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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九 重 阳
■杨蕊

中国古代技术发明之十八

温 室 栽 培
■杜新豪

与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合办

开物东方

史海逸趣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农历九月

九日是我国传统的重阳节，这个在今人看来与

老人、孝道相关的节日，在古代有着更加丰富

的寓意与期许；佳节又至，我们来谈一谈重阳

节的起源与风俗。

重阳缘起

“重阳”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出现在屈原的

《天游》：“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

都。”这是否说明重阳节在当时就已经形成了

呢？非也。这句话的意思是集聚九重阳气进入

帝宫，探访旬始星 （太白星）、参观清都天庭，

“重阳”指的是九重阳气，即“天”，而非节日。

传为西汉刘歆所作的 《西京杂记》 中曾记

载：“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

妻，说在宫内时……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

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因此有人认为西汉

初期皇宫内已有九月九日佩茱萸、饮菊花酒等

习俗，进而推测重阳节在西汉时已经形成。但

实际上，《西京杂记》 是晋人葛洪辑录的，刘歆

实为假托的“作者”，因此这条记载不足以说明

重阳节在汉代的情况。

确信的记载出现于东汉 《艺文类聚》：“九

月九日可采菊花”，说明九月九日在东汉是一个

节日；西晋周处的 《风土记》 中也称“九月饮

菊花酒”为“汉俗”；此外唐人虞世南 《北堂书

钞》 曾记载汉献帝“兴平二年 （195 年） 秋，

朝廷以九月九日赐公卿近臣饮宴”，说明东汉九

月九日有宴饮之俗，这正是后世重阳节的节

俗。综合而言，重阳节最晚在东汉时已经形成。

重阳节为何出现，很多人认为与 《易经》

有关，在此书中，“九”为阳数，因此九月九日

被称为“重阳”，再加上“九”有“久”的谐

音，重阳代表着长长久久，是值得庆祝的好日

子。这一说法见于曹丕的 《与钟繇书》：“岁往

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

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

会。”但根据重阳节出现的时间来看，这应该是

节日发展过程中人们所赋予的解释与期许，而

并非最初形成的原因。

重阳节出现于一个传统的农耕社会，最可

能的原因应与农事相关。一般来说，农历九

月，农事已经到达尾声，丰年庆典与祭祀活动

开始进行。《吕氏春秋》 记载九月“命冢宰，农

事备收，举五种之要……是月也，大飨帝，尝

牺牲，告备于天子……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

五戎 （五种兵器）、獀马 （獀即为搜，选择之

意）。”由于兼有祭祀和庆典的意义，也不乏宴

饮等娱乐活动，因此，九月祭祀、田猎的习俗

逐渐发展为重阳节是有可能的。

有学者认为重阳节的形成还与火神有关，

这一观点的理论来源与星象有关，农历九月，

代表火神的恒星“大火”会隐退，远古先民将

之看作天气变冷的预兆。远古时代，先民的御

寒能力十分薄弱，很多人在寒冷的冬季中失去

生命，所以人们会在九月举办各种仪式祭拜火

神，以求护佑。这一情形与重阳节“求长生、

消灾避难”的习俗相符。

重阳风俗

重阳节的风俗在南朝梁吴均所作志怪小说

集 《续齐谐记》中有所体现：

汝 南 桓 景 ， 随 费 长 房 游 学 累 年 。 长 房 谓

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

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

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

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

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

故事固然不可信，但节俗却是真实存在的。

首先是登高。金秋九月，天高气爽、丹桂

飘香，正是郊游登高的好季节。根据上文，最

初的登高活动，目的在于祭祀，随着时代的发

展，才演变为娱乐活动。史传东晋谢灵运为了登

高还发明过登山木屐，“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

嶂千重，莫不备尽。登蹑常著木履，上山则去前

齿，下山去其后齿”，是一种鞋底有可拆卸木齿的

木屐，李白“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中所说的

“谢公屐”正是此物。在少山的平原地区，人们也

会登上亭台楼阁等建筑，凭高眺远，如宋人孟元

老《东京梦华录》中记载：“都（汴梁，今开封）人多

出郊外登高，如仓王庙、四里桥、愁台、梁王城、砚

台、毛驼冈、独乐冈等处宴聚。”

其次是赏菊、饮菊花酒。唐代诗人孟浩然

《过故人庄》 中说：“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

花。”九月是菊花盛开的季节，因此也被称为

“菊月”。菊花在中国文人雅士的眼中是高洁、

独立的象征，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

南山”被传为千古名句，无数文人对此心有戚

戚，赏菊也成了文人雅集的普遍活动。此外，

菊花可入药，是百姓心中可辟邪祛病的植物，

因此在重阳也有饮菊花酒的习俗，人们在头年

九月采下初开的菊花和茎叶，掺入粮食中酿

酒，甚至还会加入多种草药，在来年重阳时饮

用，被称为“长寿酒”。

佩戴茱萸也是重阳的典型节俗，王维的

“遍插茱萸少一人”使得这一节俗更为人们所熟

知。茱萸又名越椒、艾子，是一种常绿带香的

植物，果实为红色椭圆形，小巧可爱，有杀虫

消毒、逐寒祛风的功能。除了佩戴，人们还会

将茱萸制成酒，《辽史·礼志》 记载九月九日

“又研茱萸酒”，不过其用途似乎并不是用来饮

用的，而是要洒到门户上以除灾害的。

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元宵的汤圆、端

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饼……仿佛所有节日都能

与食物产生关联，那么重阳节有时令美食吗？

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狮蛮”。

“狮蛮”又称“重阳糕”“花糕”，是经过装

饰的面食糕点，在北宋已经开始流行。《东京梦

华录》 记载重阳节前一二日，“各以粉面蒸糕遗

送，上插剪彩小旗，掺飣（混杂在一起）果实，如

石榴子、栗子黄、银杏、松子肉之类。又以粉

作狮子蛮王之状，置于糕上，谓之狮蛮。”南宋人

吴自牧的《梦粱录》中也记载了狮蛮的做法：“蜜

煎局（宋代提供宴会服务的机构之一）以五色米

粉塑成狮蛮，以小彩旗簇之，下以熟栗子肉杵为

细末，入麝香、糖、蜜和之，捏为饼糕小段，或如五

色弹儿，皆入韵果糖霜，名之狮蛮栗糕，供衬进

酒，以应节序。”

总体来说，无论是重阳节的起源，还是在

发展过程中衍生出的节俗，都与人们避厄消

灾、健康长寿的愿望有关，承载着人们的美好

期许。我国把每年农历的九月九日也就是重阳

节定为老人节，重阳节成为了对父母传达爱

意、彰显孝道的日子，这既是现今社会对古代

节俗的发展，也是当代文明对传统美德的传承。

青史斑斑

柳宗元 （773年—819年），字子厚，河东

（山西永济） 人，唐代著名文学家。他创作的

《黔之驴》《捕蛇者说》 等文章家喻户晓，特别

是同韩愈一起发起了历史上著名的“古文运

动”，提倡文以载道，复兴儒学，对推动我国现

实主义文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唐宋

八大家”之一。但鲜为人知的是，柳宗元还是

唐代中期的监察御史、政治家。

正史上讲，柳宗元少时“聪警绝众”，文章

“璨若珠贝”，当时人“咸推之”。唐德宗贞元九

年 （793 年），21 岁的柳宗元与刘禹锡同登进

士，十年后又与刘禹锡同任监察御史。柳宗元

家族还是历史上的名门望族，其先祖柳奭曾任

中书令 （宰相），他的父亲柳镇则辅佐郭子仪平

定安史之乱，后任侍御史。柳家可谓满门忠

烈，御史世家。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这首 《江雪》 是柳宗元贬谪永州

期间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那么，柳宗元为什

么写这首诗，这首诗又反映了他怎样的心境

呢？这就要先了解一下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柳

宗元生活在唐代中期，安史之乱后形成了藩镇

割据、宦官专政的局面。唐顺宗永贞元年 （805

年），以王伾、王叔文为首的官僚士大夫集团在

顺宗支持下进行革新，史称“永贞革新”，又称

“二王八司马事件”，他们主张加强中央集权，

反对藩镇割据，打击宦官专权，但终因政治力

量不足，革新以失败而告终。柳宗元是“二王

八司马”中的八司马之一，当时，王叔文“尤

奇待宗元”，及得政，提拔柳宗元为礼部员外

郎，放在身边“与之图事”，并“欲大进用”。

革新失败后，柳宗元与刘禹锡等八人一起被贬

地方任司马，柳宗元任永州司马。这首诗正是

柳宗元在永州期间创作的，是典型的以诗言

志，表达了一个政治家不向黑恶势力屈服，决

心秉志特立的悲壮气节。

作为政治家，柳宗元在他的 《梓人传》 中

对治国理政提出了宝贵的见解。《资治通鉴》 专

门择要作了摘录，足见柳宗元政治思想值得后

人重视借鉴。文章以“梓人 （建筑设计师） ”

的传奇事迹为喻，通过“梓人之道”阐述治国

的大道，提出治理天下应“条其纲纪”“齐其法

制”；“择天下之士使称职”；“居天下之人使其

安业”；“不衒能，不矝名”，夸耀自己的才能，

自尊自大；“不亲小劳”，去做那些微小琐碎的

事情；“不侵众官”，干涉下属分内的工作，而

是应专心研究“大者远者”等治理国家的根本

道理。正如梓人善于运用众工匠一样，领导者

要善于使用好各方面的人才。

中唐时期，豪强地主兼并掠夺土地日益严

重，地方官吏加紧了对广大农民的盘剥。农民

除了向国家交纳正常的捐税外，还要承受地方

官吏摊派下来的各种杂税，可谓“苛政猛于

虎”。针对基层官吏繁政扰民的情况，柳宗元写

下名篇 《种树郭橐驼传》。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

道的记叙，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是

“养树”的法则，并由此说明“为政亦然”的道

理，批评当时基层官吏“好烦其令”，主张与民

休养生息。他批评“旦暮吏来，聚民而令之”，

基层官吏不断催促百姓耕织劳作，表面上好像

是怜爱百姓，但百姓反受其害。他借用郭橐驼的

口质问，百姓们整天忙于应酬官吏不得空暇，又

怎么能繁衍生息，安定民心呢？通过这篇寓言，

他对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进行了深刻批判，提出了顺天养民的政治主张，

《资治通鉴》赞扬“此其文之有理者也”。

在永州谪居十年后，唐宪宗元和十年 （815

年），柳宗元终于被召回首都长安，但随即又被

贬为柳州刺史，直至五年后病死在任所。虽然

命运多舛，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柳宗元始终

心中装着百姓，在柳州期间做了许多利国惠民

的好事。其中，最为史家所推崇的是释放奴婢

事件。对此，《新唐书》 和 《旧唐书》 都作了记

载。当时“柳州土俗，以男女质钱，过期则没

入钱主”。柳宗元“革其乡法”，使得那些沦为

奴婢者，可以出钱赎回，也可以通过为债主服

役的方法赎身。对于最贫穷的奴婢，柳宗元就

自己出钱赎回他们，并送归其父母。在柳州期

间，柳宗元还兴办教育，学子们不远千里来向

他学习请教，凡是经过他指点的人，“为文辞皆

有法”，大都成为当地名士。在柳宗元的主持

下，柳州百姓争先学习汉话，在外仁爱，在家

慈孝，民风得以淳厚。人们居住有了新房子，

代步有了新船，喝上了干净甘甜的水，破旧的

街巷得到整治，庙宇得到翻修，池塘园林清洁

整齐，逃亡流窜的人纷纷回归，百姓生活发生

了很大变化。经过三年努力，柳州百姓高兴地

说，我们这个地方虽然远离京城，但我们也是

天子的子民，现在上天派来仁爱的柳侯，还有

什么理由不顺从教化呢。“我民报事兮，无怠其

始，自今兮钦于世世。”质朴的柳州人民把柳宗

元永远敬为他们的柳侯，世世代代敬仰。在柳

宗元辞世后的长庆三年 （823年），韩愈为吏部

侍郎，应柳州官民所邀，欣然为柳宗元书写了

墓志铭，赞扬柳宗元“生能泽其民”。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

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

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

音书滞一乡。”这首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

州》 是柳宗元贬谪柳州后创作并寄与刘禹锡等

四位共患难的朋友的一首七律，充分抒发了柳

宗元和刘禹锡等人的深厚情谊。柳宗元和刘禹

锡是同科进士，同朝为官，又共同参加“永贞

革新”，成为推动唐代中期历史发展的重要人

物，后来又同样遭遇两次被贬流放，结下了深

厚的友谊。患难之时见真情。元和十年时，柳

宗元贬岭南柳州刺史，刘禹锡贬更偏远的古夜

郎国播州刺史。柳宗元感叹说：“播非人所居，

而梦得 （刘禹锡） 亲在堂，吾不忍其穷，无辞

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为母子永诀。”即草章

奏，欲以柳州授刘禹锡而自往播州。逝世前，

柳宗元留书给刘禹锡托付后事：“我不幸卒以谪

死，以遗草累故人”。刘禹锡执书以泣，将他遗

留下来的著作编成 《柳河东集》，并亲自作序，

凝结成了两位监察御史的正气之歌。

个人的精神世界往往决定其行为做派，

古代清官廉吏通过三块石头，告诉了我们廉

洁方能聚人，律己方能服人，无私方能感人

的道理。

三国时期，苏州人陆绩出任郁林太守，

在他的努力下，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陆

绩也因此深受百姓爱戴。任期转眼即至，当

时陆绩返乡只能走水路，起程当天风高浪

急，船在码头摇摆不定。船夫见轻舟渡江难

压风浪，不敢开船，建议陆绩找一些重物压

船。陆绩任职期间从不收受金银财物，因此

他的行李只有一些轻便的生活用品，他便请

人将岸边一块大石头搬上船来压舱，船夫和

前来送别的百姓无不感叹陆绩为官清廉。这

块乘风破浪的“廉石”，也被后人保留在陆

绩的故乡受人瞻仰。

优秀的传统必将被人们传承。在上海松

江醉白池公园内也竖立着一块凌霄怪石，这

是明代张弼任南安知府时留下的。张弼一生

为官清廉，任期畅道路、建社学，逢荒年开

仓济民，深得民心。离任返乡时，他只有简

单的行李和一些书籍，由于船体太轻不胜风

浪，张弼便效仿陆绩的做法，与儿子一起作

挑夫打扮上山寻石。山上百姓认出了张弼，

对他说：“像您这样勤政爱民又清廉的官员，

不要说一块巨石，您就是要这座山，我们也乐

意给您。”张弼归乡那天，来送别的百姓无不

动容，张弼自言：“为官十载无家财，青石压船

抗风浪。”说完便向父老作揖道别。

扬州评话中有一段严清的故事，虽然极

有可能是传说，但我们亦不妨听听。清代兴

化县官严清，刚一上任就自许要在此地留下

清名，上任后他努力公事，清廉自守。离任

前，他摆酒席答谢众人，谁知开席前，有人

特意送来一条青鱼，只见该鱼从头至尾都是

青色，就是在尾部被人为洒了点石灰水变成

了白色。严清恍然大悟，这叫头清尾不清，

问题直指今天的宴席。严清立即命人撤去宴

席，准备开船返乡。严清没有多少行李，只

身一人返乡，想到轻舟不胜风浪，就请船夫

搬来河边一块大石压在船头，自己坐在船

尾。下船时，严清感慨道：“头清尾不清，

石头压船身，千里还青石，寄望后来人。”

并请船夫将这块压船石带回兴化。

“清节足矣励万世”。古代清官廉吏清正

廉洁的价值观伴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丰富壮

大，这些朴素至简的勤廉思想和实践，在历

史和现实中为我们架起一座座沟通的桥梁。

温室栽培是指利用能保暖、加温、透光

的设备及相关的技术措施，人为地创造适宜

植物生长的小气候环境，以保护植物御寒、

御冬或促使生长和提前开花、结果，它的出

现打破了植物生长的地域和时空界限，满足

了园艺作物周年连续供应的需求。我国是世

界上温室栽培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在温室增

温技术方面有诸多创造。

据记载，秦始皇曾命人冬季在骊山陵谷

中温处种瓜，在冬季寒冷的北方种瓜，肯定

会有所覆盖，据此推测中国最早的温室可能

出现于秦代。然而有关温室最早的确切记载

出现在汉代。汉元帝于太官园中种葱、韭、

菜茹，采用的办法是盖一座密封的屋庑，在

屋内昼夜燃火来提高室温，这样蔬菜就得以

在隆冬正常生长。当时各地向朝廷进贡的新

味就有很多是通过“郁养强熟”的方式培育

的，富人享用的东西也有“冬葵温韭”，说明

早在汉代利用温室栽培蔬菜已变得较为普

遍。温室还被用于花果栽培，其中最著名的

当属堂花术，唐代诗人白居易就有“惯看温

室树，饱识浴堂花”的诗句，堂是用纸饰密

室 （很可能是用纸作为温室的窗子来增强透

光性，而不是有些现代学者解读的用纸做成

房子），在室里开沟，把花盆放于沟上用绳与

竹搭成的架子上，在沟中倒入热水，并施牛

溲、硫磺等热性肥料，以增加室内温度，通

过这种办法来促使堂中的花卉提前开放。这

种花卉栽培技术在唐代出现之后，一直沿用

至今，北京中山公园的唐花坞使用的技术就

是从堂花术发展过来的。

古罗马约在中国汉代之时也出现了温

室，是一种用云母片搭成的暖房，虽比中国

用纸糊等方法透光性强，但没有中国类似的

生火等内部加热的措施，其技术也未能流传

下去。温室在其他地区的出现则要晚得多。

西欧的温室栽培出现在 18世纪初，美国则是

在 1880年开始有温室栽培，日本是在 1830—

1840年才有温室，日本的温室称为“纸屋”，

很可能受到中国堂花术的影响。

毛玠，字孝先，三国时期魏国的一位大

臣。在名著 《三国演义》中，毛玠是赤壁之

战前夕曹操的水军都督，被小说家写得很平

庸。历史上真实的毛玠是个文官，早年在县

中为吏，后来跟随了曹操，被任命为治中从

事。他提出的“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

畜军资”战略规划，得到曹操的欣赏，被称

为“毛玠版”的 《隆中对》。

毛玠曾做过东曹掾，职务不能说很高，

但权力可不小，主管官吏的选拔任用。毛玠

能名留史册，与他这一时期为官清廉公正、

铁面无私有很大关系。不看虚名，不论关

系，只看重品德和才干，这就是毛玠举荐任

用人才的标准。有些名士就算在当时有些名

望，但行为不正派，他照样弃之不用。曹操

对此赞叹说：“这样选人用人，使天下的人

自己监督约束自己，我还再费什么心思呢！”

曹丕做五官中郎将时，亲自去见毛玠，托

他照顾一下自己的亲属。要说这是个“攀高

枝”“卖人情”的好机会，谁知毛玠直言回绝：“老

臣因为能够尽忠职守，所以有幸没有获罪，您

现在所说的人不应升迁，所以我不敢遵命。”

别说曹丕在毛玠跟前“没面子”，就连

曹操想帮人通融，毛玠也不买账。曹操有个

老乡叫丁斐，因为曾救过曹操的命，曹操凡

事对他都宽容几分。但丁斐这人爱占小便

宜，在跟随曹操讨伐东吴途中，把自家瘦弱

多病的牛换成了公家的一头壮牛，自以为神

不知鬼不觉，没想到最后被人揭发，丢了官

职。到这个地步了，毛玠依然不依不饶，多

次请求曹操对丁斐按律重罚。曹操考虑到丁

斐曾救过自己的命，还是放了丁斐一马，但

曹操对毛玠的铁面无私更加敬重。

后来，毛玠担任尚书仆射，再次掌管选才

任人之职。虽然身居高位，毛玠却生活俭朴，

粗衣素食。而对孤苦贫寒的族人和平民却乐

于救助，以至隐退之时，家财所剩无几。毛玠

这种率先垂范、克己节俭的处世风格，引领天

下士人以廉洁的操守来自我勉励，即使显贵

得宠的臣僚，服饰器物也不敢违反法度。曹

操平定柳城，分赏所获得的器物时，特地将一

幅素屏风和一件素凭几赏给毛玠，说：“你有

古人的风范，所以赏你古人所用的器物。”

毛玠为官做事坚守原则，公正清廉，曹

操曾赞叹他：“古所谓国之司直，我之周昌

也。”周昌是刘邦身边的大臣，以直言而著

称，对刘邦成就霸业助益良多。

兰台钩沉

廉石忆清
■厉海洋

“国之司直”毛玠
■辛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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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赏菊图，选自清人陈枚所绘 《月曼清游

画册》，陈枚以描写宫廷生活见长，该画册现藏

故宫博物院。

乡贤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