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风
物

2024

年1

月19

日 

星
期
五 

 

责
编 

郭
晓
燕 

美
编 

王
震 

校
对 

任
敏

文物会说话史海钩沉

我的家乡有故事

◎牛钟顺

“腊八”溯源
◎张铭璇

  清代刘嘉颖的《岁寒守岁图轴》，静静置放
于潍坊市博物馆的展厅，见证着又一个岁末的
到来。虽天寒地冻，然春意已近。
  图轴纵68.0厘米、横41.5厘米，纸本（以纸为
底的字画，有别于绢本），水墨淡着色。此画取王
石谷浅绛山水画风格，整体构图工整，用笔细腻
温润，色彩清新典雅，画面呈现一派“岁寒守岁
岁不寒”的恬静祥和气息。
  浅绛山水，是中国山水画的一个类别，特点
是素雅清淡、明快透澈，是在水墨勾勒皴染基础
上敷设以赭石为主色的淡彩山水画。
  画面上，远山寒透，林木凋落清寂，显露出
嶙峋的山体，有稀稀落落的树木点缀于山头，只
留下孤寒的枝干。山体起伏，中间散落着苍茫的
气息。左侧的一片松林，是少有的苍翠，执着地
坚守着山间的生机。梧桐树的群落，将视野拉到
中景，山中的一条无名小径两侧树影婆娑，小径
的尽头是一处院落。
  木门半开，石墙环绕，却不是闭合的深宅大
院。院墙阻隔了部分山体，却将两处裸露的岩石
拥进怀中 ，岩石之下是山中的水流。这原是
山脚。
  竹林的掩映之下，两处坡顶房屋矗立，一处
起居，一处会客。梧桐树下的客厅，有一群人围
坐炉火周围，在谈笑着。此为除夕，春天悄然的
脚步似乎已经融化了寒意。人们平静地守岁，带
着淡淡的喜悦和坚实的希冀。
  画面右上角为刘嘉颖题款，左下角为“烟云
供养”押角白文印。画外裱绫处从右至左依次有
陈蜚声、王景祜、刘抡升、王曾裕、郭恩孚、张昭
潜等地方名家题跋，仿若一次纸上的文人雅集。
  刘嘉颖确乎也是一位高士，一位高冷的
名士。
  刘嘉颖（1861—1902），字石芙，潍县城里水
巷子人。他幼年聪慧机敏，却超尘脱俗，不热心
仕途，恰好其父亲刘潓喜好书画，耳濡目染之
间，刘嘉颖爱上了书画，终日在家潜心临摹父亲
收藏的前贤名迹。
  后来，刘嘉颖结识了潍县金石学家陈介祺，
相见恨晚，互为知己。陈介祺经常请刘嘉颖到府
赏阅珍藏的唐宋以来的名画，嘉颖才知道陈介
祺的收藏“富甲天下”，而他乐于“坐卧游泳其
中”，如饥似渴地领略古人作画的门道，积年累
月，刘嘉颖眼界开、画艺进、造诣长。
  刘嘉颖研学书画，有自身的方向。他的花卉
以恽南田为师，山水宗法王石谷，人物效法陈老
莲。从模仿到创作，渐成风格，其作品被誉为“构
思新颖，光彩淋漓，鲜嫩不腻，情趣高雅”。相传
他曾经临摹王石谷、恽南田未题款的画卷，有人
转手得到后，仿恽、王二人的题款、印章，带到京
师高价出售，曾被名鉴赏家当作真迹抢购，可见
手法几近乱真。
  刘嘉颖的高冷也是看对谁，对同道之人，他
的热情温暖了许多人。而像《岁寒守岁图轴》这
样的题跋盛宴，也并非一回。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胶东诗人白永
修从平度来潍拜访。刘嘉颖出示自己摹恽南田
山水12幅，请白永修题词，白欣然题写：“……君
画足逼古，如见真山石。日夕小轩中，突兀起天
壁。”同乡人、清翰林院编修郭恩赓也曾为刘嘉
颖画作题道：“石芙表兄的山水摹墨精妙，直如
瓯香之室……”文人美誉，也如甘醴。而刘嘉颖
为同道者的认可欣悦有加。
  潍城诗人郭恩孚十分欣赏刘嘉颖的作品，
刘嘉颖感念知遇，慷慨赠送郭《花卉画册》12
幅。郭恩孚请状元曹鸿勋逐幅题诗，他自己则
题签为《海滨二妙图》，寓意刘嘉颖和曹鸿勋二
位的诗、画合璧。郭恩孚还征集诗作美文，学者
张昭潜首先作《海滨二妙图序》交付，继而在画
册上题诗的名家有数十之多，一时成为盛事。
  有一年，刘嘉颖在十笏园作画，当年十几岁
的丁叔言满是崇拜，拜刘为师。而后，刘嘉颖接
收了众多弟子，如丁东斋、刘秩东、贺念初、田渠
汀等，后来都成为著名画家。后来，刘嘉颖被推
崇为“潍县画派”的奠基人。
  在画上写题跋是古人的一种雅好，往往也
成为文人坦露心迹、抒发性情的介质。《岁寒守
岁图》是刘嘉颖专为学者张昭潜绘画的。光绪二
十四年（1898年）除夕，已是古稀之年的张昭潜，
凝神画上围炉守岁的家人，突发感慨，挥笔在画
上写下跋文，回想自己一生：“饱阅炎凉七十年，
茫茫回首付云烟”“年年疏水供清贫……廿年家
口幸平安”。跋文道尽了年华甘苦、世态炎凉，但
他蓦然回首间醒悟：在艰苦的岁月里，一家人平
安无恙才是最大的幸福。
  这幅画现珍藏在潍坊市博物馆，除了张昭
潜自题跋文外，还有数位潍县文化名人的题
跋。岁月清寒，刘嘉颖温暖了一众好友，朋友们
也以融融的春意温暖着醉心于水墨丹青的刘
嘉颖。

岁寒心暖暖

——— 清刘嘉颖《岁寒守岁图轴》

◎崔斌

  “梁祝”的故事几近妇孺皆知，一说就发生
在我的家乡。我的家乡区划属于安丘市，与诸城
咫尺相隔。在界河即渠河的北岸，于我所在村庄
西面一公里，有一座“梁祝”坟茔。而被誉为“文
官御史祖，一代帝王师”的窦光鼐的墓冢，距我
的老家也仅有几里地。
  关于“梁祝”的传说，可谓流传广且久远，
其内容也基本相同。说的是祝员外之女祝英台
女扮男装与梁山伯同窗共读三年，感情笃深，
祝回家时曾向梁托言为妹妹“小九妹”作媒而
许婚。梁回家后方知祝即是“小九妹”，便欣然
前往提亲。谁知祝父已将英台另许秀才马文
才，英台抗婚不从，两人在封建礼教压迫下，先
后殉情而死，化为一双蝴蝶。想来此传说之所
以能经久不衰，主要是因为其体现了古代人民
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吧。
  而在我们本地的“梁祝”传说中，历来认定
梁、祝二人俱是渠河对岸的诸城人。相传这个传
说最早始于晋代或南北朝时期。现在如果去位
于诸城市相州镇的梁山屯村，依然会听到那里
的老人们声称，梁山伯就是他们屯里的人。相传
梁山伯的乳名叫伯孩儿，自幼体弱多病，家中早
年富裕后败落，仅供山伯上了三年学堂。梁与祝
的求学之地，一说是在村东南的小梁山上，旧时
的学堂遗迹尚存；一说是在现在的诸城市石桥
子镇都吉台村。同窗三载的梁、祝二人私定终
身，十八里相送就是送到今天石桥子镇的石桥
上。后来，当梁山伯得知祝父违背女儿意愿，已
将英台强行许配马文才后，相思成疾。梁病入膏
肓之时，嘱其母自己死后不到别处安葬，就埋在
里丈河北崖。因为他知道马文才家在如今的安
丘市官庄镇马家庄子村，英台出嫁必经此地。此
其一。
  其二，在石桥子镇的祝家楼村，村人亦称祝
英台是该村祝员外之女。据称祝家共三支，英台
排行第九，小名九红儿。当时祝家楼共有四座
楼，位于村子的四个角上，东北角的楼就是祝员
外的栖居之地。祝员外为英台许下婚事后，英台
三日不食，至出嫁上轿时方提出必走里丈村北，
否则绝不上轿。但该村祝姓村民历来矢口否认
有英台其人。多少年来，凡是表现“梁祝”内容的
戏剧、电影、鼓词等，一概不准进村演出，也不许
祝姓村人到外村听看。因为祝家认为，本族出了
这样一位女子，（在旧社会）有辱门风，故不得宣
扬。如此决绝的否认，恰恰印证了祝英台确是祝
家楼人。
  其三，在石桥子镇里丈村北的渠河北岸，一
条通往安丘市马家庄子村的旧道旁，有座大墓
高高立于土丘之上，封土之上双顶并立，这就是
“梁祝”冢。据里丈村和我村的老人讲，这里就是
梁、祝“化蝶”的地方。说法有二，一说是祝出嫁
至此要求落轿祭拜梁兄亡灵，悲痛欲绝碰碑而
死，遂葬于此墓；一说确有坟墓裂开英台入墓化
蝶之事，当时急得马文才绕墓拉了一圈儿蒺藜。
细观墓周，确有蒺藜草蔓缠绕。
  如此，我的老家关于“梁祝”的传说相较于
其他地方的传说更完整、更具体，不仅有真地
点、真村名，更有真人物、真情节，因此也就更真
实。乡人常以本地出过这样一个故事及人物而
津津乐道，可谓老到叟妪、小到童稚，都能知晓
并讲出梁山屯的梁山伯和祝家楼的祝英台的爱
情故事，并会亲至渠河北岸指冢为证。
  除“梁祝”冢外，清朝帝王师窦光鼐的老家，
也与我的老家相距不远，仅六里地。去年国庆长
假中，青岛几个朋友慕名前来拜谒窦光鼐墓冢，
我与本地几位朋友陪同前往。路上，老乡中国海
大的李兰生教授给我们讲述了窦光鼐的小
故事：
  窦光鼐在给太子当老师的时候，如果太子
完不成作业，照例与其他陪读者一样被罚跪砖
块。一次，康熙皇帝巡视至此，看到太子被罚，心
疼不已，拎起太子就走，并说：“我们上学是天
子，不上学也是天子。”见老皇帝一时糊涂，窦光
鼐也随口应道：“上学或许是尧舜天子，不上学
一定是纣王天子。”闻听此言，老皇帝便停住了
脚步，对太子说：“回去跪着吧……”

  我的家乡有故事，我的家乡故事多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传说发生在我的
家乡
  不知是不是真有其人
  可河南岸有个祝家楼村，还有一个里丈村
  从里丈北行约10 0 0米，从我村西行约
1000米
  在这两村北向西向交汇处
  在河的北岸，有一座梁祝坟
  少时干农活，站在村西北岭坡地伫望
  农人们都在说：看啊，梁祝坟
  听过本地人讲的梁祝传说，愈来愈相信这
个故事
  就发生在渠河岸边，发生在我的家乡故里

  我家门前那条河，我家乡的母亲河
  她的名字叫渠河
  在这河的南岸，有许多美丽故事和传说
  都吉台，斗鸡台
  人字湾，溯源需至春秋战国
        
  我家门前那条河，我家乡的母亲河
  她的名字叫渠河
  在这河的北岸，有许多美丽故事和传说
  召忽墓与召忽村，雹泉村与李左车
  管宁与管公村，十字路村与王讷
  老子与老子村，柘山镇有个老子庙
  窦光鼐与高家庄，宋官疃与王筠
 
  我家门前那条河，我家乡的母亲河
  她的名字叫渠河
  河的南岸与北岸，有许多美丽故事和传说
  这些大名鼎鼎，这些历史名人
  同一区域出现，就在母亲河畔

  农历十二月初八，俗称“腊八
日”。盖因十二月为腊月，以古人在十
二月举行腊祭，故称此月为腊。其实
古代腊祭涵盖蜡祭。
  腊读xī，本指畋猎而获的动物，
剥皮加盐，腌成肉干，谓之为腊，专祀
祖先。而蜡，读zhà，专祭“百神”。
  《礼记·郊特牲》记载：“天子大蜡
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
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蜡之
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也，祭百种以
报啬也。飨农及邮表畷。禽兽，仁之
至，义之尽也。古之君子，使之必报
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
食回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与水庸，
事也。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
毋作，草木归其泽’。”文中“先啬”指
神农氏，“司啬”指后稷；“农”指古代
有功于民的田畯农官；“邮表畷”指田

畯官在田间督耕时住的庐舍；“猫虎”
指捉鼠护粮之猫和吃野猪(田豕)而护
粮的老虎；“坊”指防洪之堤堰；“水
庸”指灌溉之水渠；昆虫指螟螽之类。
  经学大师郑玄注解天子蜡祭之
“八蜡”是：“先啬，一也；司啬，二也；
农，三也；邮表畷，四也；猫虎，五也；
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虫，八也。”这
种连动物、建筑物、昆虫一并祭祀的
蜡祭，其主要目的是酬谢“八蜡”对农
耕庄稼丰收的恩赐。但如遇收成不好
的年景，就会降低祭祀的规格标准，
甚至停祀。
  《礼记·郊特牲》曰：“八蜡以记四
方，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以谨民
财也。顺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
也。”
  孔颖达疏注：“‘八蜡以记四方’
者，言蜡祭八神，因以明记四方之国，
记其有丰稔、凶荒之异也。‘四方年不
顺成，八蜡不通’者，谓四方之内年
谷不得和顺成熟，则当方八蜡之神，
不得与诸方通祭。所以然者，以谨慎
民财，欲使不熟之方，万民谨慎财物
也。‘顺成之方，其蜡乃通’者，因四
方之内，有顺成之方，其蜡之八神乃
与诸方通祭。所以然者，以其蜡祭丰
饶，皆醉饱酒食，使民歆羡也。”由此
可见，古人蜡祭是对“八蜡”的酬谢
性祭祀，尤其是五谷丰登的年景，人
们对“八蜡”要隆重祭祀。反之，若是
颗粒无收 ，人们便要取消当年的
蜡祭。
  临朐东北本有一座八蜡庙，所祀
便是先啬、司啬、田畯、邮表畷、猫虎、
堤坊、水庸、昆虫。清朝时期圮毁。
  另据明嘉靖《青州府志·祀典》记
载，明朝初年，建八蜡庙于粟山之巅。
粟山，远望如锥，形似粮堆，位于临朐
东北，其上亦有八蜡庙，盖因朐城东
南弥河彼岸有座山，名曰“朐山”，以
其形如卧鼠，又名“老鼠山”。
  清张敦仁《临朐编年录》记载：
“康照八年铸铁猫于朐山。”查阅《临
朐县志》，此次冶铸铁猫由时任临朐
知县郭开桂倡铸，目的是震慑巨形
鼠山。
  何时毁除铁猫？《临朐编年录》记
载：“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毁朐山铁
猫。”为何毁之？史家未言。此乃初毁，
第二次毁除铁猫，乃是咸丰十一年
(1861年)，僧格林沁率清兵至此，因铁
猫与长毛(捻军)同音而毁之。铁猫设
于老鼠山顶，目的是镇猫护米(弥河)
粟(山)。
  古人在蜡祭之后，接着进行腊
祭，祭祀对象是“先祖五祀”。
  《礼记·月令》记载：“天子乃祈来
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腊
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郑玄注
曰：“腊，谓以田猎所得禽祭也。五祀，
门、户、中霤、灶、行也。”中霤，指天
窗，院内之地。行，指行神。可见腊祭
的目的是敬祖、荐新、镐劳农人，令其
休息。
  《礼记·郊特牲》曰：“既蜡而收，
民息已。”孔颖达疏注：“先蜡后息民，
是息民为腊，与蜡异也。但不知腊与
蜡祭相去几日，唯隋礼及今礼皆蜡之
后日。”
  唐朝的孔颖达已经不知古代腊
祭与蜡祭相隔几天，只知隋唐礼俗：
腊祭在蜡祭之后日。即二祭相隔一
天，蜡祭在前，腊祭在后。如果今天的
腊八节是古代的蜡祭的话，那么古代
的腊祭则是腊月初十；如果今天的腊
八节是古代的腊祭的话，那么古代的
蜡祭则是腊月初六。
  历史上的腊八节祭“八蜡”用羊、
豕作供品，而祭“先祖五祀”的腊祭则
必须用畋猎打来的猎物作供品。可以
推知：古之腊祭要比蜡祭的历史久
远，这是因为古人靠猎物作供品的时
代尚无作物种植技术。当时人们过着
部落式的群居群猎生活，只能用猎物
供奉祖先；后来神农氏发明农耕技
术，才有了稼穑种植，才有了“八蜡”
出现的必要。祭祀“八蜡”所需的羊、
豕已是养殖技术下的成果。所以说腊
祭要比蜡祭历史久远得多。
  据《辞源》注解“八蜡之祭”曰：
“每岁建亥之月田功告成，则合聚八
(蜡)神而报飨之。”建亥之月应为阴历
十月，也就是说古代的“八蜡”之祭是
在三秋结束之后的十月，并非是在腊
月。十月已属冬季，庄稼收完，田功告

成，于是酬谢“八蜡”护农之功。藉此
而断：腊月初八的祭祀本意是祭祀
“祖先五祀”，并不是祭祀“八蜡”。古
人畋猎，只有十月之后，尤其是冬至
交九以后，天气最冷，畋猎的猎物容
易保存，不易腐败，便于冷藏肉类，制
作干肉。何为腊（xī）？腊者，干肉也。
所以笔者认为：十二月初八的“腊八
节”应为腊肉祭祖的腊祭。而“八蜡”
之祭本在十月田功告成时期，后人移
入腊月初八，嫁接而成。可以这样说：
腊祭才是原本正统的纯正“腊日之
节”。
  东汉应劭《风俗通》卷八《祀典·
腊》注曰：“谨按《礼传》：‘夏曰嘉平，
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汉改为腊。腊
者，猎也，言田猎取禽兽，以祭祀其先
祖也。’或曰：‘腊者，接也，新故交接，
故大祭以报功也’。”腊祭在夏朝称
“嘉平”，殷商称“清祀”，周朝称“大
蜡”，秦汉称“腊”。由此文可证：腊祭
在夏朝之前就已经出现，畋猎取兽以
祀先祖应是原始部落群居群猎时代
习俗。而蜡祭则是在人类进入农耕时
代的祭俗，比腊祭要晚得多。
  先秦时期，“腊日之节”是人们一
年中的大节，汉代文学家蔡邕《独断》
释曰：“腊者，岁终大祭，纵吏民宴
饮。”此时正值农闲，人们百无聊赖，
于是借节娱乐便成为必然，加之适处
秋收冬藏时节，为节日宴饮娱乐提供
了物质保障，所以人们要借机娱乐
庆贺。
  《太平御览》卷三十三引隋杜公
瞻语曰：“近日蜡、腊兼设，蜡在十月，
腊在岁终。隋开皇四年始停建亥之
蜡，直为建丑之腊。”由此可知：隋开
皇四年之前，人们在十月蜡祭“八
蜡”，在腊月腊祭“先祖五祀”。从开皇
四年开始，停祀“八蜡”，只进行年底
的腊祭。或许这就是历史上由腊、蜡
二祭合为一祭的开始。
  宋代高承《事物纪原》卷八《岁时
风俗部·赛神》记载：“今人以岁十月
农功毕，里社致酒食以报田神，因相
与饮乐，世谓社礼，始于周人之蜡
云。”可以看出，周朝的蜡祭在宋代被
演化成“社礼”。而明代田汝成《西湖
游览志馀》则记载：“十月朔日，人家
祭奠于祖考，或有举扫松浇墓之礼
者。八日则以白米和胡桃、榛、松、乳
菌、枣、栗之类作粥，谓之腊八粥。”将
此文与宋代高承文相联系，似乎十月
一祭祖源于宋代的“社礼”，即周朝的
腊祭。田汝成文中“腊八粥”实际上是

另有来历。
  汉晋时期，腊祭日期并不固定，
据史书记载，汉武帝时代在大寒节气
邻近的戌日为腊祭。三国时期，腊祭
改在了冬至后第三个丑日举行。南北
朝时期，梁代将腊祭固定在了十二月
初八，遂成后之腊八节俗。
  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文载：“十
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草
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
刚力士，以逐疫。沐浴转除罪障。”由
此记载可知，南北朝时期的腊祭还配
套了击腰鼓、戴胡头等民间玩艺。
  隋朝的腊祭初在孟冬下亥，后改
为季冬年尾。据《隋书·礼仪志二》记
载 ，隋代腊祭在十二月最后一个
亥日。
  唐朝时期，开元年间初设腊、蜡
二祭，蜡祭在寅日，腊祭在辰日。后来
又将蜡祭并入腊祭。
  金元时期官方对腊、蜡停祀。
  明代官方不重腊祭。
  民间腊祭则沿袭宋朝仪制，以戌
日为腊。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十一
注解：“至后第三戌为腊，腊前三两番
雪谓之腊前三白，大宜菜麦。”
  清代帝王仍行蜡祭之祀，至乾隆
年间停祀蜡祭。据《清史稿·礼志三》
记载：“乾隆十年，诏罢蜡祭。”从此官
方腊、蜡之祭在中国历史上告终。
  民间虽有腊、蜡之俗，但多数被
腊八节混淆得难辨东西，其实腊八节
兴起较晚。十二月初八日也是佛教的
节日，寺庙会在这一天向民众送腊八
粥，取得了人们的好感。久而久之，大
多数人便只知腊八节，而不知固有的
“腊日之节”了。
  细究其始，腊八节的历史只能溯
寻到宋代。梁唐时期的“腊日之节”虽
然是在腊月初八，但并不叫“腊八
节”，而是叫“腊日节”。只有到了宋
朝，人们才过两个节日，即腊日节和
腊八节。
  据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卷六记
载：“冬至后，戌日数至第三戌便是腊
日，谓之君王腊。腊月内可盐猪羊等
肉，或作腊肥、法鱼之类，过夏皆无损
坏。惠民局及士庶修制腊药，俱无虫
蛀之患。此月八日，寺院谓之腊八，大
刹等寺俱设五味粥，名曰腊八粥。”由
此可见，宋朝人主要还是过腊日节，
寺院僧尼过腊八节，设五味粥，即腊
八粥也。
  经过数百年传承、演变，民间形
成了腊八食粥的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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