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3月24日
星期一

08

Culture&History

上巳节是一个极其古老的节日，起源于周代，
以农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为节，故称上巳节。魏
晋时，上巳节固定节期，确定为农历的三月初三。
到了唐代，已发展成为一个盛大节日。

上巳节源于上古时的祓禊仪式。所谓祓禊，
是一种古代民俗，指人们到水滨洗濯，除了洁净
身体之外，还通过这种方式祈求安康。东汉郑玄
注《周礼》，称：“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
之类。衅浴，谓以香薰草药沐浴。”

祓除，指通过洁净除灾祛邪之祭，《说文》称：
“祓，除恶祭也。”其中的“衅浴”，则是祓除的具体
方式，是一种以香薰草药沐浴为核心的净化仪
式。衅的本义，为“以香熏身”。东汉蔡邕《月令
章句》也称：“三月上巳祓禊于水滨。”祓禊，跟祓
除含义相同。

《后汉书·礼仪》则对此有十分详尽的记载：
“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
除去宿垢疢（病）为大絜。絜者，言阳气布畅，万
物讫出，始絜之矣。”《后汉书》里面还记载了一个

故事，说是后汉时期有个叫郭虞的人，在三月上
巳日生下两个女儿，但两日内接连夭折。故每逢
此月此日，人们不再留在家中，而是前往河水中
祈福消灾。而为《后汉书》作注的刘昭则认为：郭
虞的传说实属荒诞，因为即便有平民在十日内失
去两个女儿，也不足以成为世代避讳的禁忌。

事实上，刘昭的质疑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
在河水中祈福消灾的习俗，早在先秦时期就广泛
存在了。《诗经·郑风·溱洧》描绘了郑国的青年男
女手执兰草，在溱水、洧水边洗濯祈福，借机互诉
衷肠，互赠芍药定情的场景。西汉学者韩婴注解

《诗经》，就说，郑国的风俗是三月上巳日前往溱
水、洧水之滨，招引亡魂，手持兰草以祛除不祥。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蕳兮。女
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于
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溱
洧》描绘的场景，生动地再现了先秦时期男女交
往的自由与浪漫，因此，有人把上巳节称为“中国
最古老的情人节”，并非没有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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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踏青季又开始了，

在碧水青林间铺陈开

诗意的游春长卷。其

实，成都人的踏青赏

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

深厚的文化底蕴。元

代费著所撰地方风俗

志《岁华纪丽谱》称：

“成都游赏之盛，甲于

西蜀。盖地大物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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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穆与曲水流觞的风雅，让成

都人在水边、山间、花下，把平

常的日子过出了诗情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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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龙舟竞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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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代，因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
社会心态开放，上巳节也从祭祀仪式转变
成了全民娱乐。

上巳节能够在唐朝成为一个极盛的节
日，首先得力于官方的加持。唐玄宗开元
七年（719年），上巳节被定为官方节日，放
假一日。

唐德宗时期，上巳节与中和节、重阳节
并列，成为“三令节”之一。这3个节日，朝
廷会给文武官员赐钱以慰辛劳。《三节赐宴
赏钱诏》称：“比者卿士内外，朝夕公务。今
方隅无事，蒸民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
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择胜
地追赏。”文中的“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
月九日三节日”，即分别为晦节（后改为中
和节）、上巳节、重阳节。这一制度推动上
巳节成为全民参与的盛典。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杜甫《丽人行》记录了权势熏天的杨氏姐妹
曲江春游的场景。“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
之盘行素鳞。”紫驼峰刚从翡翠蒸锅里起
锅，河鲜则装在水晶盘里端出来，从这些美
食和精美的餐具就看得出来，这些贵族妇
女意在游玩而并非祓禊。

唐代上巳节的参与者并非仅仅局限于
贵族，而是全民参与的一场大狂欢。

两岸山花似雪开，家家春酒满银杯。
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青来。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 年），诗人刘禹
锡任夔州刺史时，他学习当地的民歌形式，
采用了民歌曲谱制成《竹枝词九首》，来描
写当地的风土人情。其中的这一首写道，
上巳节的夔州，家家户户都在杯中斟满春
酒，欢度节日。永安宫是奉节城内的古迹，
当年刘备伐吴战败后卒于此，昭君坊里的
女子三三两两，都是刚刚从永安宫外踏青
归来。

唐人在水边，不光是踏青，还发展出了
龙舟竞渡这种竞技性、观赏性俱佳的活动。

唐代符载《上巳日陪刘尚书宴集北池
序》，生动描述出龙舟赛争夺激烈、万人参
与的场景：“一号令，雷鼓而飞，千桡动，万
夫呼，闪电流于目眦，羽翼生于肘下。观者
山立，阴助斗志，肺肠为之沸渭，草树为之
偃悴。揭竿取胜，扬旌而旋。观其猛厉之
气，腾陵之势，崇山可破也，青天可登也
……”现场比赛之激烈，速度如闪电、如鸟
飞；情绪之高昂，似乎可以移大山、登青天。

文中的北池，即文献典籍中的成都万
岁池。因其水域广泛，除了举办龙舟赛之
外，韦皋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还常在此举
办游宴活动。北池最早为战国时秦并巴蜀
后，修筑成都城时取土形成的洼地，因工程
规模宏大，被称为“万岁池”。又因其位于成
都城北，故称其“北池”，其位置或说在今天
的凤凰山东北一带，或说在成华区白莲池。

上巳节起源于水畔祓禊，因此跟其相
关的节庆活动大多发生在水边，如龙舟竞
渡、曲水赐宴（唐代上巳节，皇帝在曲江边
与群臣宴游集会）。然而，成都的上巳节却
有一个非常独特之处，那就是登凤凰山。

道教典籍、五代杜光庭撰写的《神仙感
遇传》载：“一岁上巳，满川于学射山通真观
看蚕市。”学射山即凤凰山，据明代曹学佺

《蜀中名胜记》，“蜀汉后主禅习射于此山，
故以名”。

古代成都的丝绸业极其发达，蚕市也
因而得以繁荣。三月蚕市，是成都“十二月
市”之一，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其中主要交
易蚕种、蚕丝制品及各种农具。因为人流
量巨大，学射山蚕市同时也成为成都的上
巳节活动中心。

刘禅在山上学习射箭，不仅留下了学
射山这个名称，而且在此地留下了骑射的
传统，并延续至唐宋。

北宋画家、诗人文同《学射山仙祠记》
称：“每春三月，成都人士女，倾城来游，习
射山祠下，张列饮宴，尽日而返。”可见，伴

随着蚕市，北宋时的上巳节成都民众有于
学射山习射、宴饮的习俗。

北宋学者田况《成都遨乐诗三月三日
登学射山》云：“门外盛车徒，山半列蚕市。
彩棚飞镝远，醉席歌声起。”诗中描写了北
宋成都上巳节学射山上贸易、射箭、宴饮的
盛况。

元代岁时风俗志《岁华纪丽谱》同样记
载了南宋成都官府延续上巳节于学射山设
宴并举行射箭仪式的习俗：“三月三日，出
北门宴学射山，既罢后射弓。”

进入元代，上巳节逐渐消亡，文献中也
很少见到记载。有学者认为原因之一是上
巳节、寒食节、清明节3个传统节日相隔时
间太近，随着清明节的兴起和社会环境的
变迁而合为一节了。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里的这段
话，记录了孔子晚年与弟子子路、曾皙、冉有、公
西华四人讨论志向时曾皙的回答。

暮春三月，春天的衣服穿妥帖，五六个成年
人，带上六七个少年，到沂水中沐浴洁身，登上舞
雩台（鲁国祈雨的祭坛）迎着春风舒展身心，然后
一路唱着歌儿回家。事实上，“浴乎沂”也跟上巳
节有关。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释“浴乎
沂”，就认为是指暮春三月三上巳节时的祓禊活
动，“浴，盥濯（洗手洗脸）也，今上巳祓除是也”。

曾皙描绘的场景，之所以被孔子赞许，是因
为他以诗意语言勾勒了先秦时期人与自然、礼俗
与自由的交融。这一场景，也成为后世文人向往
的“诗意栖居”原型。

先秦时期以沐浴洁净为主的祓禊，自汉代后
上巳节逐渐融入宴饮赋诗的雅趣，发展出“曲水
流觞”这一雅集行为。在弯弯曲曲的水道中，觞
漂浮在水面，停到哪位宾客面前哪位就饮酒赋
诗。

“曲水流觞”的出现，需要以“曲水”和“觞”两
种实物的出现为前提条件。

“觞”的出现很早，在新石器时代至夏，就流
行用中空的牛角做成的酒杯。战国时期开始出
现两侧有半月形双耳、形状像鸟翼的羽觞。羽觞
的双耳可通过平衡重心影响漂浮稳定性，可减少
侧翻概率，这就为曲水流觞的出现提供了物质条
件。

《后汉书·礼仪》中便有对曲水流觞的记载，
称“（三月上巳）引流行觞，遂成曲水”。

《宋书·礼志》记载了魏明帝曹叡在洛阳华林
园内天渊池南人工开凿石渠，引水形成“流杯石
沟”，用于君臣宴饮赋诗一事。而东晋海西公（晋
废帝司马奕）则在南京紫金山仿效曹魏旧制，延续
曲水流觞活动。“魏明帝天渊池南，设流杯石沟，燕
群臣。晋海西钟山后流杯曲水，延百僚，皆其事
也。宫人循之至今。”以宫廷里的曲水流觞宴请百
官这一行为，被延续至南朝刘宋时期（即《宋书》成
书时代），成为皇家园林雅集的固定仪式。

历史上最著名的“曲水流觞”，当属东晋永和
九年（353年）三月初三上巳日，王羲之在会稽山
阴（绍兴）兰亭，与名流高士谢安、孙绰、郗昙、王
凝之以及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等42人参与的那
次雅集。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
的清幽环境中行流觞曲水，其中有11人各作诗
两首，15人各作诗一首，剩下的16人因未作诗而
被罚酒。

这是典型的上巳节祓禊，文章开头就直接点
明“修禊事也”。但它又不仅仅是祓禊，文人雅
集、诗酒风流赋予了它新的内涵，让它实际上已
经成为具有文化内涵的社交活动。

这场活动也因为记录它的《兰亭集序》而名
满天下、流传千年。在这篇数百字的短文里，王
羲之先述宴游之乐，随之笔锋陡转，借“俯仰一
世”引出对生命短暂的感慨，最后以“死生亦大
矣”的叩问收束，将个人体验升华为对生命的终
极思考。而王羲之情绪大起大伏之时即兴挥毫
写下的序文，笔势随情绪起伏变化，具有不可复
制的“神品”气韵，其书法成就更是被誉为“天下
第一行书”。

宋代李公麟绘扇面《兰亭修禊图》。

明代文徵明的《兰亭修禊图》，描绘了东晋永和九年（353年）上巳节，王羲之等人在兰亭作曲水流觞之会的场景。

唐代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描绘了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春天出游的情景。

上巳节的起源

曲水流觞的优雅

射箭凤凰山

元代王振鹏的《龙池竞渡图》（局部），描绘北宋崇宁年间上巳节时，宋徽宗在金明池观
看龙舟竞渡的盛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