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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之源的年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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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地蚕桑业发展源远流长，宋人高承《事
物纪原》卷八“蚕市”条，引前蜀杜光庭《仙传拾
遗》关于蜀地蚕桑业起源的传说：“蜀蚕丛氏
王蜀，教人蚕桑，作金蚕数千，每岁首出之，以
给民家，每给一，所养之蚕必繁孳，罢即归于
王。”宋代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八百八记载
唐人陈溪之说，早在蜀汉时期就有蚕市了。

《方舆胜览》指出：“成都古蚕丛之国，其
民重蚕事，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蚕
器于其所者，号蚕市。”由此可知，成都蚕市
繁盛于唐代，在五代、两宋时期，蚕市已经成
为最重要的市场之一。这时成都养蚕业、丝
织业高度发达，学者估计宋代成都丝织品的
年产量达到300万匹以上（许蓉生《宋代成
都的丝织业》，《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
11期），成为国家的“硬通货”，因此对于各
类蚕器的需求更大，因此进一步丰富和扩展
了蚕市的市场内容。早在唐高宗时，每年阳
春三月在成都乾元观、龙兴观、至真观兴办
蚕市，至真观道士王晖说“好为人相蚕种，遥
知丰损”。这一日人们蜂拥而至，道士王晖
寓目指点，从而蚕市大兴。每年三月三，“倾
城士庶，四邑居民，咸诣仙观，祈乞田蚕。”繁
荣的市场上，有人出售符箓让人佩戴，以消
灾求福，祈求一年蚕桑大吉……市场逐渐漫
溢周边街巷，成为春节之后的赏春之季。

较早明确使用“蚕市”这一概念的文献
来自唐德宗时期。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
胜》卷一三七《成都府碑记》中有“《蚕市记》，
韦南康文”的记载。韦南康即韦皋，唐德宗
贞元初（785 年）曾任剑南西川节度使。韦
皋在蜀地做官时亲身感受了巴蜀地区蚕市
的兴旺，因此专门写下《蚕市记》。该文已
佚，但从其留下的只言片语仍然可以看出唐
德宗时期成都的蚕市已经是定期举行，吸引
各地奔涌而来的商家和购物者，“每及上春，
以蚕为名……商旅辇货而至者数万。”

到唐僖宗时期，成都的蚕市已和药市、
十宝市一并称为“三市”，并且官府将捕盗布
告张贴于此，盗贼看到告示后就来自首。三
市之一的蚕市恰恰因为人流量非常大，因此
才会将官府告示贴于此处。

晚唐诗人薛能在《边城寓题》诗中曾写道
“蚕市归农醉，渔舟钓客醒”，司空图《漫题三
首》之一亦有“蜗庐经岁客，蚕市异乡人”，可见
蚕市已经是繁华之所，在蚕市做买卖的农人
饮酒至醉，顿时成为茫然四顾的“异乡人”，足
见蚕市成了山居者的一个“梦田”的大本营。
这时成都的蚕市已经具有了很强的是市井气
息，成了各色人等会聚交际所在，同时也是一

个大江湖。
花间派重要词人韦庄曾经担任前蜀的

宰相，其《怨王孙·锦里蚕市》：“锦里，蚕市，
满街珠翠，千万红妆。玉蝉金雀，宝髻花簇
鸣珰，绣衣长。日斜归去人难见，青楼远，队
队行云散。不知今夜，何处深锁兰房，隔仙
乡。”这首词描写了晚唐成都锦里蚕市的热
闹繁华，蚕市再也不是一个专门贸易蚕具、
蚕种、蚕桑的地方，而是综合贸易的大码头，
同时也成为歌舞宴饮游乐的消金窟。

晚唐五代时期，由于蜀地险阻，较少受到
兵火之灾，成都仍然一派繁华之象，蚕市也进
一步发展。前蜀皇帝王建割据蜀地，他十分
重视蚕市，“至时货易毕集，圜阓（音环会，意思
是市区）填委。”“蜀人称其繁盛。而（王）建尝
登楼望之，见其鬻桑者不一，乃顾左右曰：‘条
桑甚多，傥税之，必获厚利’。”（鲍士恭《五国故
事》卷上）可见，王建从登楼观蚕市的繁盛之
况，悟出可以大肆收税，“必获厚利”。

五代时期的成都蚕市继承了唐末蚕市
集综合性贸易与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功能，进
而在社会上形成了逛蚕市的风气。这种风
气甚至影响了皇室成员，后蜀后主孟昶的贵
妃花蕊夫人在《宫词》九十三中咏叹：“春早
寻花入内园，竞传宣旨欲黄昏。明朝驾幸游
蚕市，暗使毡车就苑门。”早早准备，帝王逛
蚕市已然成为皇室春季的头等大事。

黄休复《茅亭客话》指出：

“蜀有蚕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
属县循环一十五处。耆旧相传：古蚕丛氏

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丛所在致市居。此
其遗风也。”“少卿章岵尝官于蜀，持吴绫、
湖罗至官，与川帛同染红。后还京师，经徽
润，吴、湖帛色皆渝变，惟蜀产者如旧。后
询蜀人之由，云：‘蜀地畜蚕，与他邦异。当
其眠将起时，以桑灰煨之，故帛成宜色。’然
世之重川红，以为染之良，盖不知由蚕所致
也。”（《〈蜀典〉校注》，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1年版，第159页）

由此可以发现，蚕市与蚕丛氏的曲折关
系，以及蜀锦“川红”具有传奇性的来历。

在成都，蚕市循环的时间和地点就有明
确规定，即：正月五日在五门；正月十五日在
州南门；正月二十二、二十三日在圣寿寺；二
月八日、三月九日在大慈寺；三月三日在北门
学射山（今成都凤凰山）；三月二十七日在大
西门睿圣夫人庙前。此外，各州县也有蚕市，
如眉州“二月十五蚕市”，彭州唐昌县、绵州龙
安县等均有蚕市。就连较为偏僻的彭州葛仙
山一带亦有蚕市。《云籍七签》卷一二二指出：

“每年三月三日蚕市之辰，众逾万人，宿止山
内，饮食之内，水常有余。”可见当时蚕市的市
景是十分繁荣和壮观的。每当蚕市之际，人
们从各地纷至沓来，百货辐辏，万人拥道，红
男绿女，摩肩接踵。唐末彭州唐昌县（今成都
是郫都区唐昌镇）蚕市，《文苑英华》卷八○指
出：“每及上春，以蚕为名，因定日而有知其
往。公亦约之期而候之。其日商旅辇货而至
者数万，珍纤之玩悉有，受用之具毕陈。想人
之心，岂待询问而知其欢悦也。”

正月二十三，“圣寿寺前蚕市。张公咏
始即寺为会，使民鬻农器。太守先诣寺之都
安王祠奠献，然后就宴。旧出万里桥，登乐
俗园亭，今则早宴祥符寺，晚宴信相院。”这
是一年当中继“五门蚕市”后的第二个蚕市。

开放的城市格局，加上经济的快速增
长，使作为西蜀重镇的成都充满了活力。成
都的蚕桑丝绸业发展迅猛，成都以织造中心
的效应带动蜀地很多州县成为绢帛产地。
据《大唐六典》卷二十“太府寺”记载，四川的
绢产地有28个州，约占当时全国87个产绢
州的三分之一（李隆基撰、李林甫注《大唐六
典》，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3页），由此
可知四川是唐代最重要的绢产地。精美的
蜀锦，代表着我国古代丝织技艺的最高水
平，不仅是唐宋时期四川的骄傲，亦为中世
纪的成都带来了极大的繁荣。

1992年版《眉山县志》记载，北宋年间，
县城文化发达，市井繁荣。蚕丝交易发达，
城内有蚕市（官市）、纱毂行、为丝纱集市等。

苏辙诗《记岁首乡俗寄子瞻二首，其二
蚕市》，就有清楚回忆。

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拉开帷幕的蚕市，不
但是交易，而且成为蜀中乡民的隆重典礼。
诗歌展示了眉州村民卖掉余粮、购买蚕器的
过程，万木复苏、一派葱绿，市面上见不到浓
妆高雅的闲人。市场上亲朋偶然相遇了，又
成为一场友情的“春聚”。孩童时代的苏轼
兄弟，忍不住放下书本，就行在蚕市的人流
里，好不快活！

收到弟弟诗作，置身陕西凤翔府的苏轼，
正处在春风得意马蹄疾的青春时期，但往事
缕缕，感叹顿生，作《和子由蚕市》，记录了更为
细腻的少年感观，构成了蚕市的二重奏：

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
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
闲时尚以蚕为市，共忘辛苦逐欣欢。
去年霜降斫秋获，今年箔积如连山。
破瓢为轮土为釜，争买不翅金与纨。
忆昔与子皆童卯，年年废书走市观。
市人争夸斗巧智，野人喑哑遭欺谩。
诗来使我感旧事，不悲去国悲流年。

这当是苏轼、苏辙两兄弟共同的眉州童
年记忆。每当蚕市拉开帷幕，蜀中乡民“共忘
辛苦逐欣欢”，投身于一场浩大的民众狂欢，
吸引包括儿童，竟然“废书走市观”，可见蚕市
的吸引力、影响力、震撼力之强烈程度。同
时，“市人争夸斗巧智，野人喑哑遭欺谩”，又反
映充斥于蚕市的欺凌弱小的矛盾，体现了苏
轼体恤社会底层民众疾苦的善意与爱心。蚕
的意象在苏轼心中挥之不去，以至于后来徒
感“老蚕作茧何时脱，梦想至人空激烈”。早
年清晰的民间印痕，与苏轼日后成长为敢爱
敢恨的清官良吏一脉相承、渊源有自。

越过高原青藏，
信步大美羌塘。
谈笑珠穆朗玛，
饮马源头长江。
天山南北，听十二木卡姆弹唱。
祁连有西风，
昆仑无瘦马，
举夜光玉盏，
豪饮青稞美酒、干杯葡萄琼浆。
唐古念青，
扬鞭催汗血青鬃奋蹄，
横断山中，
雪拥唐蕃古道篷帐……

十次出入雅鲁藏布江，
最忆徒步穿越大峡谷考察忙！
生死度外、犹赴战场，
高峰仰止、云遮雪障，
鸟瞰藏布、源远流长。
激流、瀑布、险滩，
滚石、滑坡、泥流，
毒蛇、毒蜂、蚂蟥。
五十多个日日夜夜啊，
幻化成，总也忘不掉的念想……

放眼南极苍茫，
一望无垠，地煞天罡，
那是祖国赋予的科研重任，
那是净化心灵的漫途徜徉。
无论驱车冰盖内陆，
还是南极半岛绕航，
冰海击水，雪层采样。
五次征战，虽满载而归，
却心念更多的希望……

曾游弋在北冰洋上，
天高海阔，冰山跌宕。
也有五次出入，
与冰川红色雪藻结缘，
考察冰川下伏的煤矿！
还参加、见证过，
国人首次北极建站的繁忙！
气候变暖，蒹葭苍苍，
伸出生态文明的双手吧，
让北极熊们也能静享
北冰洋灼灼其华的安详……

我喜欢雪莲花美，
也喜欢雪绒花香。
冰花雪花才是我的最爱，
因为只有她们，
总在我的心底绽放！
永远的冰冻圈啊，冰清玉洁
那是冰川人永远的富矿

没有夏日，只有寒凉。
科学探险，潜心科研，
还有科普，少有彷徨。
前路繁花似锦，
因为有一颗冰心滚烫。
没有地老，没有天荒……

几十年岁月的苍桑，
无数次与死神擦肩的过往。
无人区自然无路可走，
我们走过后，
别人就有了跟进的方向……

任我拥抱、任我亲吻的冰川啊，
虽曾经筚路蓝缕，
却从来没有惆怅！
不言苦旅，只有繁忙，
候鸟人生，季节反转，
放飞梦想，谱写锦绣华章！

唯有“风花雪月”的独特诠释，
却无花前月下的心仪“南墙”。
更无人约黄昏后
月上柳梢头的浪漫情殇。
人生难得几多搏！
喷薄而出是朝阳！

任我拥抱、亲吻的冰冻圈，
那才是我
飞向理想的神圣殿堂……

作者系著名地球三极科学探险家。中
国青藏高原研究会理事，中国科学探险协会
常务理事，四川省科学探险协会副主席，中国
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

据考证，春节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周
朝。当时人们把谷物生长的周期叫作“年”，
确定为人们庆丰收、祭天地、谢诸神的日
子。这种日子根据朝代的不同而不同，有时
在冬季，有时在春季，有时在夏季。直到汉元
封年间，武帝下令改定历法，巴郡阆中人落下
闳被推荐到长安司马迁手下编制历法。他通
过观察日影变化并经过严格计算，确立了二
十四节气，以孟春为岁首，正月初一为元日，
从而奠定了春节作为固定节日的基础。直
到1911年，才把正月初一称为“春节”。

正因如此，落下闳被认为是“春节创始
人”“春节先圣”“春节先祖”，被世界华人尊
称为“春节老人”，而阆中也成了中国的“春
节发源地”。

其实川北、阆中一带过春节并不是只过
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阆中人的春节在腊月
初就开始了。

忙到腊月二十三这一天，到了祭灶神的时
间。传说，灶神爷是玉皇大帝钦封的“九天东
厨司命灶王府君”，负责管理各家各户的灶火，
并如实向玉皇大帝汇报该户人家一年来的言
行举止，所以对灶神爷的祭拜在农村是一件大
事。晚饭后，在厨房的灶台上插上三炷香、两
根蜡，放上一个猪头，并在灶上贴上灶神像，向
灶神爷祈祷家人平安喜乐、衣食无忧。

接着，就是打阴沟（有的地方叫阳沟）。
用锄头撮箕将房前屋后的水沟、阶檐下的垃
圾、浮土、杂草等铲除，平整修葺一新。

在忙碌中，虽然是大冷天，要记住大人
小孩要在年前洗一次澡，阆中有儿歌唱：“二
十七，洗病疾；二十八，洗邋遢；二十九，洗毛
狗。”千万不能在三十夜洗，有个俗语：“三十
夜洗克膝头——撞嘴”。

到了腊月三十除夕这天，开店铺的要结
束生意，关门后，要在印章盒上贴上写有“封
印大吉”字样的封条。农村人这一天基本上
不做农活，忙着糊灯笼、贴对联、请门神等。
女人们忙着准备饭菜。这天的饭菜是一年
中最丰盛的，在农村要有猪头肉、猪坐墩，表
示“有头有尾”；要有肉丸子，表示“团团圆
圆”；最好要有鱼，吃不起鱼的，就做一碗鱼
豆瓣汤代表，表示“年年有余”。

其实“年夜饭”本来应该晚上吃，饭前还
要拜祭祖先，放鞭炮。现在的“年夜饭”一般
都在中午吃。拿出最好的酒，肉切得又大又
肥；全家人要力争齐全，实现大团圆，远道的
要努力赶回来参加；如果有分家立户的，这天
也要弟兄妯娌和父母一起吃。一桌坐不下的
要“摆长席”，图个团圆吉庆。这一餐饭吃的
时间较长，这一天，一般不走亲戚，没有客人，
饭桌上都是自家至亲的人。孩子们边吃饭边
放鞭炮，大人边劝酒边摆龙门阵。一到夜晚，

家家门前的灯笼都点起来，没有灯笼的也在
窗台上放一盏煤油灯，喜欢音乐的也会拉一
曲二胡、吹一阵唢呐，后来有了收音机、录音
机、电视机等，各家各户都把音量开到极致。

除夕夜要守岁。晚饭后，家家户户搭起
火盆，点燃提前准备的树头、竹疙瘩等耐燃
的柴禾，周围摆起椅子、板凳，不论老幼，聚
在红红的火堆旁，喝茶饮酒吃零食，谈天说
地摆龙门阵，共享天伦之乐。后来有了现代
电器，有了春节联欢晚会，大家更是彻夜不
眠。一到子时，家家户户鞭炮齐鸣，叫“开门
炮”，辞旧迎新都在这一刻，整个山村被烟花
爆竹所笼罩，地上响声震耳，空中五彩缤
纷。卯时，要放开山炮，家家户户争相放大
炮，预示着来年红红火火、人寿年丰。

正月初一讲究早起，谁在这天起得早，
谁这一年都会起得早，有奔头。在农村，有
抢银（寅）水的习俗，人们争相在寅时去担井
水，称为抢银（寅）水。传统认为，谁最早担
回银水，谁这一年就会金银满贯、兴旺发达。

初一早饭一般吃面条，要早吃。现在还
时常回味当年母亲做的臊子面，那才叫个香
啊！那臊子不同于岐山臊子，也不同于炸酱
臊子。猪肉切丁，下锅翻炒，炒出多余的油
脂，加入姜蒜花椒豆瓣等，炒出香味，倒入油
炸过的豆腐丁、胡萝卜丁、白菜等翻炒，然后
加水烧沸，勾芡适量。面条煮好装碗，淋一
勺臊子，不咸不淡，香气扑鼻。

吃了早饭，小辈给长辈拜年，长辈给小
辈发压岁钱（后来也有大年三十晚上给
的）。然后穿上新衣服（没有新衣服的旧衣
服也要补好洗净），带上零食，邀邀约约成群
结队，去赶场，去古城，看大戏，逛闲街。

正月初一这天的禁忌很多：不能说不吉
利的话，不能打坏碗、盘子之类，不能扫地倒
垃圾，女人不能做针线活等。有的地方有正
月初一炒玉米花的习俗，说是这一天炒了玉
米花不生头疮，生了头疮的也会好。

正月初一晚上是接灶神的时间。灶神
爷要上天去开7天会，等汇报完工作，到正
月初一子时，又要举行“接灶”仪式，把灶神
接回来过年，议程与送灶神相同。

正月初二起，嫁出去的女儿带上新女婿
回娘家；人们开始走亲戚访朋友，迎来送往，
互相拜年。

春倌说春是春节期间阆中特有的民间
说唱风俗，说春艺人身穿蟒袍，头戴冠帽，一

手木雕春牛，拄着孝春棒，一手敲打两片竹
片，嘴里唱着吉祥如意的歌谣，寓意主人家
吉祥如意、来年风调雨顺。一般都是即兴演
唱，见啥说啥。比如一进大门：“一进门来喜
气生，神仙送宝马驮金。此处本是兴隆地，
天赐摇钱树一根……”如果先看见主人，道
声：“恭喜恭喜三恭喜，说一个恭喜就大吉。
远望财门九重开，富贵荣华都占齐……”其
实，春倌说春最早发祥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王
室，是古代国家指导农业生产的一种载体。

正月十五以前都是送财的日子。艺人
头戴宰相纱帽，身穿红色蟒袍（后来有简单
的用一张红色长围腰代替），足蹬元宝，打扮
成送财童子模样。手拿一只马锣，一边敲击
一边说唱，不外乎夸赞主人家荣华富贵、风
调雨顺之类。比如一进大门就唱：“马锣儿
敲得圆又圆，我给主家拜新年。童儿送财
来。”然后踏进院子，又唱，“一个院坝四只角，
又养鸡来又养鹅。鸡儿下蛋千千万，鹅儿下
蛋撮箕撮。童儿送财来。”抬脚登上阶檐，又
唱，“主家好座大瓦房，金柱银磉玉作梁。女
儿嫁到公侯府，儿孙个个坐朝堂。童儿送财
来。”见啥说啥，如此等等。把一家人哄得舒
舒服服、喜笑颜开，围观的街坊邻居拍手叫
好。这时，主家拿出一点麻花、馓子等点心，
斟一碗茶水招待，然后奉上一个礼封封，以
示感谢。送财童子一般不久留，简单喝两口
茶水，又匆匆去赶下家。

不仅人要过，就连动物也要过年。民间
有“ 一鸡二犬，三猪四羊，五牛六马，七人八
蚕，九龙十虎，一壁（虎）二鼠，三猫猫，四虼
蚤，五臭虫”之说。意思是正月初一是鸡过
年、初二是狗过年，如此类推。如果哪天天
气好，就表示来年就出哪样动物。

说起动物过年，也有一些讲究。轮到哪
种有益的动物过年，主妇总是要给它做点好
吃的，当年特别重视正月初五牛过年。这天
要给牛儿煮饭吃。用米头子、胡豆、豌豆等
食物混在一起，煮得稠糊糊的、香喷喷的，用
脸盆盛了给牛吃。到了正月十二老鼠过年
又是另一番景象：人们从床上爬起来，甚至
顾不得洗脸吃饭，大人小孩手上拿个榔头、
镰刀、棒棒等东西，对着每根柱头的根部进
行敲击，边敲边说：“正月十二敲柱脚，耗子
窝儿往下落。”家家户户都传出“啵啵啵，啵
啵啵”的敲击声，煞是有趣。

到了正月初七人过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

的过年，是年中之年。这一天，要吃好的，要喝
酒，基本上是年三十的翻版。到了晚上，小孩
子成群结队到河坝、山坡、竹林里，打起火把，
扯起喉咙高喊“逮贼哟！”“抓贼娃子哟！”据说，
人过年这天这样做，当年就没有贼人光顾了。

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要吃汤圆，有的地
方叫“过小年”，有的地方叫“过大年”。要在
正月十四提前庆祝，又是吃肉喝酒，场面要
比年三十小得多。十五的早上要吃汤圆，没
有汤圆或不吃汤圆的一般用抄手代替。十
五的晚上，古城的广场上扎起各式各样的花
灯，灯火辉煌，人声鼎沸。

阆中自古有正月十六游百病的习俗。
传说这一天登高游走，就会将身上的病灾去
掉，一年四季健康通泰。歌谣有云：“正月十
六‘游百病’，游了百病不生病。”这一天，不论
城市乡村，老百姓纷纷举家出动，踏青登高，
享受传统民俗“游百病”带来的身心愉悦。

二月二，龙抬头，这天要忌用针，怕它会
扎伤龙的眼睛。二月二正遇“戊”日，称大
戊，阆中人叫雀儿戊或雀儿会，有忌戊的习
俗。要炒爆米花，说是炒了爆米花，雀儿瞎
眼睛，不糟蹋庄稼。忌动土，不做农事，不允
许进庄稼地，说是这天进了地雀雀要啄粮
食。有踏青转山的习俗。三五老农，顺着田
坎地轮看庄稼。有的农户习惯在房前屋后
撒石灰或草木灰，边撒边念：“二月二，龙抬
头，虫蚧蚂蚁往外游”，以期盼屋内不生虫。

过了这一天，春节才算正儿八经地过完
了，家家取下灯笼，收拾起来，来年再挂。

2024年12月4日，中国春节被世界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春节发源地的阆中举行了盛大庆祝活动。作为土生土长
的阆中人，我以家乡又为中华文化锦上添花感到由衷自豪。“寻春节之源，到
阆中过年”。春节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蜀地的蚕市
□崔耕

《十二属图》之蛇。齐白石 绘

程棨《摹刘松年蚕织图(耕织)图卷》（元）。

俗
民

冰川，
梦想放飞的地方

□张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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