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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图洛影】 河洛览胜

□记者 张丽娜

跪着吃，还是坐着吃
“古今聚餐趣谈”之

银杏树下古寺藏

古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分餐制：一人分
个小食案，同样的菜和餐具每人一份，自个儿吃自个
儿的，既方便又卫生。

西晋灭亡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把洒脱、随性
的生活习惯，连同胡凳、胡床带入中原。北魏孝文帝
迁都洛阳，更加促进了南北文化大融合，席地而坐的
姿势受到冲击。

到了唐代，在东都洛阳的饭局上，高桌大椅已很
常见。合裆裤也取代开裆裤，成为流行款式。人们发
现，坐在凳子上吃饭更舒坦，也就不愿意跪着了。

翻阅唐代有关宴会的画作，经常能够见到宾
客盘腿坐凳的画面。那时，民风开放，饭局上的人

也自在，盘腿坐还是垂腿坐，各取其便。
洛阳龙门石窟有尊佛像，也是一腿垂地、一腿屈

在圆凳上。
在更晚的南唐时期，盘腿就餐也不算失礼。你看

名画《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就盘腿坐在椅子上宴请
宾客。

盘腿上榻吃饭，得脱鞋。诗仙李白耍大牌，到皇宫
赴宴，非要太监高力士帮他脱靴。高力士恭敬照办——
就连唐玄宗都亲手为李白调羹，太监敢有意见吗？

没人骂李白不礼貌，反而都夸李白不拘小节，够酷！
如果你像李白一样有才华，饭局规矩也可以由你

说了算。

在汉代以前，中原人是不用高桌子、高凳子
的，地上铺张席，吃饭时就坐在席子上。吃饭规矩
还特别多：席不正不坐；看某人不顺眼，不用在桌
子上画“三八线”，可以跟他割席绝交。

席子那么平整，却不能想咋坐就咋坐，标准坐
姿只有一个：并拢双腿，跪坐在小腿上。

坐姿不对，后果很严重。
话说战国时期，大思想家孟子的老婆独自在

家，两腿八字形叉开，坐在地上休息。这一幕，刚
巧被突然进屋的孟子撞见了，孟子很生气，非要休
妻，理由是这个女人坐姿不文明，伤风败俗。

你想想看，一个人在屋里都不能随便坐，更何
况在人多嘴杂的聚餐场合？

为啥非得跪坐呢？为了遮羞。那时的裤子没
裤裆，男女老少都穿开裆裤（参见本报11月25日
C01版《古人冬天穿什么》）。跪坐可让外衣顺势
垂下，护住私处。倘若叉腿坐，就会走光。

这就不难理解孟子为何火冒三丈了：憨媳妇
在家叉着腿坐，在外面是不是也叉着腿呢？想勾
引谁哩？

你有才，你说了算

宅男、宅女都怕应酬，一听说有饭局就摆手：
不去。赴宴是项技术活儿，约束太多，一顿饭吃下
来，心累不说，往往还没吃饱。

据说有些人拒绝饭局的借口是懒得洗头换衣
服。如果是在两千年前，人们还可以找一条更奇
葩的理由：膝盖疼，跪不成。

跪不成跟吃饭有关系吗？关系大着呢！

跪着吃饭，常见

云岩寺位于嵩县白河镇下寺村，
为唐代自在禅师开创，是伏牛山地区
佛寺的代表。

云岩寺现仅存三间正殿和三间
厢房，均为清代嘉庆年间重修，雕刻
精美。另外，寺内的“开同祖唐自在
禅师”铭砖、“西竺来公和尚”塔铭和
部分残缺的雕刻有佛像的明砖也非
常珍贵。

云岩寺内有 67 株千年银杏树，
2007年7月因寺内千年银杏树最多而
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银杏树在佛教中代指菩提树，从
自在禅师开始，僧徒及寺院周边群众
广栽银杏树，才有了这样的景观。

张黎霞 摄■投稿邮箱：wbheluo19@163.com ■电话：0379-65233686

《
韩
熙
载
夜
宴
图
》（
局
部
）

（
资
料
图
片
）

晚
报
副
刊
精
读

关注微
信wbfkjd，
扫 二 维
码，赏河洛
经典、副刊
美文

【娜说河洛】

银杏树与云岩寺相伴千年

云岩寺正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