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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频

胡萝卜，它姓“胡”，据此可知，它不是中国的物产。
它的原产地在西亚，起源地在阿富汗。据《欧洲植物志》
记载，早先胡萝卜是一种野草，和芹菜、香菜、小茴香等
一样，其种子被磨碎后会有香气。那时，胡萝卜是一种
香辛料。公元10世纪，野生的胡萝卜被人们改良，成了
一种根茎很大的蔬菜。它从阿富汗传到了伊朗，又由伊
朗传到欧洲。大约在13世纪的时候，它的种子被带到
中国，在河南、浙江、云南等地种植。

作为一种四季常见的蔬菜，各地老百姓对胡萝卜
的称呼不同，包括金笋、红根、丁香萝卜、小人参等。植
物学家指出，胡萝卜中含有糖类、胡萝卜素、维生素Ａ、
花青素、钙等营养物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民众，都喜
欢生吃胡萝卜。他们将那种拇指大小的胡萝卜称为

“baby carrot”，意思为嫩胡萝卜。
南宋时期，官方颁布了《绍兴本草》，将胡萝卜等植

物列在药中。西南边远地区，还有人榨取胡萝卜的橙色
汁液作为染料染布。

宋人林泳写有《蔬餐》：“山人藜苋惯枯肠，上顿时
凭般若汤。折项葫芦初熟美，着毛萝卜久煨香。”从土里
刚拔出来的胡萝卜，毛须虽多却很新鲜，带着毛须经过
长时间煨煮后滋味甚好。钱钟书先生曾讲过一个与胡
萝卜有关的故事：有个赶驴人，但凡驴子不肯前行时，
就用木棍吊起一串胡萝卜挂在驴子眼前。驴子想吃胡
萝卜便向前走，以为可以吃到。岂料它动胡萝卜也

“动”，驴子只能不停向前走。走着走着，赶驴人就到了
目的地。至于最后是否给驴子吃胡萝卜，那就看赶驴人
的心情了。

清代小说《儿女英雄传》云：“胡萝卜就烧酒，仗个
干脆。”意思是说，把胡萝卜做成泡菜，嚼起来很脆，与
喝酒一样干净爽快，用来比喻办事麻利。大众食堂的厨
师们常把鱼块腌了再裹上面糊炸熟，最后加上胡萝卜、
青椒、洋葱等配菜烹炒，就是一盘佳肴。我常去农贸市
场，发现土豆和胡萝卜，总是放在一起卖。每样买几个，
回家切成丝，加上青椒丝一炒，就是一盘清爽的小菜。
炒好的胡萝卜丝吃起来温润细密，是一道充满人间烟
火的经典家常菜。 （《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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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梦玥

时值寒冬，现代人有各种保暖
的穿搭，那么，唐朝人在冬日又有
哪些御寒好物呢？大体来说，服装
保暖需要三个条件：第一，款式选
对，冬天总归不能穿袒领，或者穿
半臂，得选个能把身体捂得严严实
实的款式；第二，穿搭层次要多，绵
夹裤、夹袄等里三层外三层地裹住
身体，穿了外套还要再加披风；第
三，选对面料，轻薄柔亮的薄纱肯
定不合适，得用上皮、毛、裘等材
质。唐朝还没有大规模使用棉花，
故而那时的秋冬天还是很难熬的。
不过聪明的唐朝人，还是想出了许
多保暖妙招。

襦：棉袄的雏形

襦是唐朝人冬季普遍穿的衣
服之一。如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29
号墓出土的唐咸亨三年《新妇为阿
公录在生功德疏》中记载，新妇为
阿公布施的衣物有“紫绸绫袄子一
锦褾”等。《唐六典·尚书刑部》中记
录了奴婢衣物发放标准：“丁奴、官
婢，冬给襦、复裤各一”“十岁以下，
冬男、女各给布襦一”。这里所说的
襦和袄指双层或絮里的上衣。

双层挂里的衣服很像今天的
大衣，絮里的衣服则如同现在的棉
袄、羽绒服，它们的保暖原理都是
相同的。襦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
一般指保暖的上衣。

在形制不变的情况下，春夏穿
轻薄的衫，到了秋冬就穿夹了絮更
保暖的襦。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中
曾出土一件汉代“複襦”，此衣大
襟、窄袖，用浅蓝色绢做成，内外两
层，层间填上丝绵，所有者为一女
子。这种複襦已很接近现代的棉袄
了。

袄：大唐服装的基本款

袄也是秋冬天的基本款，类似
于今天的棉袄、羽绒背心等。唐《一
切经音义》释“袄”曰：“复衣也。有
绵、夹、大、小之异也。”《唐六典》
载：“冬则袍加绵一十两，袄子八
两。”袄与袍相比要稍短一些，但又
比襦、衫要长。一般来说，就是中长
款的上衣，穿在里面作为增减调节
用的衣物，也有直接穿在外面的。

袄的形制有点像圆领袍，按照
是否开衩和开衩的位置不同，有合
胯袄子、缺胯袄子、开后袄子（背后
开衩的袄子）之分。这种只有实用
性的衣物的确不起眼，相比霓裳羽
衣、大袖抹胸、袒领裙之类的锦衣
华服，低调得几乎被人们忽略。甚
至在影视剧、动漫、游戏等娱乐作
品里，颜值不高的它们几乎处于隐
身的状态，其实它们才是大唐服装
的基本款。

裘：犬裘、羊裘是老百姓的首选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
美酒”（唐李白《将进酒》）以“千金”
来修饰“裘”，足以表明裘衣价值不
菲。根据甲骨文记录以及其他考古
发现，我们已知至少在新石器时
代，人们就已懂得利用动物的皮毛
御寒。先秦时期，皮毛的应用就已
经很广泛和深入了。古时富贵人家
会穿用狐狸皮、貂皮等制成的裘

衣，“集腋成裘”“轻裘肥马”这些成
语都是服饰文化的反映。

古画和陶俑上也有刻画毛锋
外露、花纹别致的裘衣款式。文字
记录如先秦佚名《诗经·秦风·终
南》中的“君子至止，锦衣狐裘”，

《论语·乡党》中的“缁衣羔裘，素衣
麑裘，黄衣狐裘”，以及《周礼》中的

“大裘冕”（实际上就是黑羔裘）都
可以证明。

此外，《历代帝王图》中，南北
朝陈文帝就身披一袭裘衣。内蒙古
伊和淖尔古墓群还出土过一件北
魏皮衣，看起来就像是今天的皮衣
款式。唐岑参在《白雪歌送武判官
归京》中写道：“散入珠帘湿罗幕，
狐裘不暖锦衾薄。”这里的“狐裘”
是高档货、奢侈品，是达官贵人才
能享用的，而犬裘、羊裘才是老百
姓的首选。在提倡保护珍稀动物的
今天，用人造皮毛一样可以做出古
代质感的服饰。

唐朝为何没有棉花做的棉衣

了解唐朝的朋友都有一个“常
识”，那就是唐朝没有棉花做的棉
衣。但严格来说，唐朝时已有棉花，
其织成的布料叫作“绁（xiè）布”，
也叫“白叠子”。唐段成式在《酉阳
杂俎》记载：“拨拔力国，在西南海
中，不食五谷，食肉而已。……波斯
商人欲入此国，围集数千人，赍

（jī）绁布，没老幼共刺血立誓，乃
市其物。”

无论是从敦煌出土的棉布手
套还是其他相关的文献记载，都证
明唐朝时已经有草棉纺织的棉布
了，《太平广记》中还记载了唐大中
年间，李重“衣白叠衣”。既然棉花
是如此优良的纺织原料，那么为什
么没有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呢？这
是因为唐朝时期的棉花还是非洲
棉，纤维较短、去籽费时，导致成本
高，难以普及。宋代以后逐渐普及
的是亚洲棉，加上纺织技术革新，
棉花才成为中国人主要的服装原
料之一。

用来“凹造型”的“披袄”

其实，春夏秋冬的衣物，从形
制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改变的
是面料、层次和装饰。到了冬天，总
体来说就是穿得更多、更厚，更保
暖。一般情况下，圆领袍衫是男装，
其正常穿法是衣襟左右交叠闭合，
颈侧和腰腹部各有两组细小的纽
襻，使左前襟覆盖右前襟。然而，在
生活中，人们会根据温度变化增减
衣物，从而使穿着方式发生了变

化。如果感觉热了，就可以把颈侧
的纽襻解开一组，把左前襟翻折下
来，露出右前襟；或者解开两组，直
接变成翻领。久而久之，还出现了
一种领缘特别高的圆领袍衫，无法
正常穿着，只能翻折或者披挂穿
着，可能就是专门的外套款式。

还有一种更加潇洒和自由的
穿法，那就是脱掉袖子、解开腰腹
部两侧的纽襻，将圆领袍下面部分
敞开。由于颈部两侧的纽襻还固定
扣着，于是变形成斗篷式的穿搭，
将整个人都罩在里面。

那么，为什么会故意把圆领袍
这样穿呢？为了保暖的话，全部扣
上岂不是更保暖？这可能是跟衣服
的厚度有关。在没有羽绒服、化纤
衣服的时代，冬衣多是靠双层布帛
絮棉制作，以使厚度增加。如果同
时穿两件厚外套，会穿不进去或者
显得特别臃肿；如果只穿一件，在
室外又会感觉寒冷。于是人们摸索
出一个办法，就是穿两件厚外套，
其中一件披在身上，既遮挡风雪，
又潇洒不羁。到了室内再脱下，露
出里面干爽整洁的圆领袍衫，既温
暖又不会失礼，这就是所谓的“一
衣多穿”吧。

普通百姓的廉价冬装

寒冷的冬天对老百姓来说并
不好过。普通百姓享受不到达官贵
人的种种取暖设施，他们只能竭尽
所能地多穿衣服来对抗酷烈的北
风。

絮衣是指双层的衣服，里面有
填充物。但在棉花种植尚未普及的
唐代，填充物一般是丝绵、乱麻、绵
纩（kuàng）等。

丝绵十分柔软，穿着舒适且保
暖，但价格高昂，平民百姓用不起，
只能找一些廉价的替代品。乱麻是
纺线时的下脚料，绵纩是指品质很
差的不能用于缫丝的蚕茧，只能拿
来做填充物。甚至还有用芦花做填
充物的，因为并不保暖，所以只有
穷人才会穿。

纸裘是从魏晋到宋朝都很流
行的廉价冬装，此处的纸是指用楮
树皮制成的楮皮纸。穷人们穿不起
皮毛，便把主意打到了树皮上。制
作的基本方法是用上百张楮树皮，
先制作成纸，再将这些纸放在一起
蒸煮，加入胡桃等使之软化，最后
将这些纸压制在一起，形成一块衣
料，就可以裁剪、制作衣服了。楮皮
纸纤维强度高，厚实坚韧且不透
气，于是有了保暖的功效，但也因
为不透气，穿起来舒适度不高。

（《北京青年报》）

□杨文静

成语河鱼腹疾，指腹泻，鱼烂先从腹内开始，故有
腹疾者以河鱼为喻，出自《左传·宣公十二年》，亦作河
鱼之疾。

公元前597年冬天，楚国攻打萧国。萧人囚禁了熊相
宜僚和公子丙。楚王说：“别杀他们，我退兵！”可仗着宋国
已派救兵，萧人竟把二人杀了。楚王大怒，围攻萧国。

楚军来自南方，不耐寒，士气都快被“冻僵”了。楚
王巡视三军，抚慰并勉励大家。士兵们心里都热乎乎
的，如同披上了丝绵，顿时斗志昂扬，将萧城紧紧包围。
萧国危在旦夕。

这天，萧国大夫还(音同玄)无社找到楚国大夫司马
卯，拜托他把楚国大夫申叔展叫出来。申叔展有心救老
朋友，但当着司马卯的面不便直言，就一边聊天一边给
还无社发暗号。

申叔展问：“有麦曲吗？”还无社说没。申叔展又问：
“有山鞠穷吗？”还无社也说没。麦曲即酒曲，山鞠穷即
川穹，司马卯就算在一边听着，只怕也是云里雾里的。
因为这两种东西都能用来御湿，所以申叔展借其暗示
还无社藏匿到泥水中，可还无社也没听懂。

申叔展继续打哑谜：“河鱼腹疾，奈何？”这当然不
是问河里的鱼肚子疼怎么办，还无社忽然明白了，立马
回应：“注意看枯井，就能救它。”

申叔展赶紧低声嘱咐好友：“若为茅绖(音同叠)，哭
井则己。”意思是说，你用茅草编一条丧服上用的带子，
搭在井口做记号，如果听见有人在井上哭，就是我申叔
展去救你了！

次日，楚军大举攻城，萧人四散溃逃，申叔展趁乱
寻找枯井，终于在一口枯井边看到有根茅绖，于是放声
大哭。还无社听见哭声，知道救星来啦！

乱世之中，他们的友情令人感动；朋友之间的这份
默契，何尝不让人羡慕！ （《洛阳晚报》）

“河鱼之疾”背后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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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人的秋冬装这么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