜂；“好雨知时
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
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唐朝杜甫
的《春夜喜雨》将老师比作春雨；“相见时难别亦难，东
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
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莱此去无多路，青
鸟殷勤为探看。”唐朝李商隐的《无题》，将老师比作勤
劳的春蚕和燃烧的蜡烛。

清朝郑燮的《新竹》把师生关系和师生情谊说得尤
为贴切。“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明年再有
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新长的竹子要比旧竹子高，
它们的生长全凭老的枝干扶持。学生就如同竹子一般，
是在老师的谆谆教诲之下，不断成长，最终青出于蓝。

唐代诗人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写给杭州天竺寺
韬光禅师的《寄韬光禅师》更是有趣：“一山门作两山
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
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声下界闻。遥想吾师行道
处，天香桂子落纷纷。”一个山门变作两个山门，两个山
寺原是一寺所分。东涧水中流着西涧的水，南山的云叠
起了北山的云。前台的花绽开后台能看见，天上的钟声
人间也能听见。遥想我的宗师宣扬教义之处，香烟和着
桂花洒落纷纷。 （《海口日报》）

古人笔下的古人笔下的““尊师诗尊师诗””

中秋节月亮圆满，象征团圆，因
而又叫“团圆节”。每逢中秋之夜，仰
望天上的月亮，心中顿生无限遐想
与相思之情。迎寒、拜月、赏月、玩
月、吃月饼、观燃灯……古人过中秋
的仪式感，也在这份隆重与期待的
心绪中尽数体现。

中秋源于“祭月节”

中秋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
的“祭月节”，也就是农历八月十五
这一天。据史书记载，早在周代，人
们就已经开始在秋季祭祀月亮。当
时，月亮被视为丰收的象征，人们会
在秋季收获之后，祭祀月亮以表达
对丰收的感谢和对未来的祈求。后
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祭祀活动
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民间习俗，也就
是后来的中秋节。

而中秋节成为官方认定的全国
性节日，大约是在唐代。中秋赏月风
俗在唐时长安一带极盛，许多诗人
的名篇中都有赏月的诗句。如唐代
刘禹锡在《八月十五日夜玩月》写下
的“星辰让光彩，风露发晶英。能变
人间世，翛然是玉京”，就将人们的
玩月之情洗练而出。王建《十五夜望
月寄杜郎中》中说：“中庭地白树栖
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
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其中，“今夜
月明人尽望”一句，点出八月十五赏
月是人人所做之事，已然成为一种
深入人心的风俗。可以说，唐朝的中
秋节习俗就是亲友团聚在一起赏
月，其中心内容是赏月，团圆是因赏
月而起的。从现有资料来看，唐朝初
年主要是社会的中上层人物，如官
员、文人等在八月十五月夜与家人
或朋友聚集在一起赏月、赋诗、饮
酒、聊天。到了中唐时期，寻常百姓
家庭才开始兴起聚会、宴饮、祭月等
习俗。

唐代的玩月，诗人和地方官员
可以在庭院、山头、河边、寺庙随意
地玩，白居易的《华阳观中八月十五
日夜招友玩月》，写的是中秋月夜与
友人聚会玩月之事，读起来让人顿
感友情四溢：“人道秋中明月好，欲
邀同赏意如何？华阳洞里秋坛上，今
夜清光此处多。”

唐代赏月之余还流行“女子拜
月”。唐代诗人李端的《拜新月》一诗

中“开帘见新月，便即下阶拜。细语
人不闻，北风吹裙带”，描写的就是
这一场景。每逢中秋之夜，女子们都
会在香案上摆好红枣、李子、葡萄等
祭品，点燃红烛，拜祭月亮，祈愿“貌
似嫦娥，圆如洁月”。

果品月饼列晶盘

“饼”在古代是一类面食的总
称，比如面条叫汤饼、索饼，馒头叫
蒸饼、炊饼，水饺叫煮饼，凉面叫溲
饼等。古人祭祀需用面食，以“饼”祭
月，在所难免，比如宋代宫廷过中秋
时就吃“宫饼”“小饼”“月团”。

月饼的由来，有传说是源于唐
朝征突厥取胜，有西域商人贺以胡
饼，唐太宗李世民感慨道“应将胡饼
邀蟾蜍”。此说无据，胡饼汉代已入
中原，类于今天的馕。李世民不过是
说胡饼之圆，近似月亮罢了，和月饼
毫无关系。事实上，到南宋才有“月
饼”一说，但属市卖食品，与中秋节
无关，且很可能是蒸制的，南宋《武
林旧事》一书对此有记载。蒸制月饼
至今仍在山东、河南等地流传。《梦
粱录》一书中也有“月饼”一词，但在
当时的中秋，月饼并非是必需品，很
多人家都不会刻意准备月饼作为当
晚的佐餐之物。相比月饼，饮酒倒是
更为普遍。因为在当时条件下，制作
月饼对普通百姓来说还是难事，一
来制作月饼的工序较为复杂，一般
人家难以做到；二来月饼所需材料
不是每家每户都能置办齐全的。酒
水就不一样了，村镇、街坊大都有酒

肆，而且中秋时节正是新酒上市的
时期。中秋之夜，富人酌酒高歌，穷
人也置衣买酒，“勉强迎欢，不肯虚
度”。

不吃月饼，那么当时人们吃什
么呢？据史料记载，唐宋时期无论南
北中秋夜都要喝点“玩月羹”。

北宋陶谷在其笔记《清异录》中
记载，阊阖门外大道旁，有家叫张手
美的厨师开的饭店，非常会做生意，
开创性地按需供应，依照时令和节
日制作相应的专门食物出售，极为
火爆。比如“元阳脔元日……六一菜
人日……绿荷包子伏日……玩月羹
中秋……”就是正月初一元日专售
貌似超级坛肉的“元阳脔”，正月初
七人日专卖“六一菜”，六月三伏天
的伏日专售“绿荷包子”，八月十五
中秋专门出售“玩月羹”。《膳夫录》
中记载：“汴中节食，中秋玩月羹。”

糍粑、石榴、糯米藕、芋头等在
当时也是中秋常备品，讲究月圆之
夜幸福甜蜜，颇为惬意。

元代时期，大批中亚烹饪技师
进入中原，使起酥和提浆技术更加
成熟并得到推广，从而推动了月饼
的发展。中秋节吃月饼到了元代已
更加讲究。元末陶宗仪的《元氏掖庭
记》中记述过元武宗海山过己酉年

（公元1309年）中秋节的情况。中秋
之夜，元武宗与诸嫔妃泛舟于皇家
的太液池，设宴取乐，所上食物相当
丰富，“荐蜻翅之脯，进秋风之鲶，酌
元霜之酒，啖华月之羔”。这里的“啖
华月之羔”即为“吃月饼”。

（《中国食品报》）

中秋团圆话习俗中秋团圆话习俗

□杨文静

挑肥拣瘦是大家引申出来的词，真正的成语典故
是“瘦羊博士”。

故事出自《后汉书·儒林列传》。瘦羊博士本名甄
宇，字长文，“清净少欲”。甄宇出场前，得先请刘秀。

刘秀是东汉开国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学历最高
的皇帝。他曾在西汉太学读书，不仅收获了知识，锻炼
了能力，还结识了一帮好同学，后来助他打天下。

刘秀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在洛阳称帝后，“干戈未
休”便先兴文教，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十月，在洛阳
城南开阳门外创立东汉太学，就在今洛龙区佃庄镇太
学村附近。太学的教学人员通称博士，个顶个学识渊
博，甄宇就是其中之一。

太学刚建立时，外出打仗回来的刘秀前来慰问，分
别赏赐博士弟子。平时他也很关心博士们的生活，据《东
观汉记》记载，建武年间，每到岁末腊祭时节，刘秀都会
赏赐每位博士一只羊。羊有大小肥瘦，怎么分成了问题。

这一年，羊被送到太学后，聚在一起咩咩叫个不
停。博士们也围成一堆，七嘴八舌商量分羊的办法。

博士祭酒提议，把羊宰了，称重分肉，公平吧？甄宇
表示：“不可。”博士祭酒提出备选方案，那就抓阄，抓阄
也公平。甄宇摇摇头，一群博士抓阄分羊，简直是耻辱！

“算了，你们争吧，我不在这儿丢人现眼。”他这样
想着便走进羊群，从中牵了一只最瘦的羊，扭头就走。
正嗡嗡争个没完的博士们一看都愣了，接着谁也不争
了，你谦我让，很快就把羊分完了。

后来有一次朝会，刘秀想找甄宇，便问：“瘦羊博士
在哪儿呢？”这下，“瘦羊博士”的称号就在京师洛阳传
开了。

最后补充一个知识：祭酒的本意是以酒祭祀或祭
奠，也用来称呼古代飨宴时以酒浇地祭神的长者，亦泛
称年长或位尊者。本文中的祭酒，指的是汉魏以后的官
名。汉代有博士祭酒，为博士之首，也就是首席博士。

（《洛阳晚报》）

挑肥拣瘦挑肥拣瘦

□赵锐

随着外卖的普及，人们只需动
动手指，网上下单，就能坐等美食上
门。可是，你知道吗？古人虽无手
机，但“外卖”同样发达。

早在宋代之前，类似“外卖”的
服务就已出现。在唐朝，人们便可
委托餐馆代为制作配送，轻松置办
三五百人规模的酒席。到了宋朝，
餐饮业更为发达，不仅“外卖”发展
迅速，而且就连“外卖”一词也在《东
京梦华录》中正式出现了。

随着商肆的批量出现，人们开
始逐渐习惯于下馆子，甚至“市井经
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
置家蔬”（《东京梦华录》）。根据定
位和豪华程度的不同，宋朝餐馆大
致可分为高档的正店、中档的脚店

及低档的分荣3种。正店一般不提
供外卖，即便提供，也只接宴席之类
的大单。提供外卖的主要是脚店和
分荣，脚店的饭菜有品质、价格高，
适合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群选择；
分荣类似现在的夫妻店或者大排
档，虽然档次不高，但也能实现老百
姓花少量钱填饱肚子，或者偶尔满
足一下口腹之欲的愿望。脚店和分
荣的大量出现，使得古人能够根据
自身情况，点取适合自己的外卖，这
无疑大大提升了人们的幸福指数。
甚至，吃惯了宫廷菜的皇帝，偶尔也
会点次外卖换换口味，而且，因着巨
大的“名人效应”，商家们亦盼着皇
帝、诗人等大人物点自己家的外卖。

至于点餐方式，只能亲自或命
仆人去店里点，约定好配送时间、地
点，由餐馆配送；也可以喊住拿着菜

单沿街吆喝的店小二，报上自己的
需求，而后静待美食上门，方法灵
活，不一而足。

古代的“外卖小哥”多由店小二
担任，但是店小二身兼多职，分身乏
术，于是，“闲汉”应运而生。据《东
京梦华录》记载，所谓“闲汉”，就是
附近的汉子为了赚外快，跑到酒楼
里，根据那些少爷们的吩咐，订餐、
送餐、找人或者送信。可见，“闲汉”
除接外卖单外，还承接一些别的“跑
腿”的活。

古人送外卖，受限于落后的交
通工具，效率往往不高。为使饭菜
送到客人手中时还不凉，他们发明
了“湿盘”。湿盘共两层，上薄，下
厚，中空，瓷器材质，使用时在夹层
里灌上热水，可有效保障饭菜品质。

（《定西日报》）

古人的外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