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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洛河 典 故

截趾适屦
□记者 陈旭照

晚
报
副
刊
精
读

关注微信wbfkjd
扫二维码
赏河洛经典、副刊美文
■投稿邮箱：
wbheluo19@163.com

■电话：0379-65233686

说说娜娜 河 洛

脚大鞋小，为了能穿上鞋，
不惜将脚趾截掉。“截趾适屦”的
意思，等同于“削足适履”。

“截趾适屦”的典故，发生在
东汉桓帝执政时期。

桓帝荒淫无道，亲小人，远
贤臣，是历史上有名的无道皇
帝。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好色，
后宫养有众多美女。

公元166年春，天空出现日
食。在古人的观念中，出现日食
是不祥之兆，对应人间就是统治
出了问题，皇帝要采取措施进行
应对。

桓帝的对应措施是“诏公
卿、郡国举至孝”，下诏让各级官
员向朝廷推荐“至孝”之人。

太常赵典推荐了荀爽。
荀爽，东汉颍川（今许昌）

人，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卿的后
代，《后汉书》里称其“幼而好学，
年十二，能通《春秋》《论语》，太尉
杜乔见而称之，曰‘可为人师’”。

荀爽有名士之风，心思全用
在读书上，不参加任何活动，也
不接受朝廷征召。这次不知道
为什么，他给了赵典一个大大的
面子。

既然应召，就得展现自己的
才能。在朝廷举行的考试上，荀
爽就桓帝好色进行劝谏：“传曰：

‘截趾适屦，孰云其愚，何与斯
人，追欲丧躯。’诚可痛也。”

“古书中说：‘有人脚大鞋
小，为了能穿上鞋，不惜截掉脚
趾。这还算不上愚蠢，还有更愚
蠢的，有些人为了追求淫欲，不
惜丧失性命。’实在令人悲痛。”

荀爽切入正题：“我听说皇
宫中的采女有五六千名之多，
百姓辛苦赚来的钱却被用来养
这些无用的女子，天象因此发生
变异。”

荀爽劝皇帝将没召幸过的
女子遣出皇宫，让她们早日成
婚，“此诚国家之大福也”。

荀爽说得句句在理，《资治
通鉴》里记载，看完他的试卷，桓
帝下诏任命他为郎中。至于采
女，估计桓帝没放，因为《资治通
鉴》里没说这事儿。

这份文书是在吉利区征
集到的。吉利位于黄河北岸，
今属洛阳管辖。

文书中提到，养子原是孟
县人。孟县今属焦作孟州，离
洛阳不远。

吉利、孟县一带古称“河
阳”，是战略要地，常打仗。杜
甫在《石壕吏》里提到，官府征
兵，老妇人“急应河阳役，犹得
备晨炊”，可见那地方旧时不
太平。

养子刘长有身世可怜，父
母双亡，名唤“长有”，却一无
所有。他被认到养父李成娃
膝下时，年已14岁，已明事理。

也许养父母担心这么大
的孩子不好管教，也许只是遵

循族规旧制，他们邀请村里有
头有脸的人，举行了一场庄重
的收养仪式，以对收养关系形
成一种约束。

认子的前提，是刘长有改
名为李安家。

旧时宗法制度以男性为
中心，只有本氏族男性方可进
宗庙祭祀祖先、继承家业。收
养儿子，须遵循“异姓不养”原
则。有些朝代甚至明文禁止
收养异姓子为嗣，违律者要被
杖责甚至坐牢。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把
异姓改成同姓就好！民间收
养异姓子的事情并不少见，毕
竟孩子与父母之间的情感，与
宗族和姓氏无关。

□记者 张丽娜 文/图
收养儿子 文书为证

7月3日，《人民
日报》、新华社微信
公众号头条转发洛
阳新闻：偃师夫妇
收养憨儿 14 年，憨
儿跪地谢恩。

这本是《洛阳
晚报》的独家报道，
原标题为《人叫孬
孬其实不孬，跪地
谢恩知恩图报》。

老夫妻与憨儿
之 间 并 无 收 养 关
系，只是他们心存
善 念 ，凭 心 行 事 。
将此与洛阳民俗博
物馆收藏的“养子
安 家 入 门 典 礼 致
词”文书相对照，可
知社会之进步。

洛阳民俗博物馆收藏了许多旧
时契约文书。“养子安家入门典礼致
词”文书写于1946年，是收养仪式上
的致词，棉纸，用毛笔字写就，记录了
当时民间收养儿子的规矩。

洛阳民俗专家王支援说，民间常
见地契、房契、借据等旧时文书，这种
与收养有关的文书还是他首次见到。

文书摘要如下：
“汉代淳于亿（应为意）有云：生

女不生男，缓急无可使。余夫妇俱之
年迈五旬，竟遭淳于氏之悲境。兹有
河南孟县刘长有者，年仅十四岁，父
母双亡，漂泊无定，伶仃孤苦，穷无所
依。经安君余广、雷君双成、李君跟
有介绍说合，为余夫妇之养子，易姓
为李，改名为安家。择吉于本日举行
安家入门典礼……

“自即日起，余夫妇须以父母应
尽之道待安家，教之养之，如同己
出，不能以无理由态度对待安家。
而安家成人之后，亦必须以子应尽
之道，对余夫妇，生养死葬，如同生父
生母……”

文书记载，河洛地区有对老夫
妻，没儿子，经人介绍，收养了孤儿刘
长有。出席收养典礼的，除了收养
人、被收养人、李氏族人，还有该村村
长、介绍人等几十号人。

致词是养父李成娃写的，一式两
份，一份自存，一份交于“本支家长”，
用于监督，为的是“今后如余夫妇父
不父，或是安家子不子，尔时希望各
位出尔，予以严厉制裁”——要是养
父母不称职，或是养子不像话，族人
可按规矩对其批评、惩罚。

为了体现收养行为的合
理性，养父李成娃在致词时特
意提到一个名人——汉代医
学家淳于意。

史载，淳于意有 5 个闺
女，没儿子。他因得罪权贵，
被抓往京城受肉刑。肉刑很恐
怖，轻则在脸上刺青，重则割裂
肢体，搞不好是会死人的。

闺女们急得直哭，淳于意
哀叹“生子不生男，缓急无可
使者”，紧要关头，家里连个可
用的人都没有！

他的小女儿淳于缇萦不

服，随父入京，替父申冤。汉
文帝感其孝心，赦免了淳于
意，并废除了肉刑。

这个故事，亮点是缇萦救
父，恰恰证明了生男生女都一
样。然而，李成娃在致词时只
讲了这个典故的前一半，用以
说明收养儿子的必要性，至于
淳于意被女儿搭救之事，他却
只字不提。

那时，中国人重男轻女思
想严重。要叫李成娃明白生
男生女都一样，怕是要等下辈
子了。

典故用一半，啥意思

改名换姓，认作一家人收养文书，这还是独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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