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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光棍如何“脱光”
□记者 张丽娜

这是一个盛产节日的时代，这是一个全民找乐子的社会。当光棍与
“11·11”相遇，一个搞怪的节日——光棍节就诞生了。

光棍者，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然而只吃饱是不够的，讨老婆、嫁汉子，
此等人生大事，靠调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光棍自己心慌，光棍的七大姑八
大姨也跟着心慌，于是男婚女嫁愈来愈成为一个严重问题——您打开电视
看看那些五花八门的相亲节目，就知道这个问题有多严重了。

光棍的苦与乐，“脱光”后的酸与甜，是人生百味中令人难忘的滋味。这
里，我们为您“调制”了这些滋味，您品过之后会有什么感受呢？

古代没有电视相亲节目，没有婚介所，光棍们怎
么“脱光”（指结束单身）？

晋朝开国皇帝司马炎，大概也认真思考过这个
问题：男女婚配若全仰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力度
确实不够大，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才子翻墙私会佳
人的风流传说了。红娘是民间的，属于私媒；必要
时，就得官府派官媒出动，强行拉郎配。

据《晋书·武帝纪》记载，晋武帝司马炎定都洛阳
后，颁布了一条法令，规定“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
使长吏配之”。意思是，闺女满17岁，父母就得想法
子把她嫁出去，不然，父母官就要强行给她找对象了。

到了南北朝，领导们更关心群众的婚嫁问题
了。《宋书·周朗传》说：“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家
里有满15岁还不出嫁的姑娘，等于犯法，家人得陪着
坐牢！

这是用行政干预手段为光棍们谋福利啊：且不管你
这婚结得如不如意，先保证一个萝卜一个坑再说。

联系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战乱频仍、人丁稀缺，
想那统治者强迫男女婚配，倒也不见得是担心光棍
们寂寞，更多的怕是为人口繁衍考虑。

官媒油水很足，常有光棍给其塞红包。为了防
止男女绕过官媒私下来往，官媒常在晚上“查墙子”，

到小巷、旮旯儿里巡逻，若发现张生那等翻墙私会的
人，便乱棍打走。

寡妇或是被休了的女人——现在叫离婚女人，
在某些时期、某些地区是被鼓励再嫁的。譬如古诗
《孔雀东南飞》里的刘兰芝，被恶婆婆赶回娘家后，
又被兄长逼着改嫁。而洛阳历史上有名的东汉才
女蔡文姬，嫁了三回，最后一回还是曹操亲自牵的
红线。

谁说好女不嫁二夫？除三纲五常、从一而终外，
还有人情、人性存在。

要说最切合人性、最有人情味的，可算是“奔”。
在古语里，这个“奔”是交流的意思，有放达的意味，即
为适婚男女提供交友平台，让大伙儿自由交流、自主
择偶。

春秋时期的“仲春会”最典型。仲春会一般在农
历三月初三，这一天，年轻人结伴到郊外踏青，最宜
眉目传情。

《周礼》中的《地官·媒民》有云：“中春之月，令会
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

奔者不禁，多美好呀！私媒、官媒都靠边儿歇着
去吧，小伙子要是看中了哪个姑娘，只管拉着她撒着
欢儿私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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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孤员儿”是标准的洛阳方言，指一个人，
可以指自己，“我独孤员儿转转”；也可以指别
人，“你独孤员儿走吧”。要是解释得全一些，就
相当于“自己一个人”。歌词里唱“独自一个人
流泪到天亮”，若用洛阳话翻译，就是“独孤员儿
流泪到明儿枪（清早）”。

从字面上看，有人说“独孤员儿”是“独个儿”
的转音，也有人说是“独孤一个”（“一个”是合音
词，读如“哟”，去声），大多数洛阳人偏爱“独孤员
儿”这个词，因为它多了几分优雅在里面。但我
觉得“独孤一个”比较合理，也更能凸显词义。

“独”是一个，“孤”还是一个，一个词，用一个“独”
字不行，还得再说一个“孤”字，“独孤”还不够味
儿，还要加上“一个”，三个词并用，说的是同一
个意思，想想，那得有多么孤独啊！

过去交通不发达，亲朋见面不容易，人们
怕孤单。现在则不同，到处人挤人，现代人向
往的就是那种独往独居的快乐。所以，“独孤
员儿”一词从现代洛阳人嘴里说出来，非但不
凄苦，还多了几分孤傲和决绝。“我独孤员儿
去！”话里有赌气成分，也有几分豪气，特立独
行、不管不顾，很像北方人的行事风格。

光棍节快到了，11月11日，4个“1”立在一
起，勾起人无限自怜。光棍节说白了只是商家
搞的噱头，过与不过，它都将过去。其实，对于
单身男女来说，少了花前月下的陪伴，却多了
行走无忌的自由，“独孤员儿”也能把日子过得
精彩，那才是最大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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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不是“独孤员儿”
□姚智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