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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 国 所 有 的
传统 的 节 日 中 ，最
令人 欢快 的 莫 过 春、
节了 。

今人 习 惯 把 正
月初 一 叫 “春 节”，但 古 人并 不
这样 称 呼 ，谓 之 “元 旦”。“元”
者，始 也；“旦 ”者 ，明 也 。

“ 元 旦”指 日 头 刚 从地 平 线
上现 出 ，天 开 始 亮 了 。即 如
今之 “早 晨”。南 宋 吴 自 牧
《 梦 梁 录 ·正 月 》载：“正
月朔 日 （初 一 ），谓 之 元
旦，俗 呼 为 新 年。”

“ 元 旦”这 一 名 称 ，
说起自颛顼 （zhu an  xu
传说 的 上 古 帝 王）。颛 顼 以 正
月为 元 ，初 一 为 旦 。每 年 的 开
始从 正 月 朔 日 子 夜 算 起 ，叫

“ 元 旦”或 “元 日 ”、“元
朔”、“元 辰”等 。此 后 ，
夏、商 、周 、秦 、汉 的 元 旦
日期 也 不 一 致 。这 是 由 于 每 遇 改
朝换 代 ，执 政 帝 王 为 了 显 示 自 己
的高 贵 ，都 要 “改 正 朔”，即 把
元旦 往 前 提 一 月 。据 《史 记 》记
载：夏 代 以 正 月 初 一 为 元 旦 ；商 代
以十 二 月 初 一 为 元 旦 ；周 代 以 十
一月 初 一 为 元 旦 ；秦 代 更 以 十 月
初一 为 元 旦 。本 来 夏 历 是 很 合 乎

农时 的 ，但 经 以 后 各 朝 代 这 么 提
前，一 下 使 历 法 乱 了 套 ，有 悖 于
农时 ，不 利 于 生 产 。到 了 汉 武 帝

“ 太初 元 年”由 于 “观 象 授 时 ”
的经 验 越 来 越 丰 富 ，司 马 迁 等 人
创立 了 《太 初 历 》，又 重 新 确 定
以夏 历 正 月 为 “岁 首”，正 月 初
一为 “新 年”。此 后 就 一 直 固 定

流传 了 下 来 。
再则 ，在 我 国 古 代 的 不

同历 史 时期 中 ，春 节 也 有 着
不同 的 含 义 ，并 不 等 于 就 是

“ 元 旦”。在 汉 代 ，人们 把
二十 四 节 气 中 的 “立 春”这
一天 定 为 春 节 。南 北 朝 时 ，
人们 又把 整 个 春 季 称 为 春
节，1911年 ，辛 亥 革 命 推 翻
了封 建 帝 制 ，为 了 “行 夏
历，所 以 顺 农 时 ；从 西 历 ，
所以 便 统 计”，各 省 都 督 府
代表 在 南 京 召 开 会 议 ，决 定
从1912年 起 正 式 使 用 公 历 。

这样 就 把 夏 历 正 月 初 一 改称 作 春
节，把 公 历 一 月 一 日 称 为 新 年 ，
并不 称 元 旦 。直 到 1949年 9月 27
日，政 协 首 届 会 议 通 过 使 用 “公
元纪 年 法”方 将 公 历 一 月 一 日 正
式定 为 “元 旦”。但 用 “春 节 ”称
呼旧 历 （夏 历 ）一 月 一 日 ，人 们
一直 沿 用 至 今。（封五 昌 ）

我和祖 国

冬天 里 的 春 天
——广州见 闻之二

张根 生

笔者来 到 五羊 城 ，
正逢 美化广州 博 览 会开
幕，随 着 喜气洋 洋、来
往如 织 的人流 ，也 兴 致
勃勃 地前去 参 观 。

一进 门 ，首 先 就
是“美 食林”。广州 的
名贵食品 ，风味特产都
集中 在 这 儿 ，游 客 进

餐，就不用 上街找 饭 馆 了。再 向
前，就是 博 览 会 的主楼 ，这 里设饰
物、美容、时 装和 家 居 馆 ，有 影
视，美发和 健身 室。还举办时装表
演，健美的摩 登 女 郎 当 场 与 观众 见
面，身 着时装 ，式样繁多 ，美观新
颖姑娘们 争 相效购 ，似乎表 演 者
照出 了她 自 己 的倩影 ，真 如镜 子般
的魔 力啊 ！

　这 里 还开展 艺术 、书 画 表 演和
选美 活 动 ，如果购 物 满 十元 ，还可以
碰碰运气 ，享 受一下 抽 奖 游 戏 的 乐
趣……

来到 美容 化 妆示 范馆 ，笔 者带
着好奇 心理打探地 问：“请 看 我 能美
容吗？”美容师笑答 ：　“能 ，能 ！
年纪 虽大 ，只要 取掉皱纹和 黑 斑 ，你
就变 年轻 了。”我摇摇头。“请 你
试试 ，花钱不 多 ，有 十几元就 可以
了。”“需要 多 少 天 ，痛 吗？”

“不 很 痛 ，磨 擦 四 次 ，半个月 就 全
美化 了。”我 想美容 花钱 ，受痛又

费时 间 。想来想去还是
谢绝 了。可她 还一个劲
地做工作 。什 么人生能
得几 回 美呀 ，年 轻 会使
你幸福、受欢迎呀……
由此 ，我 感 到 还是年轻

的黄金 时代好 ，不用 美容 ，化妆；而
今只要我 们不 负 时代 ，多做 贡 献 ，不
是更美吗 ？

又一想 ，这个玩笑毕 竟 开 得 不
好，逗得美 容师 费 了不 少 口 舌 。但还
是有人给她 们送 来 了 欢 喜：有 的 美
眉，有 的 美鼻……

博览 会 的 经营方式灵活 ，有 来料
加工 、协作串联 、代批代 销 ，还 有开
放式 批发 交 易 ，真是：生意 兴 隆 通四
海，财 源 茂盛 达 三江 。
　主办这 次 博 览 会 的 是 广 州 市 经
委、商业局 、旅游局、粮食局、市总工
会、妇 联 、共青 团 及水产 、药材 公 司 等 。

走马 观 花地看 了这个 博 览 会 。我
从中 悟 出：不要 过分 信 赖分 析 ，要靠
行动 和 试验 ；要促进信息 交 流 ，有信
息就 有生 意 ；最 重要 的 是 用 户 至 上 ，
把顾 客 看作 亲人。我
想，我 们 陕 西为 什 么
不尝试一 番 ，也 搞 一
次文 明 博 览 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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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杨贵妃

提起杨 贵 妃 杨 玉
环，人们首先想到的 ，
便是一个绝代佳人的 形
象。的 确 ，杨贵妃是有
着“倾城倾国 ”的 “花
容月 貌”的 ，中 国 民间
传说 中 的 四 大美人，杨
贵妃就赫然在列 （其余
三位是西施 、貂蝉和王
昭君）。而且，史 传对
她的容貌也颇多赞辞 。
但说实在 的 ，杨 贵妃乃
是一位多才 多 艺 的 人
物，只 把她 当 作 美 女
看，未免屈 了她 。

先看 看
她的 音乐才
能。《旧唐
书·杨贵妃
传》载 ，杨
玉环 “善 歌 舞 ，通 音
律”。《新唐书 ·杨贵
妃传 》也 说 她 “善 歌
舞，邃晓 音律”。可惜都
语焉 不 详 ，皆未进一 步
说明她 如何 “善 歌舞 ，
通音律”。幸而至 今 尚 存
的一些唐宋人的野史小
说，还有一 些 有 关 资
料。从宋初 采 录 唐 人
多种著述而写成 的 《乐
史·杨 太 真 外 传 》，
我们首先知 道 杨 贵 妃
是一个不错 的琵琶 师 。
当时 “诸 王 郡 主 、妃
之姊妹 皆 师 妃 ，为 琵
琶弟 子。”这 里面难免
有阿谀拍 马 的 成分 ，但
杨贵妃若真无两 手，恐
怕也是难当 她 们的老师
的。其次 ，杨 贵妃 “善
击磬，拊搏 之 音 泠 泠

然。多新声 ，虽 太 常 梨 园
之伎 ，莫 能 及之”这 的
确很 了不起。太常梨 园
的乐工，乃 出 “皇 家乐
队”，多 是 国 内 高 手 ，
竟比不上杨贵妃 击 磬 的
技艺 与新声的 高妙 ，可
见杨 贵妃 的 音乐 才 能非
同一 般 了。再 次 ，我们
还知道杨贵妃 能吹笛。
杨贵妃入宫后 ，于天宝
五年七月 、九年二月 曾
先后 两 次被 玄 宗 遣送 回
家。前一次据说 是 因为
打翻 了 醋瓶子，“妬悍
忤旨”。第 二次呢 ，则
是由 于唐玄 宗要表示 自
己不忘 昆 仲之情，“旧
置五王帐 ，长枕大被 与
兄弟共处 其 间”，杨贵
妃一个人寂寞无聊 ，一
时技 痒，偷拿 了 已 故大

伯子 宁王李宪 的 紫玉笛
吹，“因此又忤 旨”。唐
代诗人张祜在 一首诗 中
提到 过 这件 事，“梨花静
院无人 家，闲 把宁王玉
笛吹。”依上所 说，我 们
称杨贵妃为 颇 有 造 诣 的
音乐 家 ，大概不算过誉 。

再看 看杨贵妃 的 歌
舞才能。一 般 的 歌舞 ，
杨贵 妃 自 然 精通 ，而最
拿手的 ，则 是 风 靡 当
时，流 行 于 世 的 时 髦舞，
——《霓裳 羽 衣舞 》和
《 胡 旋舞 》。还 是 《杨
太真 外 传 》的 记 载 ：

“ 上又宴 诸 王 于 木 兰
殿。时 木兰花 发 ，皇 情
不悦 ，妃醉 中舞 《霓裳
羽衣 》一 曲 ，天 颜 大
悦，方知 回 雪 流 风，可
以回 天转地。”贵妃 不

仅善舞，而且是一 位水
平不 错 的 教练。内 教坊
伎人学舞之时，贵妃 常
去观 看，并 不 时 指 点正
误。诗 人 王 建 《霓 裳
词》十首 之五记述说 ：

伴教霓裳 有 贵妃 ，
从初直到 曲 成 时 。
日长耳 里 闻声熟 ，
拍数分 毫错总 知。

至于 《胡旋舞 》，由 于
唐玄 宗 喜欢 ，当 时 朝 野
上下人人 皆学 ，而杨 贵
妃和 她 的 “宠儿”安禄
山舞 得最好。大 诗人 白
居易 在他 的 《胡 旋 女 》
诗中 ，追述 天 宝 年 间
《 胡 旋舞 》风行 的 情 况
时说：“天 宝季年 时 欲
变，臣妾人入 学 圆 转 。
中有太 真 外 禄 山 ，二人
最道 能 胡 旋。”《胡 旋
舞》的 流行是 否 是 天宝
末年安 史之 乱的 前兆 ，
我们这 里可以 不 管 ，但
杨贵妃 是 一 个舞蹈 家 ，
这一点，倒 是 应该 先 肯
定下来 的 。

最后 谈 谈杨 贵妃 的
诗才 。由于 笔 者 的 愚

陋，目前仅在 《全唐 家
诗》卷五见 到 了 杨 贵妃
的一首 诗 《赠 张 云 容
舞》。单就 这一首诗 看
来，她 的 诗才还是满 不
错的 ，虽 然 不 是什 么 名
作，但 据此 称 杨 贵妃工
诗，还是可以 的 。这首
诗是 杨 贵 妃赠给她 的侍
女张云容 的。张 云容 善
《霓裳羽 衣》舞 ，一次 杨
随玄 宗 到 绣岭 宫去，张
云容表演得很 出 色 ，贵
妃大喜 ，当 场赋诗 以 赠 ：

罗袖 动 香 香不 已 ，
红蕖 袅袅轻烟 里 。
轻云岭上乍摇风 ，
嫩柳 池边初拂水 。

诗中连巧用 三个 比 喻 ，
赞扬了 张云容 的高超舞
技和美 妙舞 姿，读 过 后
闭目 静思 ，眼前便 仿佛
真地 出 现 了一个 “飘然
转旋 回 雪 轻，嫣然纵送
游龙惊”（白居 易 《霓
裳羽 衣 歌 》）的 舒 袖
曼舞的 少 女形象 。

总而言之，杨 贵妃
不仅 是一 位绝代佳人 ，
而且 是一个 出色 的 音乐

和舞蹈 家，还 是一个诗
才横溢 的 人，虽然人们
历来并不 把 她这 样 看 。

祥军　撰文

题图　许 志 强

万象更新
河北　王 承 颜　书

酿酒胜地杜 康 沟

从白 水 县 城 西 行 十 五里 ，
有一条 大壑。终 年溪水潺潺 ，
清泉 喷 涌，树掩 亭 榭 。这就 是 源
远流 长 、久享盛 名 的 古代佳酿
杜康 酒 的 诞 生地——杜康 沟 。

很久 以 前 ，在 民 间 就 流 传 着 “杜
康造酒 ，酒醉刘 伶三年方醒”的 故事 。
三国 时 ，曹操 在 《短歌行 》中 ，曾 以

“ 慨 当 以 慷 ，忧 思难忘。何以 解忧 ？
唯有杜康”的诗 句 赞 誉此 酒。《白 水
县志 》载有 “杜康 字 仲 宁 ，为 本县 之
康家 卫人 ，善 造 酒。”人们 为 了 纪 念
这位 造酒 始 祖 ，在他当 年 酿 酒 的 旧
址，修建 了 杜康庙 、杜康 墓 ，立 碑 刻
写杜康传。并将此 沟命 名 为 杜康 沟 ，
造酒 的 水 泉 名 为 “杜康 泉”，把 附 近
的村子 叫 做杜 家 壑村。

解放后 ，人 民政府 多 次组织 科研
人员 查 找史料 ，走访 群 众 ，考 察 现
场。在确认此地 是 杜康 当 年造 酒遗址
后，拨款修建亭榭，复垒墓地 ，并且
恢复 了 杜康 酒厂。新生产 的 杜康 酒 清
澈透 明 ，味甜质纯 ，五味协调 ，浓度
适宜 ，畅 销国 内 外 ，深受广大群众的
欢迎和 赞赏。　（田 文）设计　周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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