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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说河洛】

要香囊还是要香吻
□记者 张丽娜

“古人出门咋装钱”之锦囊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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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此不疲

李弘死因成谜团
恭陵遥望皇后墓

上一期我们说过，古人出门，可
以把钱藏在袖里、怀里。有好奇者
问，难道他们就没一个像样的钱包？

当然有。我们今天常用荷包鼓
了来形容某人发财了。荷包就是古
代人的钱包，不过古代的荷包不仅
装钱，还装其他出门必需品。

洛阳汉服爱好者胡蝶的想法，
大概和许多人一样：旧时贵公子出
门，后面跟着小厮，替主子捧着吃、
喝、用的东西；公子啥都不用拿，摇
着折扇装风雅，腰上挂个精巧荷包
就行了。

据《中国历代服饰艺术》记载，
清代女子将荷包挂在衣襟或旗袍扣
上，男子则将其挂在腰间。过元旦
时，清帝身上要挂十个荷包，里面放
有“年年如意、双喜、金银八宝”等。
皇帝觉得哪个臣子顺眼，就赏给他
一个，以示恩宠。

荷包的前身是荷囊，其起源可

追溯至两千年前。
囊就是袋子，荷是负荷、负担的

意思。
早期的荷囊乃贵族用品，既可

手提，又可肩背，故名持囊、挈囊。
有的囊上绣有兽头纹，所以叫兽头
囊。当官的上朝时会带个紫荷——
紫色的皮囊，“背于左肩，系于腰
际”，里面装笏板。

兽头囊、紫荷大概比较大，曹操
嫌带着不方便，便“自佩小囊，以盛毛
巾细物”。这在《曹瞒传》里有记载。

到了隋唐时期（一说南北朝），佩
囊成为一种规矩。官吏们把囊佩在
腰上，盛放印绶。官越大囊越金贵，
二品以上的大官，可以佩金缕囊。

唐代人细致，放官印的囊跟装
杂物的囊是分开的。装杂物的叫鱼
袋、龟袋、蹀躞七事——七事是佩
刀、砺石、针筒等7种杂物。

当时的女人，爱效仿胡人打扮，

腰上挂个荷囊。想知道胡人咋打
扮，请看唐代画家阎立本的《步辇
图》，画里有个吐蕃使者，腰上就挂
着荷囊。

时髦的唐代人还发明了承露
囊，相传此囊装的是露水，以露水洗
眼，可保目明。这种囊格外小巧，几
乎装不了什么东西，只能当装饰品。

待到宋元时期，荷囊在民间已经
相当普及，且有了荷包这个叫法。随
着刺绣艺术的发展，荷包日渐精致，
可绣葫芦、石榴、凤戏牡丹、麒麟送子
等各色花纹。其分类也日趋成熟，钱
荷包、香荷包（又名香囊）、针线荷包、
钥匙荷包……应有尽有。

荷包可作赠礼佳品，传情达
意。在古典小说里，常有富家小姐
亲手绣香囊赠给穷秀才当定情信物
的情节。

现在哪还有人送香囊？直接送
香吻了。

唐恭陵(孝敬皇帝陵)位于
偃师市缑氏镇滹沱村西南景山
白云峰之巅，是唐高宗太子李
弘的陵墓，又被称为“太子冢”。

李弘是唐高宗李治的第五
子、武则天的长子。公元 675
年，李弘随高宗、武则天游东都
时暴卒，年仅 24 岁，后被高宗
追谥为“孝敬皇帝”，葬于恭
陵。有人说李弘是被武则天毒
死的，也有人说他是因病去世
的，其死因至今不明。

唐恭陵东北50米处，有一
方锥形土冢，是哀皇后陵墓。
哀皇后裴氏，为李弘太子妃，亡
后被追封为“哀皇后”并陪葬于
恭陵，俗称“娘娘冢”。

（何乐）

□张少刚

摄于1907年的唐恭陵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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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工会免费电影周周看

市总工会职工健康大讲堂公益讲座第
七期，将于周六上午在市工人俱乐部开
讲。本期讲座特邀请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
主任刘辉及营养科主任王朝霞，分别讲解
糖尿病急慢性并发症、痛风、肥胖等内分泌
代谢疾病的诊治以及肿瘤、肝肾疾病、特殊
人群等的营养治疗及食谱设计。

讲座结束后将放映公益电影《警察故
事2013》。

领票时间：周四、周五上午8:30-12:00，
下午2:30-6:00

领票地点：市工人俱乐部售票处
授课时间：6月14日上午8：30

西汉末年，农民起义爆发，天下大乱。
刘秀加入绿林军后，很快显露出军事才
能。特别是在昆阳一战中，他的杰出指挥
为起义军赢得决战胜利起了关键作用。

公元23年，刘秀率军离开长安，在河
北以复兴汉室为口号，不断壮大自己的势
力。他每到一个郡县，都会宣布废除王莽
当政时期的苛捐杂税和严酷刑罚，并对当
地的官吏进行考察，恢复汉朝的官名，赢得
当地大小官吏、平民百姓的欢迎和支持，逐
渐壮大建立政权的基础力量。

公元25年，刘秀在群臣的拥戴下称
帝，定都洛阳，年号建武，是为光武帝。随
后，刘秀派兵镇压赤眉军，削平了各地势
力，终于在公元36年完成统一大业，恢复
汉室统治。

刘秀在位期间采取“与民休息”的政
策，以安定民生。他提倡垦荒，发展屯田，
安置流民，赈济贫民。他还积极兴修水
利，使农民安居乐业，生产得到大大恢复
和提高。

刘秀还多次颁布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
奴婢的命令。为了强化中央集权，他裁并
400多个县，精简官吏，在地方废除了掌握
军权的都尉。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东汉的经济、文
化、科技等都快速发展，史称“光武中兴”。

刘秀每天都要上朝处理政务，退朝后
还要与王公大臣商讨国事，一直到深夜。
他这样兢兢业业，感动了文武大臣，也感动
了儿子。有一次，皇太子刘庄怕这样下去
会影响父亲的健康，便劝道：“陛下有禹汤
之明，而失黄老养生之福。愿父皇爱惜身
体，劳逸结合，勿劳损过度。”刘秀微笑着
说：“我自乐此，不为疲也！正因为如此，我
才能总揽明察，不犯什么大错。”

后来，人们从刘秀的话中引申出“乐此
不疲”这个成语，形容对某一事物有浓厚兴
趣，不知疲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