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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秋千，古代多写作“鞦韆”，既是名词，即一
种大型玩具、运动器械；也是动词，指戏秋千
活动。

秋千溯源
秋千起源于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是在狩

猎、采集等生产劳动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种
嬉戏活动，后传入中原。隋杜公赡为《荆楚岁
时记》“秋千”作注曰：“《古今艺术图》云：
‘秋千，本北方山戎之戏，以习轻趫者。’后中
国女子学之，乃以彩绳悬木立架，士女炫服，
坐立其上，推引之，名曰‘秋千’。”唐人高无
际《汉武帝后庭秋千赋序》云：“秋千者，千秋
也。汉武帝祈千秋之寿，故后宫多秋千之
乐。”这是秋千得名的又一说法，可知在汉武
帝时宫廷里已流行秋千了。秋千在南北朝时
期流传到民间，唐代以后大为盛行。今天仍
较常见，且尤为朝鲜族、高山族、纳西族等少
数民族所喜爱。

汉以前戏秋千是否在特定的一段时间，
因文献资料的缺乏已无法断定，但南北朝时，
戏秋千主要集中在立春之日。据《荆楚岁时
记》记载：“立春之日……又为打球、秋千之
戏”，此后，戏秋千时间向后推延，唐时集中于
寒食、清明节前后。王维《寒食城东即事》有
“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可见唐
代寒食节京城长安蹴鞠、戏秋千的热闹情景；
而由杜甫的“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
同”，更可知清明戏秋千在全国之流行程度。
唐代以后，秋千一直在寒食节最为流行，有文
献可证：宋代皇帝祭祀祖宗的惯例是“上元结
灯楼，寒食设秋千，七夕设摩喉罗”；元代“寒
食清明，宫廷于是节最为富丽。起立彩索秋千
架，自有戏蹴秋千之服”；明代“寒食，架秋
千”；清代清明，“庭院设秋千戏”，寒食日“裁
柳、踏青、戏秋千”。从现存唐宋诗词作品来
看，除刘辰翁《虞美人》秋千出现在上元外，其
他皆在寒食、清明。

这些诗或在诗题、或在句中都明确表明
了戏秋千是寒食或清明的一项活动。寒食节
一说是清明前一日，一说是前两日。在唐代
之前，寒食是节日，而清明是节气，宋时清明
也为节日，明清更为重视。唐宋时期，寒食是
国家性的法定节日，最长有 !天的假期，地
位突出，引人注目。官方的倡导与民众的支
持使得这一节日有众多特征鲜明、格调突出
的节俗活动，秋千是其中之一。寒食、清明二
节相邻，秋千便成为这二节的典型游戏。寒
食、清明在夏历二月下旬或三月中旬之间，
正值暮春，天气转暖，树木葱绿，百花盛开，
是一年中最美丽的时节。在这美好的春光
中，人们怎能不抓紧时间，投身户外去充分感
受大自然的美丽呢？

秋千是寒食、清明的主要娱乐活动，不戏

秋千就成了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李隆基《初入
秦川路逢寒食》写道：“公子途中妨蹴鞠，佳人
马上废秋千。”因此惋惜感叹“今岁清明行已
晚”，只好期待“明年寒食更相陪”。朱敦儒《清
平乐》词写得更有趣味：清明了，可春寒更兼
多雨，该是秋千踏青的季节，针线活再也干不
下去了。都约好了与姐妹们一起戏秋千、寻芳
的，可风雨不停，怎么办？急中生智，赶紧画个
丙午帖子，在院子里祈祷天晴。这急迫的心
情、虔诚而有趣的祈祷让人忍俊不禁。

寒食的节俗活动是很丰富的。梁代寒食
“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挑菜、斗鸡、镂鸡
子、折柳插门，唐代又增加了皇帝赐宴、扫墓、
互赠鸡鸭鹅卵等活动。这些活动在写寒食、清
明的诗词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但出现频
率最高的是秋千和蹴鞠，二者常常对举。

秋千的意象
秋千在寒食、清明诗词中频繁出现，我们

完全有理由说秋千是寒食、清明诗词的标志
性意象之一。若将寒食、清明诗词与上巳诗词
相对照，这一点将显得更清楚。上巳节原在三
月的第一个巳日，魏晋以后逐渐固定在三月
三日，与寒食、清明接近。唐代德宗以前以正
月晦、上巳、重阳为三令节，德宗以为“前世上
巳、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与上巳同时”，
所以在李泌的建议下“废正月晦，以二月朔为
中和节”。唐代上巳节的活动非常丰富，除了
朝廷赐宴，还有曲江踏青、游赏、观花、祓禊、
竞渡等众多活动。游女如云、衣饰鲜艳是上巳
的踏青活动；斗鸡、秋千则是寒食的活动。宋
以后，上巳节的踏青逐渐合并于清明，但各自
的符号特征仍在。
在古典诗词中，秋千意象是与春天、欢

乐、青春相关联的。首先，秋千与红杏绿柳、
春烟画船一样，是明媚春日里一道美丽的风
景：“红杏香中歌舞，绿杨影里秋千。”其次，
秋千戏的主要功能就是供人娱乐。你看，“春

昼阴添一倍长，秋千娱乐集嫔嫱。彩缯画板
高高送，来去随风散异香”。宫城内外，草野
乡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谁都不甘寂寞，
谁都不甘落后。在锣鼓喧天、欢声笑语中，人
们竞戏秋千，尽情消遣，何等热闹快活！其
三，秋千虽然老少皆宜，但参与者主要是年
轻人，所以秋千意象往往与青春年少有关，
如“少年儿女重秋千”“彩绳芳树长如旧，唯
是年年换少年”。

然而，秋千又与悲伤、惜春、叹老等情感
不可分割。由于寒食、清明已至暮春，秋千的
出现也意味着春天行将结束，它便牵动了人
们的惜春、伤春情怀。那些节后未拆的秋千冷
落在残花巷陌，撩人愁思：“清明过了，残花巷
陌，犹见秋千，对景感时情绪乱。”过了寒食，
秋千不再戏，惨景不堪看。

当然，春日因种种原因而无法戏秋千也
易触动诗人的愁绪。张元幹《好事近》云：“吹
花小雨湿秋千，闲却好春色。”细雨打湿了秋
千，美好春光被雨打搅，不免有春色闲置的遗
憾。韩琦清明上坟途中看到“阙祀丘坟无解
裂，荐饥村落少秋千”时，心情更为沉重，因为
秋千是和平安康时代的游戏，当社会动乱、民
不聊生时，谁还有心情玩秋千呢？不论城市或
乡村，缺少了处处秋千的画面，没有热热闹闹
荡秋千的场景，显得冷清而惨淡，普通百姓生
活的艰辛贫困也就可想而知了。

老年人看秋千，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
头。在回味青春华年的无限风光之后往往是
多病落寞、飘零沧桑的悲愁，或是年老万事蹉
跎、身闲心懒的感喟。

秋千是中国古代寒食、清明节的代表性
游戏之一，由此也成为寒食、清明诗歌的典型
意象，它一方面联结着春景的美好和青春的
欢乐，另一方面又引发人生的感伤和悲愁情
怀。藉此，既可了解古代寒食、清明节独特的
节俗活动，又可了解古人丰富的情感世界。
摘自!百科知识"!"#$年第 %期

清明时节话秋千 ! 张晓红

" 清明杨柳秋千图!"月曼清游图册#$

援疆日记
闵师林

! ! !在 "#$公路 %!&处，我们一行果断下车。
越过芦苇秸秆固沙的区域，踩踏着松软的细
沙，深一脚浅一脚，登临一个又一个沙丘。风
景渐佳。又登上一个更高些的沙丘，自然形成
的浪纹，一波又一波地延伸，纹理清晰而柔
美，令人不忍涉足。而散居的胡杨，则以一种
千年凝铸的风韵，无言地向我们投来淡然的
目光。渺无边际。那沙、那树、那天地的悠远。

今天浮尘天气，在沙漠腹地，天幕灰白，沙
丘米黄，胡杨淡绿，道路浅黑。连绵起伏的沙
丘，星星点点的骆驼草，也许在许多人看来，单
调、枯竭、了无生机。然而这一切，自有无限风
光，在深爱大自然人的眼中，更在他们的心里。

沙丘细软，一足陷入，沙粒侵入鞋袜，一
时无法清除。而风吹刮而成的沙丘陡坡，也是
一绝，坐卧崖顶，是难得的佳景。忽见不远处
一股尘云由地腾跃，还在轻飘移步。乍看，以
为狼烟。实乃龙卷风吹起了尘沙，展示了魔
力。前些天，也看到沙漠遥远处尘沙烟直，还
闪烁着光亮，神光一般，当时也不知为何物，
还不无惊叹。原来都是普通的物理光学反应。
深邃广大的沙漠，亲近你，是一生之必需！
全长 '%$公里的阿和沙漠公路，全线手

机信号基本未断，但微弱之处，几无反应。%(

铁塔隐没在远处的沙尘之中。在约路标为
')$处，还设置了休息处和加油站。一路无
忧。不惊不险，也领略了沙漠的魅力，应该感
谢为此作出奉献的人们*

不是夏日，已觉燠热。车停路边，我操刀
杀瓜，众人大快朵颐，暑热顿逝，疲累即消。

沙漠之旅，感觉发间、鼻腔和嘴里，都是
沙尘，同行者一到宾馆就快活地冲洗了，洗却
尘埃。我一忙，没时间了，晚餐时间到了。北京
援疆指挥部卢总、王总接待了我们，很是热
情。北京援友中有两位剃了光头的。都是来疆
之后“剃度”的。其中一位告诉我，他本来只是
前额稍秃，来此后，“荒漠”迅速蔓延，干脆全
剃了省事。原因还是水里含氟量过高。

!"#!年 $月 %日 周五 喀什

昨晚真是“光打雷，不下雨”。今天一早竟

是万里晴空，天蔚蓝蔚蓝。风也柔柔的。
今天还是“五四”青年节，难得一个好日

子*指挥部一位已过 &$岁的同事说：“我们也
好想过青年节* ”我笑曰：“那我还想过儿童
节，妇女节呢。”大伙大笑。
上午指挥部会议，研究中央领导来喀，有

关迎接工作。对相关资料进行了审改，并约浙
一沟通近日工作。中午，地区叶林常务副专员
又邀我们几位老总和陈总父母，到他住处用
餐。他太太掌勺，端出了几只特色菜。其中，一
只面皮肉，哈萨克族人叫做“拿手”的菜肴，颇
为鲜美。清煮风干牛肉加红萝卜块，放置在一
个大盘子。叶林用小刀把牛肉块切成小块，刚
下锅的牛肉块滚烫滚烫，叶林不时滋滋吸吮
着，捧着牛肉块的手心也受不住了。但他坚持
把牛肉块切碎些后，让我们不停品尝。先撒上
了一层皮芽子。后又倒入一碗面皮，也是现拉
之后用牛肉汤现煮的，与牛肉块搅拌匀了，吃
起来，真是有滋有味。牛肉块乍闻有点膻味，
但一入口，只是鲜嫩可口，十分好吃。这一餐
牛肉，大约是入疆以来，最美味之一了。是哈
萨克族的美味佳肴。
风干牛肉选用的牛种，必须是 '至 !岁

的母牛或奶牛，当年得处于“空胎“，即当年未
予交配，未曾下崽。季节一般在十一月份，刚
下了首场雪，一两天后即停歇了。这时牛羊
正在转场，尚未抵达冬窝子，大啖带着积雪
的草木。一周之后，即予宰杀。此时的牛肉因
食寒，排放了身上包括积蓄在五脏六腑的赘
物，周身显得紧致。宰杀后，犹如庖丁解牛，卸
下一块块骨头，撒上粗盐，均匀揉搓在每一
处，再用牛皮裹紧，悬挂风中。这其实是排酸
的过程。一夜后，再悬挂毡房里，自然风干。在
十二月埋入雪堆底下，食时再取。可见，虽无
现代化的设备相助，也无什么科学食谱等指
南，但从老祖宗那儿流传下来的方法，是最符
合自然法则，也必然十分靠谱的。这是原生态
的食物，难怪美，齿颊留香，愈吃愈想吃。叶林
说，这是阿勒泰带回的，冰箱里放过了，已经少
了点鲜美。叶林是从阿勒泰调来的干部。他从
小生长于那片丰美的土地。我几次想先走，叶
林拦住我，一定让我再尝最后一个菜：大肉。等
了好一会儿，大肉上来了，原来是肉片炒木耳。
薄薄的，味道还真不错。也是从阿勒泰来的大
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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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人的寿限知多少

健康与寿限，人们往往总是把它理解为
是个纯粹的医学或科学问题。其实不然，它
首先是个文化问题、生活方式问题，也是个
社会问题，而且有时还是一个政治问题。例
如，民族的强大、统一和幸福，与其人民的健
康水平及疾病与寿限直接相关。在遥远的过
去，有些文明萌生、发展、繁荣，延及今人；有
些则一度繁延，最终却走向衰亡，它
们的废墟掩盖于荒漠之下。这些，值
得我们深思！

历史上的高寿者& 就像《圣经》
所体现的一样，中国古代对长寿充
满期望，并对寿限有着丰富的论述。
按记载：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应
该是彭祖，寿 +$$。但考证表明：四川
彭山有小甲子纪年的习俗，)$ 天为
一年。所以，彭祖的真实年龄约为
#%$ 岁左右。另一个高寿者为孙思
邈，唐代著名道士 ,“药王”。他的
年龄是个谜，存有多种说法：最小
的 #$# 岁，一说是 #"$ 岁，一说是
#%# 岁，又一说是 #'# 岁，甚至还
有 #)+ 岁之说。在其所著的《备急
千金要方》中，他自己说是百多岁
时所写，高寿是肯定的。他的生年欠详，只
知生于西魏时期（&%&!&&!）；卒年较为确
定，唐永淳元年（)+"）。北周大成元年
（&!-），以王室多故，隐居太白山，究养生
长寿之术；周静帝即位（&!%!&+#），杨坚辅
政，征为国子博士，称疾不就。这些历史都
有记载，比较明确。因此，他在 &+$ 年前后
应该已经有一定岁数了。故人们一般接受
他活到 #%$!#'$ 岁的说法。留有文字记述
的中国年寿最高者，是清代李庆远，生于
清康熙十八年（#)!- 年），一说是生于
#!%) 年，卒于民国 "' 年（#-%& 年），终年
"&! 岁，当然他的生卒时间尚有争议，但长
寿却是无疑义的。有确凿文件证明的有史
以来最长寿的人是法国的詹妮·路·卡门
（./0/1234567），女，生于 #+!& 年 " 月 "#

日，死于 #--! 年 + 月 ' 日，享年 #"" 岁
#)' 天。

考虑到上述种种事实，《黄帝内经》
曰：上古之人，皆百岁而终！虽不无夸张成

分，但绝非没有可能！努力一下，百岁，是
完全可以达到的。

一个不可不知的公式。说到这，学术界有
一个科学公式，用以预测人类寿限。若干年
来，人们一直认为它的结果基本符合人类真
正寿命的极限。
一般认为：人的智齿出现以后乘上 )的

系数，是人应该有的寿限。智齿女性一般在
""!"% 岁左右出现，并逐步在 ") 岁
前后出齐；男性一般则稍微晚一点，
约在 "'!"&岁开始出现；有的约在
"+!"- 岁才出齐。它是以智齿出现
为生命发育的重要的阶段性标志
的。乘上 )的系数，就应该是 #%$岁
到 #&$岁之间！然后，就是不断地做
减法。

换句话说，如果能尽享天年的
话，一般人都能活到 #"$!#%$ 岁以
上。
何以智齿为标记！因为现代研究

认为：人一生的生、长、壮、老,已是一
个呈现“抛物线样”的动态变化趋
势。智齿出现前，该个体还在发育的
上升通道，身高等（理论上说）还可
能长；一捱到了智齿出现，就进入转

折点了，不再是上升趋势了；折向平行延续
了；过了 %&!'$ 岁以后，反向趋于下行（开
始进入衰老进程）了。而智齿的出现，则是
个体发育到了顶点的标志性现象。它的出
现，至少表明个体身高已经到了顶点，发育
已经成熟。男男女女都不例外！
临床观察到的情况，的确如此！
人均寿限在 #"$!#%$岁之间或更高。此

后，凡夫俗子就开始做“减法”。各种各样的损
伤、事件、劳损、疾病等，就都在这个限度内
“扣分”。

例如，有学者认为每抽一根烟，减寿 #$

分钟；醉酒一次，减寿 !!#&天；小感冒一场减
寿 "!'天；大病一场（如结核病），可减寿 %!!

年；通宵熬夜，减寿 #!"天；严重疲惫，若很快
恢复，减寿 "!'天；若持续无法恢复，则可减
寿更多；大吵一场，减寿 "!%天；持续抑郁，则
抑郁状态的持续时间除以 %，约等于减寿时
间（如持续抑郁达一年以上，则减寿约为 '个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