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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丽娜

狗尾续貂花朝节
人家扑蝶咱挑菜

今天是3月12日，农历二月十二。
公历刚好是植树节，农历似乎平淡无奇，
但若穿越到宋代的开封，那倒是可以寻
些乐子的。

《广群芳谱》里说，宋代的开封人，逢
农历二月十二便要过花朝节，组织扑蝶
会，赏花、扑蝴蝶，玩儿得不亦乐乎。

当时的洛阳人，好像跟开封人玩儿
不到一块儿。据《翰墨记》记载：“洛阳风
俗，以二月二日为花朝节。士庶游玩，又
为挑菜节。”

两地的花朝节，不但日期相差十天，
活动内容也不同，人家是扑蝶，咱是挑
菜。这一比，好像咱洛阳人太居家了，不
懂得浪漫，不会享受生活。其实不然，挑
菜节的奥妙，留待明日再讲，今天只说花
朝节。

花朝节又名花神节，是百花的节日，
我国民间八节之一。这个节日，早在唐
代便已盛行于东都洛阳。只是唐代的
花朝节定在农历二月十五，是与元宵
节、中秋节并列的“月半”佳节。在清
代，北方大部分地区也是在农历二月十
五过花朝节。

《博异记》中有个故事：唐代有个姓
崔的花迷，夜半时分在花园里遇到一群
艳丽女子。这些女子自称是花精，因受
风神阻挠，无法迎春绽放，请崔氏帮忙。
崔氏按照女子的嘱托，弄了些彩帛，画上
日月星辰，于二月中旬五更时分，挂在园

中的花枝上。是时狂风大作，但花苞有
彩帛护持，一个也没被吹落。

爱花人纷纷效仿，祭百花，求庇护，
花朝节就此而生。

这个传说其实是有些科学道理的。
袁宏道在《满井游记》中写道：“花朝

节后，余寒犹厉。”花朝节正逢早春，万物
复苏，百花含苞待放，然乍暖还寒，时有
骤风冷雨摧花折枝。弄些彩帛，给花枝
挡风遮雨，可保花苞安然盛开。从这个
角度来看，花朝节其实是提醒人们采取
护花措施，应对早春多变的天气，免得一
场风雨，花未放便已落红遍地。

中国之大，各地气候有差异，刮风下
雨的时间自然也不同。人们因地制宜，
根据经验，调整护花时间，这可能是各地
花朝节日期不同的原因。

冯梦龙（明代文学家、戏曲家）的小
说里没提花朝节，但提到了花仙。说是
宋代有个名叫秋先的鳏夫，爱花成痴，倾
尽家当，建了个花园。有个恶少闯进花
园，把满园花儿糟蹋个精光。秋先痛心
疾首，哭成了泪人。花仙被他感动，施展
法力，恢复了花园的生机，并狠狠地惩罚
了恶少。

将这个故事与《博异记》对比，可见
花神有“双重性格”：时而柔弱，需要人
的庇护；时而强大，反而护人，简直是正
义的化身。这不正是人与自然关系的
写照吗？

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全国后，为
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把家族子
弟分封到各地为王，赵王司马伦便
是其中之一。

司马伦是司马懿的第九子，被
封为赵王。武帝的儿子惠帝天资不
足，贾皇后借机专权，她独断专行，
性情暴戾，生活荒淫，并设计杀害了
太子，引起朝野不满。赵王司马伦
趁机起兵，他是“八王之乱”的主要
发起人。他杀死了贾皇后，灭掉异
己，控制朝政。永宁元年（公元301
年），他逼惠帝禅位，自立为帝，改元
建始，但他只做了三个月的皇帝，即
被诛杀。

据史书记载，司马伦为了拉拢人
心，显示皇恩浩荡，大肆封官加爵，就
连跟随他的奴婢、走卒、小厮、衙役也
被加封了爵位，仅侯爵就封了数千
人，而且像皇帝身边的侍中、散骑、常

侍等少数高级官职，司马伦也敢大封
特封，可谓创历史之最。但在司马伦
身亡后，他所封的官员官职一律被罢
免，成了过眼烟云。

魏晋时大官的官帽上，用蝉形
图案的金珰作装饰，并插上貂尾，被
称为“貂蝉冠”。侍中的官帽，貂尾
插在左边，常侍的官帽，貂尾插在右
边，高贵典雅，轻柔飘逸，很能显示
出气势、身份来。可是貂尾稀少不
够用，朝廷只好用不值钱的狗尾巴
来代替，一时被传为笑柄。所以在
当时的洛阳就传唱着“貂不足，狗尾
续”的童谣。

“狗尾续貂”用来形容官职太
滥，后来此典故也用来指以坏续好，
前后不相称。人们在写文章、发表
见解时，也用其作为自谦之词。有
时候，人们还用“狗尾续貂”来讽刺、
贬低他人。

□张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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