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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还有不少名称古朴、极富时
代特点的假期。比如，朝廷官员以及
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高等学府的
学生们，五月份有田假，九月份有授
衣假，各十五日。

五月份，小麦收获、秋粮播下，是
一年中重要的时节。朝廷的官员也
要抽时间关心农业生产，所以朝廷放
半个月的田假。唐初的李峤，因身体
染恙，无法在田假时回故乡探望。他
想念儿时玩耍过的田野，思念家中的
亲友，因此写下《田假，限疾不获还
庄。载想田园兼思亲友，率成短韵用
写长怀，赠杜幽素》：“夏沼莲初发，秋
田麦稍稀。何当携手去，岁暮采芳
菲。”自己为工作牵绊已久，何时才能
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

到了农历九月，天气转凉，秋

冬交替，朝廷又放秋假，让官员、学
生 们 回 家 准 备 冬 衣 ，称 为“ 授 衣
假”。张籍《和左司元郎中秋居》：

“初当授衣假，无吏挽门铃。”说的
就是授衣假期间，官吏们都放假回
家，没有人应答门铃。普通人虽然
不享受授衣假，但也要准备冬衣。
孟浩然仕途不如意，生活困顿到无
钱购买御寒衣物，他在《题长安主
人壁》中写道：“授衣当九月，无褐
竟谁怜。”授衣假在九月，容易和九
月初九的重阳节冲突。李颀《九月
九日刘十八东堂集》中说：“云入授
衣假，风吹闲宇凉。”天气转凉，学
生回家去取过冬的衣裳，这授衣
假，大体也就是现在孩子们的寒假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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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所说的“爱人”，专指恋爱或
婚姻中的相对一方，并无孔孟所说的博大
而泛爱的含义。那么，原来的词义是何时
消失的？如今这个词义又是从哪里来的？

在古代，“爱人”是博大而泛爱的意
思。尽管都建立在“爱所有人”的基础上，
但儒家和墨家秉持不同的泛爱观，其最大
的区别在于儒家坚持有等级、有差别的

“爱”，而墨家坚持“兼爱”而泛爱无差。孔
子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说：

“仁者爱人。”这里的“爱人”都是指自上而
下、由统治者到被统治者的“爱”。墨子
说：“此之我所爱，兼而爱之；我所利，兼而
利之。爱人者此为博焉，利人者此为厚
焉。”他批评“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
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
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的做法会导致“天
下之乱物”，指出其成因“皆起不相爱”。
无论哪种泛爱观，均反映出古人所说的

“爱人”是一个宏大而抽象的哲学命题。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因强调个人存

在的价值观，掀起所谓“风骨”的思想浪
潮，导致在语言表达上开始出现以个人为
中心的“爱人”。嵇康在《声无哀乐论》里
说：“今以甲贤而心爱，以乙愚而情憎，则
爱憎宜属我，而贤愚宜属彼也。可以我爱
而谓之爱人，我憎而谓之憎人，所喜则谓
之喜味，所怒则谓之怒味哉？”虽然“爱人”
的词性如旧，依然是动宾结构，但词义已
经出现缩小的趋势。

虽然这种词义的缩小趋势在后世越
发明显，但仍未脱离原有词义的藩篱，只
是在语用对象上有差别。如李隆基《赐诸
州刺史以题座右》中的“视人当如子，爱人
亦如伤”，皇甫冉《庐山歌送至弘法师兼呈
薛江州》中的“使君爱人兼爱山，时引双旌
万木间”，《正蒙》中的“以爱己之心爱人，
则尽仁，所谓‘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
人’者也”，《喻世明言》中的“阎君，你说奉
天行道，天道以爱人为心，以劝善惩恶为
公”，《老残游记》中的“其讲公利的人，全
是一片爱人的心，所以发出来是口暖气”
等。

“爱人”转变为名词，主要是因为近代
大量外来词的影响。民国时期，来自日语
借词的“爱人”一词，出现在郭沫若、鲁迅
等人的著作中。这个“爱人”，原义指“夫
妻婚姻以外所爱恋的异性；情人”，不仅与
婚姻、情爱扯上关系，也反映出中外对

“爱”理解的巨大差异。郭沫若在1920年
年底完成的诗剧《湘累》中，就有“太阳照
着洞庭波，我们魂儿战栗不敢歌。待到日
西斜，起看篁中昨宵泪已经开了花！啊，
爱人呀！泪花儿怕要开谢了，你回不回来
哟”的句子。几年后，鲁迅模仿东汉张衡

《四愁诗》的格式写就《我的失恋》，将原著
中的“美人”改为“爱人”，如“爱人赠我百
蝶巾”“爱人赠我双燕图”“爱人赠我金表
索”“爱人赠我玫瑰花”，显然是用日语借
词词义来表达自己对“爱人”的眷恋，为原
汁原味的日式语言。由此产生的文化影
响力，导致“爱人”一词的词义发生巨变，
首先是由一个动宾结构的短语词转变为
一个名词，其次是含义由“爱护他人”转变
为“被情爱包围的人”；经过近代文学家的
文学渲染，这个词的语义色彩逐渐转变为
婚前、婚外情人的含义。

在之后的实际应用中，“爱人”的词义
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正。20 世纪 40 年
代，受新文化运动熏陶的解放区的知识分
子开始使用“爱人”这一称谓，并赋予其

“婚姻配偶的一方；恋爱的一方”的新词
义。尽管“恋爱的一方”还带有日语借词
遗留的痕迹，但它摒弃了日语借词中非婚
情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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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中的

“悠长假期”
“爱人”词义的异化

《虢国夫人游春图》宋代摹本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人们或走亲访友，或

逛街旅游，或休息充电，过法多种多样。在唐

代，除了春节假期“岁假”之外，还有旬假、田假、

授衣假等各种假期。那时的人们是怎么度过这

些“悠长假期”的呢？这个问题，可以到唐诗中

去寻找答案。

唐代，春节被称为元正、元旦、元日、岁正等，也放假
七天。《唐六典》载：“内外官吏则有假宁之节，谓元正、冬
至各给假七日……”不过，当时交通又慢又不方便，异地
任职的官员是无法在七天的时间里往返家乡的，他们大
多时候不得不选择在官府过年。

长庆四年（公元824年），53岁的杭州刺史白居易，就
是在任职地杭州过的春节。与他一同过年的，还有助手
兼好友周判官和萧协律。三人年龄相仿，有共同的话题，
经常在一起饮酒赋诗，留下了不少唱酬之作。

这天，白居易命人备下酒席一桌，邀请周、萧赴宴，感
谢他们过去一年里尽心辅佐自己。席上，白居易发表祝
酒词：“流年催人老，我今年50多岁了，两位的年龄也差
不多。我们这个年纪，本来是不盼望过年的，不过，新年
前后，假期很多，能够好好休息，也是值得高兴的事。”白
居易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唐代的确是“新正假日频”。
除了七天新年长假，腊月里有腊日，放假三天；正月里，还
有人日（正月七日）、上元节（正月十五）、晦日（正月最后
一天）等节日，各放假一日，加起放十三四天的假。

白居易接着说：“我和周叟（周判官）您相比，腿脚同
样灵活，快步行走毫不吃力；和萧翁（萧协律）相比，头上
虽然已经生出白发，但还没有全部变白。趁着都还没老，
我们就在这春节假期里，来个不醉不归，就当是共同迎春
了。”

白刺史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后，迎春宴正式开始。
但是酒从谁开始喝起？如果是平时，那大半应该是由主
人，或者是最尊贵的客人起头，但今天喝的是“岁酒”，可
就另有讲究了。唐代的《初学记》转引《四民月令》说：“正
旦进酒次第，当从小起，以年小者起先。”也就是说，岁酒
要从席间年龄最小的人开始喝。原因是：“俗以小者得
岁，故先酒贺之；老者失时，故后饮酒。”回到这场岁宴，由
于白居易年龄最小，是席间的“少年人”，所以第一杯酒由
他喝。这个假期回忆，被白居易记录在《岁假内命酒赠周
判官、萧协律》诗中：“岁酒先拈辞不得，被君推作少年
人。”

正月的最后一天，唐代称正月晦日，也放假一天。
孙逖是盛唐时期的史学家、诗人，在这一日，他邀上

好友卢舍人，一同拜访补阙（唐代官名）在城南的园林。
两人信马步出南门外，只觉春风拂面而来，举目四望，河
边的柳树轻舞，仿佛在欢迎他们的来访。临近补阙的宅
院，各色花朵已经在向阳的角落盛开。如同置身仙境的
孙逖，写下了《晦日与卢舍人同诣补阙城南林园》：“芳年
正月晦，假日早朝回。……宛是人寰外，真情寓物来。”

天气渐暖，春困袭来。白居易就曾在一个正月晦日
的假期，沉睡半日。他说：“是时正月晦，假日无公事。”空
气柔和，万物复苏，自己的血气好像也生发出来。白居易
只觉得肌骨舒畅，于是在东窗之下，从11点一直睡到下
午3点。这样酣畅淋漓的午睡已经很久没有了，神清气
爽的他挥笔写下《春寝》：“一从衰疾来，枕上无此味。”

白居易在假期里补觉，比他小三岁的姚合却觉得，这
样美好的春日里睡觉实在是暴殄天物：“春来眠不得，谁
复念生涯。”前一天晚上，姚合就听到四邻们在奏迎春乐
曲，他听得心里痒痒，决定第二天来个春游。不过，第二
天不是假期，这可怎么办？姚合耍了个小聪明，他写了请
假条，说自己身体小有不适，需要请假一天。

获得一日自由身的姚合，一大早就起身，在长安城中
寻找春天。那天下着微雨，把城市洗濯得更加鲜丽；雨雾
蒙蒙，给嫩绿的草笼上了一层烟气：“轻烟浮草色，微雨濯
年华。”饱赏春色的他又走进路旁的酒家，要了一杯酒，慢
慢品味这个悠闲的假日：“乞假非关病，朝衣在酒家。”

《唐会要》载：“每旬，并给休
假一日。”旬假的主要目的是让官员
们休息、沐浴，以饱满的精神、整
洁的仪容重新投入工作，所以也称
休沐假。旬假的重要意义，白居易
的诗句说得很清楚：“微彼九日勤，
何以治吾民。微此一日醉，何以乐
吾身。”一日的休息，是为了九日的
工作。

旬假时，官员们不必到衙署报
到。唐玄宗时，国家强盛，休假制
度执行得也很到位。比如，开元
十八年，朝廷下诏：“侍臣及百僚，
每旬暇日寻胜地宴乐，仍赐钱令
所司供帐造食。”每逢旬假，官吏
们可以在近郊游览、宴乐，而且搭
建帐篷、置备酒菜的费用都由朝
廷承担。此后，唐玄宗又重申，不
许强制官员们在旬假加班，如开
元二十五年：“百司每旬节休假，
并不须入曹司，任游胜为乐。”天
宝四年：“今后每至旬节休假，中
书门下文武百僚不须入朝，外官
不 须 衙 集 。”唐 玄 宗 的 儿 子 唐 肃
宗，依然严格执行休假制度。当
时天下事务繁重，宰相们休假在
家时，只要不是遇到大事，一般不
把他们招到官署里，只让值班的
官员代替他们签署文件。

唐代人以不同的方式过旬假。
有的休息充电，诠释“休沐”的本

意。中唐时期的武元衡，曾任剑南
西川节度使，他在《旬假南亭寄熊郎
中》中说：“旬休屏戎事，凉雨北窗
眠。”旬假不办公事，可以睡到日上
三竿。又如元稹的《遣昼》：“旬休聊
自适，今辰日高起。”也是睡到自然
醒。

有的拉上朋友聚餐。白居易在
担任苏州刺史时，有《郡斋旬假，始
命宴呈座客示郡僚》诗，其中也说：

“公门日两衙，公假月三旬。……无
轻一日醉，用犒九日勤。”每月上中
下旬三天假期时，小酌几杯，一身轻
松。

更 多 的 人 则 会 来 个 近 郊 游 。
如初唐杨师道，在春天的旬假里，
闲来无事，清晨就来到北边的树
林散步观景。他看到池塘里长满
春草，兰草与白芷幽香扑鼻；野径
两旁开满山花，新冒出的竹笋长
到台阶上来。卢照邻则到山庄里
休假，他在《山庄休沐》中说：“兰
署乘闲日，蓬扉狎遁栖。……田家
自有乐，谁肯谢青溪。”薛能曾到
崇福寺一游：“长老多相识，旬休
暂一来。”

旬假在每旬的最后一天，这也有
诗为证。如姚合《假日书事呈院中司
徒》：“十日公府静，巾栉起清晨。”徐
铉《九月三十夜雨寄故人》：“寂寥旬
假日，萧飒夜长时。”

假日里，为了保证紧要公务的
正常运转，仍有少部分人“当直”，
如果值的是夜班，则称“寓直”。不
过，这时虽然要待在官府，但一般
没有多少事情，比工作日要放松不
少。

唐末的林宽，曾陪朋友郑郎中在
假日里值班。他看到办公室的桌子
上，摆满了各个司的印信，很有视觉
冲击力。官署里整日无事，他们汲取
井水，拆开茶包，煎茶细品。正因为
有人做伴，这无聊的值班时光才能轻
松度过。

喝茶之外，还可以作诗唱和。
中唐时期的陈阁老，在寒食节假期
值班，为了打发时间，他写诗一首，

并请同在值班的权德舆唱和。权德
舆刚刚从门下省前往集贤殿书院，
路过史馆时，看到院中的木瓜花正
在盛开，于是他也赋诗一首《陈阁老
当直，从东省过史馆看花寒食假》：

“昼漏沈沈倦琐闱，西垣东观阅芳
菲。繁花满树似留客，应为主人休
浣归。”

徐铉在一个早春的旬假值班
时，也曾留下诗作。官员们都回家
休沐了，大院里静悄悄，他独自一
人在台阶上咏诗，听着水钟（漏壶）
里的水一点点滴下，直到下午四五
点钟，才结束值班回家。他咏的这
首诗，就是《早春旬假独直寄江舍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