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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降是秋季最后一个节气，露
水凝结成霜，天气开始转冷，也意
味着冬天即将来临。《月令七十二
候集解》：“九月中，气肃而凝，露结
为霜矣。”此言简明说出了霜降节
气的特征。那么，古人在这个节气
里会做些什么呢？让我们一同走进
历史，看一看古代霜降的习俗。

祭旗纛。《周礼》中记载，大司
马(统管全国军事的官职)凡是出
师的时候，都很重视旗鼓的作用，
要对旗纛进行祭祀，称之为军牙六
纛之神(纛，古代军队里的大旗)。
自唐以后，各个朝代都有旗纛之
祭。各地一般都有旗纛庙，在庙中
筑台，设置军牙六纛神位。春季在
惊蛰日祭祀，秋季在霜降日祭祀。
清代在霜降日五更时，鸣炮致祭。
武将主祭，在演武厅迎接巡视的帝
王。祭祀完毕，将士们齐集教场，兵
士们披挂整齐，展示武器，唱着军
歌整队而归，或者绕街游行。

习战射。霜，是杀伐的象征。古
人为了顺应秋天的严峻肃杀，都在
九月操练战阵，进行围猎。正如《春
秋感精符》所记载：“季秋霜始降，
鹰隼击，王者顺天行诛，以成肃杀
之威。”自从汉代以来，就在季秋之
月讲习武事，操演比试射技，以进
行赏罚，已沿袭成为惯例。宋朝诗
人辛弃疾的“沙场秋点兵”，反映
的也是这种景象。“缮五兵，习战
射，以备寒冻穷厄之寇。”贾思勰

《齐民要术》中，还将其列为农家

九月中的事宜。
赏菊花。霜降时节，正是菊花

盛开之际，此时民间会举行菊花
会，以表达对菊花的喜爱。富贵人
家不必出家门 ，在 霜 降 来 临 之
前，就采集很多盆名品菊花，置
于庭院中，并搭菊花塔，菊花塔
前摆上好酒好菜，然后喝酒赏
菊，赋诗泼墨。

吃柿子。霜降时节，正值柿子
成熟之时，在霜降时节吃柿子，也
是古代霜降的习俗。此时天气转
寒，吃柿子可防寒保暖，还能补筋
骨，非常适合霜降时节食用。

送芋鬼。霜降时节，人们用瓦
片堆砌成塔，在塔里面放入干柴点
燃，火烧得越旺越好，直至瓦片烧
红，再将塔推倒，用烧红的瓦片热熟
芋头或红薯，称为“打芋煲”，最后把
瓦片丢到村外，这就是“送芋鬼”。古
人以这样的方式，辟凶迎祥。

扫墓。《清通礼》记载：“岁寒食
及霜降节，拜扫扩荃，届期素服诣
墓，具酒撰及菱剪草木之器；周服
封树，剪除荆草，故称扫墓。”可见，
古时候霜降时节人们还要去扫墓。
如今霜降扫墓的风俗已少见，但霜
降时节的“寒衣节”在民间仍较为
盛行。寒衣节也称“十月朝”“祭祖
节”“冥阴节”“鬼节”，与清明节、中
元节并称为三大“鬼节”。

寒露一过，霜降就会来临，让
我们在霜降节气里，品味一下古代
厚重的历史文化吧！

古代霜降历史民俗
⊙董 宁

以前的家庭强调
“男主外，女主内”，
即出门干活赚钱以
男方为主，家务事的
料理则以女方为主，
家中的儿媳妇都要
听婆婆的。随着岁月
的流逝，家中的婆婆
死了，儿媳妇的儿子
也娶亲了，儿媳妇终
于“ 多 年 媳 妇 熬 成
婆”。当儿媳妇时只
要听从婆婆调令即
可，当上婆婆后则要
统揽家庭全局。从没
当过婆婆的媳妇第
一次当家，总会感到
颇为紧张，于是便出
现了“未曾做大家，
脚手肉抖抖颤”的闽
南 俗 语 。闽 南 话 的

“大家”是婆婆的意
思，手脚的闽南话倒
着说叫“脚手”，这句
闽南俗语的意思是：
从没当过婆婆的媳
妇刚当上婆婆，手脚
的肉都紧张得会颤
抖，用于形容第一次
从事某项工作或主
持一方工作的紧张
心情。

人们从事某一项
新的工作或担负更重要的责
任，总会有一种陌生感，甚至
会有一种敬畏之心，担心能不
能胜任或担负起新的岗位责
任，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但只要从容应对，就
会慢慢适应。东汉末
年曹操百万大军要并
吞江南，东吴君主孙
权命周瑜挂帅抗击曹
军。周瑜第一次挂帅，
老将程普不服，加上
要火攻曹军却“万事
俱备，只欠东风”，由
于心理压力太大还一
度病倒。但他在孙权
的支持下，积极配合
诸葛亮从容排兵布
阵，终于取得了赤壁
大战的辉煌胜利，从
此奠定了三国鼎立的
局面。当然也有首次
登台因应对错误而栽
跟头的。三分后期魏
国都督司马懿率兵进
攻西蜀，诸葛亮派马
谡到街亭要塞拒敌。
马谡本是个参谋官，
第一次率兵由“媳妇”
变成了“婆婆”，由于
过于自信又死用兵
书，只知道“居高临
下”可以“势如破竹”，
却没想到高处缺乏水
源可能扰乱军心，终
使街亭失守，要不是
诸葛亮冒险使用空城
计，可能导致全军覆

没，终而演绎一出“诸葛亮挥
泪斩马谡”的悲剧。可见，第一
次当婆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
过于心虚，或过于自信，从而
出现错误的应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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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人称呼老师和医生为“先
生”，“有状元学生，无状元先生”是闽
南谚语。人们听了定会感到奇怪，一般
来说，是有状元老师，才有状元学生
啊！因为“名师出高徒”，又为什么说

“有状元学生，无状元先生”呢！
一个人的成功，能否考上状元，并

非有状元先生就能考上。一个小孩的
成长是靠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
育，而这些教育都是客观因素，何况学
校教育，老师的教导只是其中一个方
面，最重要的是靠自己的努力，主观因
素起主导作用。当老师的一般是秀才、
举人，他们的知识也很丰富，他们的学
生，有的就考上状元。能考上状元的学
生和老师的启蒙教育和针对性的点拨
是分不开的。

无数事实证明，每一个人，从少儿
总角之时，到弱冠，都需要老师的教
育。到少年、青年以后，就得靠自己读
书学习，充实知识，提高文化素养，方
能成才。像宋代汪洙《神童诗·劝学篇》
所说：“学问勤中得，萤窗万卷成；三冬
今足用，谁笑腹空虚。”“少小多才学，
平生志气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
刀。”汪洙强调年轻人要苦学，“读书破
万卷”的学业古时候只能在萤火烛光
映照下的窗前完成；经过三年的寒窗
苦读，别人能武，可以定国，我手中的
笔，也是锋利如刀，可以安邦。他激励
人们奋发读书，才能有机会出将入相，
才能自立自强。“男儿当自强”成为励志的千古名
句。作为老师来说，你要教出状元学生，你的知识
面需要深而广，素养高，处处成为学生的楷模，就
要像大教育家朱熹那样“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月

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
头活水来。”水的清澈，是因为源头总
有活水补充，一直不停地流下，说明
学习应有永不停息的精神。“十年树
木，百年树人”说明老师教育的重要
性，反过来也说明当老师教人一杯
水，自己就要有一桶水，老师知识越
丰富，就能教出更多的状元，为国育
才更有保障。

闽南人教示孩子对老师要有礼
数，“拄（du）着先生着（dioh）行礼”
（遇到老师得行礼）、“先生教示较好
爸母教示”（老师教育胜过父母教
育）、“听先生的话，做先生的好学
生。”这正如《尚书》云：“天佑下民，作
之君，作之师。”（上天保佑和帮助人
民，立君来管理，派老师来教导。）儒
家把天、地、君、亲、师排列在一起，可
见老师地位崇高。2000 多年来，人们
把孔子当作万世师表顶礼膜拜。学生
要尊敬老师，视同父母，终生不忘教
育之恩。古时候，读书人初入学要由
先生在眉心处点上一个红痣，因“痣”
和“智”谐音，这叫“朱砂开智”，寓意
孩子从此开启智慧，目明心亮，日后
学习能一点就通。“描红开笔”也是学
生在先生指导下学写第一个字“人”，
寓意做学问首先要堂堂正正地立身。
所以，当你当了状元后，千万要记住
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有
多少老师为你传道、授业、解惑，为你

的成长铺路，你能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福，作为
学生要懂得感恩，滴水之恩将涌泉相报。另一方
面，你要继续努力，你有天资加上勤奋，一定会超
过前辈，因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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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闽粤两省四县（平和、诏安、饶
平、大埔）交界的群山环抱中，有一座
美丽的小城镇，它曾经作为平和县城，
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是漳州获得这
一殊荣的首个古镇。这个小镇虽然不
大，却与众不同，特色独具，韵味十足。

九峰镇能够成为中国历史文化
名镇，与它曾经是平和县的县治所在
地，而且是著名的思想家王阳明建县
的县城分不开的。

九峰原名河头大洋陂，又名九和。
城东九和山，九峰耸峙，镇名由此得
来。已挖掘的下坪龙山古遗址证明，在
距今4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就有先
民在九峰境内繁衍生息，留下丰富的
人文古迹。秦朝至三国时期，这里隶属
南海郡揭阳县。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
前 214年）设揭阳县，隶属南海郡。秦
朝至三国，南海郡揭阳县域大致包括
今汕头、潮州、揭阳三市，梅州大部、漳
南四县（平和、云霄、诏安、漳浦）。唐垂
拱二年（686年），割泉州南部（州治为

今福州）和潮州一部分合置漳州。
明正德年间（1506－1521），王阳

明受命巡抚南赣汀漳，领兵平靖漳寇，
一个没带过兵的白面书生仅用两个多
月时间就平定了盘踞在闽粤交界山区
数十年之久的暴乱，随后以“析划里
图，添设新县”的政治智慧，两度上疏
奏请朝廷，在闽粤交界的漳南地区添
设了平和县。县城就在现在的九峰镇。
起初所起的县名是“清平”，后因为鉴
于“照得县名须因土俗，本职奉委亲历
诸巢，询知南靖县河头等乡，俱属平河
社，以此议名平和县”，即因为县治所
在地“平河”的谐音。

从明正德十三年（1518 年）建立
平和县后，九峰就一直是平和县治，直
至1949年7月，县治才迁至小溪镇。九
峰作为县治达431年之久。

九峰这座作为430多年县治的古
镇，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文庙、武庙、
城隍庙是古代县治的标配，集中体现
了九峰镇的厚重历史。

九峰镇的平和县文庙，在现在平
和二中校内，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是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阳明
亲自规划、设计的，于明嘉靖、万历、清
康熙年间屡有重修。现存大成殿、明伦
堂保留部分明代原构件，具有较高的
艺术水平和独特的建造风格。明末著
名理学家黄道周曾赞誉平和文庙建筑

“美轮美奂，甲于它邑”。其中大成殿占
地面积500平方米，坐北朝南，重檐歇
山顶，抬梁式木构架，面阔五间带左右
两廊，进深七间。主殿顶部砌上明造做
法，明间为蟠龙圆石柱。殿内有康熙二
十八年（1689年）重修碑刻。明伦堂位
于大成殿东侧，单檐硬山顶，面阔三
间，进深五柱，四面砖墙围护，梁架抬
梁减中柱造，正脊用镂空花砖砌就。占
地面积 180平方米。平和文庙历经数
百年风雨，虽经过数次重修，但目前主
体建筑及梁架保存较好，梁架遵循闽
南建筑常见的五架坐梁式栋架，具有
典型的地方特色，对于研究闽南古代
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九峰镇的城隍庙也是国家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规制规模不仅居漳属各
县之首，而且居全省县级城隍庙之冠。
由于王阳明的提议，为了体现朝廷对
这一长期动荡不安地区的格外重视，
同时也为了显示朝廷对平定东南动乱
有功之臣王阳明奏疏的重视，平和县
衙被恩准县堂与文庙视同府一级建
制，而按明代“城隍庙要和县衙同高
宽”的规定，这一“恩准”政策使九峰城
隍庙的规制规模均居漳属各县乃至全
省各县之最。城隍庙坐北朝南，占地近
5000平方米，主体建筑面积达1200平
方米，为四进五落建筑群，中轴线上自
南而北为牌楼、门厅、戏台、正殿、后
殿，两侧有回廊。整座庙宇结构严密，
布局合理，雕梁画栋，既蔚为壮观，又
富丽堂皇。

这座城隍庙供奉的主神是唐朝诗
人王维，这在全市乃至全国可谓独一
无二。据说王维入主九峰镇城隍庙是
王阳明确定的。各地城隍庙主祀的神
不尽相同，一般是有功于当地且贡献
突出的历史名人，而王阳明选择王维，
可能因为王维和王阳明在许多方面有
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都是才学出
众的学者，都同样醉心于诗赋，都同样
有崇尚儒释的思想，都同样有过宦海
沉浮的曲折经历。

九峰镇的武庙始建于明正德十三
年（1518年），是九峰四大古庙之一，主
祀关圣帝君。民间认为关帝爷有司命
禄、佑科举、治病除灾、驱邪避恶、巡察
冥司以及招财进宝、庇护商贾等法力。
武庙明、清、民国时期多次重修，近年
又重修。庙内现存清嘉庆辛末年重修
碑记，为平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九峰镇群山环抱，绿水缭绕，自然
风光秀丽，人文景观丰富，自古有双髻
升曦、九峰返照、东郊春雨、西岭暮霞、
天马晴烟、石潭秋月、笔山侵汉、碧水
澄波等“九峰八景”的说法。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九峰就在大芹山脚下。大芹

山海拔 1545米，是漳州第一高峰。大
芹山上建有万亩生态茶园及名贵树木
的名峰山庄，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为
一体，内设有酒店、客房等配套设施。
九峰这座地处漳州西南边陲、大芹山
下的古老小镇，历经风雨沧桑，依然保
持着古老县治的历史风貌。

九峰老街近年虽经镇区开发建
设，规模有所缩小，但街道两边前店后
坊、前店后宅的骑楼式旧厝，还是给人
以遐想的空间，让人不禁发思古之幽
情。陈旧斑驳的原木板门，骑楼通廊里
随意摆放的箩筐，店堂里充满乡土气
息的杂货，柜台后面坐在竹躺椅摇着
大蒲扇的店铺老板，都给人以山区小
镇特有的宁静安详的感觉。有的老房
子旁还遗存着如今在博物馆才能看到
的石墩和石臼，甚至废弃的打谷机、旧
水车和古井，让人仿佛穿过时间隧道
来到近 500年前的平和县治。这里被
誉为“闽粤边贸重镇”，商品贸易兴盛，
商贾来往频繁，街上经常可以看到来
自广东的客商。虽然比不上城市繁华
的商业街，但自有小镇集市特有的气
息和韵味。店铺里的货物品种还是蛮
丰富的，甚至可谓应有尽有。

踏着青石板路，漫步在九峰老街
上，最吸引眼球的大概是那座见证九
峰近 5个世纪风霜岁月的古牌坊。这
座位于城隍庙口的龙章褒宠坊，是为
南京兵马使指挥曾璋的父亲曾宗龄、
母亲张氏所立。坊建于明万历三年
（1575年），坐西北向东南，石质四柱三
间三楼庑殿顶。高10米、面阔10.7米，
柱脚置有葫芦型夹杆石。坊顶盖以下
以额枋隔为三层，原“恩荣”圣旨匾及
花鸟、人物花板已失。主间匾额正背均
镌刻楷书“龙章褒宠”，匾额左右字板
镌有立坊缘由及立坊官员名号。上额
枋署“明万历三年岁次乙亥仲春吉旦
立”。据道光版《平和县志》记载：曾璋，
字德尚，号石溪。历任南京兵马司副指
挥、东城兵马司指挥、肇庆府通判、署
广州府事等职，增秩晋阶五品服奉训
大夫，在任皆有德政。曾璋一生“竭力
以事亲，除暴以安民，尽忠以事君”，被
誉为“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的“三事大夫”。相传，平和立县与曾璋
的祖父曾敦立有关，当年就是曾敦立
向王阳明提出设置平和县的建议。

漫步在老街上，有时冷不防会从
沿街老房子里传出婉转动听的潮剧音
乐。由于这里地处闽粤交界，是潮汕文
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的汇合处，潮
剧十分流行，这与漳州市区主要流行
芗剧有所不同。一听到潮剧就会让人
想到这是漳州靠近广东的边界地域，
不是在漳州市区。

九峰距离漳州市区90公里，距离
汕头 130公里，距离厦门 150公里，夹
在厦门和汕头两个经济特区之间，地
处漳、梅、汕金三角地带的中心，国道、
县道、高速在这里交汇，交通运输十分
便利，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近年随着
经贸和旅游的发展，这个古老的山区
小镇也日益繁荣起来。

平和九峰文庙平和九峰文庙

长城关隘多称“口”，如张家口、古
北口、喜峰口、杀虎口等。也泛指这
些关口，如《儿女英雄传》第十七回：

“走西口外的，在教的马三爸，他使弹
弓子。”

这些重要的“口”，也多用作地名。
往昔，中原人，常出长城关隘外，

即到口外谋生，向西有“走西口”，向东
有“闯关东”。“闯关东”得出张家口，那
也是去口外的。

口外，也叫“口北”，泛指长城以北
的地区。元 孙仲章《勘头巾》第四折：

“赵令史枉法成狱，杖一百，流口北为
民。”

闽南的北方移民，把“口外”这词
带来，本地闽南话中，它成了个常用
词。但意思有了很大改变，不只指长城
关隘之外，且泛指外面，音“kao 阳去
ggua 阴去”。如：“伊去口外做生理。”

“口外一只狗儿，吠得噪死人耳。”这
“口外”无论远近，只要在外边就行。它
在前例句中可远可近，而在后例句中

则离得很近。
只是时间一久，它有些音讹，似成

“口儿”（kao 阳去 a 阴入），应正为“口
外”。

它也说为“口面”（kao阴平bbin阴
去），或儿化成“口面儿”（kao阴平bbin
阳平 a阳去），义同。如：“口面风很大。”

“伊去口面儿，很久无转来也。”同样，
地方可远可近。

还可词序相反成“外口”（ggua 阴
入 kao 阳去），义同。如：“外口有朋友
凑脚手，还好过日。”

口 外
⊙郑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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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峰九峰：：闽粤交界的文化名镇闽粤交界的文化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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