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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 A15

洛洛河河 典 故

说说静静 河 洛

枹鼓不鸣
□洛报融媒记者 杨文静

冬天还没正式出场，不少人就已经穿上

了羽绒服，羽绒服里头还能穿各种“高科技”

“黑科技”保暖衣。古代有多冷？没有这些

“科技”，古人穿什么过冬？

史书上的冬天可真冷

古代冬天冷不冷？我们翻翻史书看。

《竹书纪年》记载，“孝王七年冬，大雨

雹，牛马死，江、汉俱冻”，这是西周。

《后汉书》记载，“灵帝光和六年冬，大寒，

北海、东莱、琅邪井中冰厚尺余”，这是东汉。

《三国志》记载，“（黄初六年）冬十月，

（魏文帝曹丕）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

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是岁大寒，水道冰，

舟不得入江，乃引还”，这是曹魏。

《新唐书》记载，“（元和）八年十月，东都

大寒，霜厚数寸，雀鼠多死”，这是中唐。

《宋史》里关于大雪的记载尤其多，可见

宋代冷啊，“京师大雪，苦寒，人多冻死，路有

僵尸”“京师大雪，贫弱之民冻死者甚众”“大

雨雪，泥途尽冰。都民寒饿，死者甚众”“大

雨雪，连十余日不止，平地八尺余。冰滑，人

马不能行”“十二月，大雪。诏收养内外乞丐

老幼”，西京洛阳的冬天估计跟京师差不多；

南方也冷，“淮水冰，断流”“台州雪深丈余，

冻死者甚众”……

这样冷的冬天，古人穿什么御寒？

一件粗袍换一条命

在羽绒服普及之前，人们过冬都穿棉

衣，但棉衣并非自古有之。

据明代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介绍，棉

花很早就出现在中国，但只是作为贡品，中

国自古做衣服用“丝、麻、葛、褐（音同贺）”四

种，没有棉。宋元之间，棉花经海、陆丝绸之

路传入中国，“关陕闽广，首得其利”，直到明

朝，“其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

人无贫富皆赖之”。

这多亏明太祖朱元璋，明代余继登在

《典故纪闻》中记载：“太祖尝念民艰，恐饥荒

无措，令工部谕民，但有隙地，皆种植桑枣及

棉花。”从这时起，中国人才普遍用上了棉

衣、棉被。

那有棉衣之前呢？

《史记》中称，“孟尝君有一狐白裘”，价

值千金，天下无双。李白在《将进酒》中称，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管你多

贵的衣服，李白拿去换酒，眼都不眨一下。

古代游牧民族擅长狩猎，穿皮袄不稀奇，中

原百姓就消费不起了。

再金贵的皮裘也不能单穿，最保暖的穿

法是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又一层。不管是

丝绸还是粗布做的衣服，往里塞点儿东西，

总比单穿暖和。

《礼记》中有一篇专门讲天子、诸侯等有

身份地位的古人怎么穿衣服，其中称：“纩

（音同矿）为茧，缊（音同运）为袍。”“茧”和

“袍”是给衣服夹层添加丝絮后的异名，这句

话是说，用新丝绵填充到夹衣里的衣服叫

“茧”，用旧丝绵填充到夹衣里的衣服叫

“袍”。穷人往里填充啥？芦花、柳絮、草……

在“睚眦必报”的成语故事中，战国时魏

人范雎逃到秦国，化名张禄，成为秦相。他

的仇人须贾后来为魏国出使秦国，他故意隐

瞒身份，衣着破烂去见须贾，须贾怜其寒而

赠其一件绨（音同题）袍。

绨袍即由厚缯所制、填充旧丝绵的粗

袍。就是这件粗袍，让范雎感受到了来自须

贾的故人之情，因而决定放他一条生路。

用纸做袄，穿着也好

百姓做衣服，多用麻和葛。《诗经》曰：

“无衣无褐，何以卒岁？”褐指粗布衣，古时贫

贱者所穿，常指大麻、兽毛的粗加工品。那

如果连这些都没有，又该怎么过冬呢？

别担心，还有纸！

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用树皮、碎杂短

麻（麻头）、破布、渔网等造出了轻便耐用的

纸。随着后世技术发展，纸甚至能做衣服。

唐代大历年间有个苦行僧，因穿纸衣得

名“纸衣禅师”，被唐代宗召入禁中道场，竟

盗窃宫中金佛，招来杀身之祸。

宋代“山居者常以纸为衣”，朝廷以纸衣

救济穷人，清贫的文人也穿纸衣。有个叫周

日章的教书先生，家里穷，隆冬披纸裘，有客

来访，亦欣然接待。这种坦然陆游也有，他

在《雨寒戏作》中写道：“幸有藜烹粥，何惭纸

作襦（短袄）。”

纸还能做被子。一年冬天，朱熹给陆游

寄了一床纸被，陆游作诗答谢：“纸被围身度

雪天，白於狐腋软於绵。放翁用处君知否？

绝胜蒲团夜坐禅。”享受不起绫罗绸缎，盖床

纸被也心满意足。

衣服破了能补，纸被也能。苏轼在《物

类相感志》中写道：“纸被旧而毛起者，将

破，用黄蜀葵梗五七根，捶碎水浸，涎刷

之，则如新。或用木槿针叶捣水刷之，亦

妙。”一看就是会过日子的人。

天子披狐裘 诗人穿纸袄
□洛报融媒记者 杨文静

■编者按
上周立冬，下周小雪，就算不看二十四节气，您也收到冬天出场的

信号了吧？暖气陆续开阀，羽绒服准备“上岗”，各种取暖神器都备好
了，不禁想到：古人没有“小太阳”“暖宝宝”，冬天可怎么熬？

其实，关于抗寒保暖，古人办法也很多，他们有风雪中的浪漫，火炉
边的温暖……今起就来说一说“古人过冬那些事儿”。

前面讲过“糟糠之妻不下堂”：光武

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新寡，看上了大

臣宋弘，刘秀想给姐姐牵红线，谁知宋弘

不肯抛弃糟糠之妻。今天的故事还跟

这姐弟俩有关，只是主角换成了董宣。

据《后汉书》载，董宣字少平，他任

北海相时，下属公孙丹家盖新房，风水先

生预言新房里会死人，公孙丹就让儿子

杀了个路人，移尸新宅，当替死鬼。

董宣听说后，把公孙丹父子抓起来

杀了。公孙丹的族亲纠集三十多个壮

丁，抄起兵刃到府衙喊冤。董宣知道公

孙丹曾依附王莽，担心他们家族串通海

贼，便下令把这些人都杀了。

公孙氏是当地大姓，董宣还能有好

日子过？很快，董宣就因“滥杀无辜”被

下狱。都被判死刑了，他却在狱中日夜

背诗诵文，毫不忧愁。行刑前，狱卒给

他送饭，他厉色道：“我董宣一生从未吃

过人家的东西，何况都要死了！”万幸的

是，该行刑时，刘秀派特使演了一出“刀

下留人”的戏码。

后来，董宣被任命为洛阳令，这就

遇上了湖阳公主。

湖阳公主的家奴白日杀人，藏在公

主府，没人敢抓。董宣便趁此奴随公主

出门时，半路拦住车马，当街大声列举公

主的过失，说一桩，就用刀在地上画一

道，最后呵斥家奴下车，当场格杀。

公主扭头就去告状，刘秀大怒，召

见董宣，要打死他。董宣磕头：“容我说

句话再死！”刘秀好奇他要说啥，只听他

道：“陛下圣德，中兴汉室，却放纵家奴

杀良民，将如何治理天下？陛下无须派

人动手，我自行了断。”说完他就以头撞

柱，顿时血流满面。

刘秀命小太监扶着董宣，让他给公

主磕头谢罪，董宣不从。小太监使劲按

他，他双手撑地，坚决不低头。公主不

依了，对刘秀说：“你当年身为平民私藏

罪犯，官吏都不敢上门，如今当了天子，

还治不了一个董宣？”刘秀笑了：“天子

哪能跟平民一样！”刘秀转身就称董宣

“强项令”，脖子硬啊！

董宣当了五年洛阳令，京师人称

“卧虎”，豪强莫不惊惧，百姓唱歌谣赞

颂道：“枹鼓不鸣董少平。”枹同桴（fú），
枹鼓在此指报警之鼓，即董萱的衙门口

从来没人击鼓鸣冤！

古人过冬那些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