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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文人讲究魏晋文人讲究““玄游玄游””

玄游，其兴起与魏晋玄学密切相
关，玄学则综合了道家和儒家思想学
说。魏晋时期，动荡的社会环境促使
文人将目光投向自然，踏青演变为

“玄游”。竹林七贤常于春日相聚竹
林，饮酒赋诗，以山水之乐消解尘世
烦忧。嵇康与阮籍等人共倡玄学新
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
而通物情”，嵇康的《酒会诗》中“轻车
迅迈，息彼长林。春木载荣，布叶垂
阴。习习谷风，吹我素琴。交交黄
鸟，顾俦弄音。感悟驰情,思我所
钦。心之忧矣,永啸长吟”，正是这种
精神的写照。

谈起魏晋时期的文人踏青，当以
会稽山阴的兰亭雅聚最为有名。当
时文人们把郊游视为陶冶情操的一
种方式，他们寄情于山水之间，返乎
自然，在山河间品茶、饮酒、作诗，“曲
水流觞”就成为春游的一项重要活
动。所谓“曲水流觞”，是著名的书法
家王羲之所发起的雅聚游戏。当时
孙绰、王羲之、支遁和谢安经常聚在
一起饮酒赋诗取乐，会稽山的兰亭就
是他们最常去的地方。在这里，他们
留下了很多令人难以忘怀的诗文。

东晋永和九年（353 年）暮春之
初，兰亭之畔聚集着四十二位衣冠楚
楚的文人雅士，众人列坐于蜿蜒溪水
两侧，看着漆制酒杯顺流而下，当其
停驻在谁的面前，谁便要即兴赋诗一
首，否则罚酒三杯。而王羲之把这场
雅聚描绘于《兰亭集序》之中，使其成
为古代踏青文化的巅峰之作。

在茂林修竹的掩映下，王羲之写
下“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的千古名
句。这种对生命短暂的深刻体认，在
游目骋怀的春日里显得格外沉重。
但魏晋名士并未陷入虚无主义的泥
淖，他们将生命意识转化为对当下的
珍视。

曲水流觞的雅俗交融，体现了士
族文化的双重特性。一方面，他们追

求“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艺术境
界；另一方面，又通过这种仪式强化
身份认同。正如孙绰在《三月三日兰
亭诗序》中所说：“情因所习而迁移，
物触所遇而兴感”，自然景观成为触
发玄思的媒介，踏青活动升华为形而
上的哲学体验。

盛唐春游妙句频出盛唐春游妙句频出

唐代国力强盛，踏青之风遍及朝
野。据《唐诗纪事》记载，每年春天，
皇帝都会带着后妃、朝臣游梨园，到
渭水边游览祭祀。张萱的《虢国夫人
游春图》便生动地描绘了杨贵妃三姊
骑马游春的雍容姿态。

仕女们结伴踏青，解下红裙围坐
赏花，形成独特的“探春宴”和“裙幄
宴”。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探春
宴在每年“立春”与“雨水”二节气之
间举行。此时万物复苏，达官贵人家
的女子们相约做伴，由家人用马车载
帐幕、餐具、酒器及食品等，到郊外游
宴。首先踏青散步游玩，呼吸清新的
空气，沐浴和煦的春风，观赏秀丽的
山水；然后选择合适的地点，搭起帐
幕，摆设酒肴，一面行令品春，一面围
绕“春”字进行猜谜、讲故事，作诗联
句等娱乐活动，至日暮方归。而“裙
幄宴”则是游到适当的时候，她们便
选择适当的地方，以草地为席，四面
插上竹竿，再将裙子连接起来挂于竹
竿，便是临时的饮宴帐幕，女子们在
其中设宴，被称为“裙幄宴”。

唐代诗人们自然不会缺席踏青
的传统。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
杜甫避安史之乱来到成都，定居成都
草堂之后，他在唐肃宗上元二年（761
年）或唐代宗宝应元年（762 年）春，
于成都浣花溪畔写下《江畔独步寻
花》组诗。组诗前四首分别描写恼
花、怕春、报春、怜花而流露出悲愁的
情怀；后三首显示出赏花时的喜悦之
情，蕴含春光难留之意。组诗对自然
之美的极致描绘，既是对太平盛世的
追忆，也是对生命本身的礼赞。

盛唐文人的踏青活动充满了昂
扬的时代精神。王维在《终南别业》
中“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悠
然，李白“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
复一杯”的狂放，都展现了那个时代
特有的自信与豪迈。

白居易在《钱塘湖春行》中“几处
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细
腻观察，体现了中唐文人对自然的细
致体悟。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这种
盛世情怀逐渐转变为对生命无常的
感慨。但即便如此，文人们依然在踏
青中寻找精神慰藉，正如韦应物所
说：“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
鸣”，在自然的永恒中寻求心灵的寄
托。

宋代春游雅俗共赏宋代春游雅俗共赏

宋代文化昌盛、风雅盛行。于宋
代文人而言，春天是充满诗意与灵感
的珍贵时光，他们纷纷走出书斋，以
踏青赏春之举，拥抱烂漫春光，谱写
了诸多传诵千古的佳句。

苏轼在嘉祐八年（1063年）正月
所作的《和子由踏青》，生动描绘了踏
青的热闹场景。诗中“东风陌上惊微
尘，游人初乐岁华新。人闲正好路旁
饮，麦短未怕游车轮。城中居人厌城
郭，喧阗晓出空四邻”，描绘出东风轻
拂，田间小路微尘泛起，人们趁着新
春的喜悦外出踏青的画面。将春日
踏青的欢乐氛围渲染得淋漓尽致，足
见当时踏青之风在民间的盛行。

苏轼的一生，宦海沉浮，多次被
贬。但无论处于何种境遇，他都能从
生活中发现美好，春天更是他灵感的
源泉。“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
然台上望，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
千家。”出自苏轼的《望江南》。此时
的苏轼，在密州任上。虽仕途不顺，
但他登上超然台，放眼望去，春天的气
息扑面而来。春风轻柔地吹拂着，柳
树的枝条随风摇曳，姿态婀娜。“未老”
二字，不仅形容了春天的蓬勃生机，也
透露出苏轼对生活的热爱与希望。

杨万里与陆游、尤袤、范成大并
称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杨万里
官至江东转运副使，后辞官归乡，闲
居乡里。他的诗以清新自然、明快流
畅见长，多描写山水田园风光，抒发
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感慨，被称
为诚斋体，对后世影响深远。在《上
己三首其一》中，“正是春光最盛时，
桃花枝映李花枝。秋千日暮人归尽，
只有春风弄彩旗”，不仅展示了杨万
里对自然景物的敏锐捕捉力和高超
描绘技巧，更通过寓情于景的手法，
表达了他对早春的喜爱及对自然之
美的赞叹。同时，也透露出诗人内心
的孤寂和对逝去时光的感慨。

宋代文风颇盛，欧阳修在《醉翁
亭记》中“野芳虽晚不须嗟”的豁达，
范仲淹“春和景明，波澜不惊”的壮
丽，都体现了士大夫“不以物喜，不以
己悲”的精神境界。李清照的《如梦
令》中“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
路”，则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记录
了春日游赏的欢快时光。这种雅俗
共赏的文化氛围，使踏青成为联结士
大夫与市井百姓的桥梁。

从兰亭的曲水到苏堤的桃柳，从
寒食的冷雨到园林的幽径，古代文人
在踏青赏春中完成了从审美体验到
哲学思考的升华。他们在桃红柳绿
间感悟自然的节律与馈赠，并用高深
的文学素养给后代留下传承千年的
文化瑰宝。 本报综合消息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旨在提升消费体验，强化消费维权，
而生活在唐宋时期的人们，作为消费者也有各自的保障措施。

唐代对市场的设置有较严格的规定，一般要在县治以上的地方
才允许设置，关于市的机构设置，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八月《州
县职员令》有明确规定：“大都督府市令一人，掌市内交易，禁察非
伪，通判市事；丞一人，掌判事；佐一人，史一人，师三人。”同时还规
定：“中县户满三千以上，置市令一人，史二人；不满三千户以上者，
并不得置市官……”具体来说，大都督府市令负责掌管市场内的交
易活动，禁止和查处假冒伪劣商品，并全面管理市场事务；丞负责协
助市令处理市场事务；佐和史则是辅助性工作人员。

为了维护市场秩序，唐朝对长安市场实行严格的管理，在太府
寺之下，在东、西市中分别设立了市局与平准局等市场管理机
构。市局又称市蜀，设市令一人，市丞四人，平准局下设从七品下
的平准令一人，从八品下的丞四人，主要负责官市交易，买进政府
需要的物品，并将政府不需要的以及没收的物品出售。显然，为
确保市场交易的公平顺利，唐朝设置了较为完备的市场管理机构
和管理制度。

市场管理事无巨细，消费者最关心的莫过商品是否缺斤短两
了，唐代也是如此。《关市令》规定：“诸以伪滥之物交易者，没官；短
狭不中量者，还主。”就是说，销售假冒伪劣的，要没收归公；缺斤短
两的，或补齐或退货。杜绝缺斤短两还要管好度量器具，《关市令》
规定要定期对度量衡器进行年检：“诸官私斗尺秤度，每年八月平
校。诣金部、太府寺平校，不在京者诣所在州县平校，并印署，然后
听用。”另外，还规定了退货制度，买货三天内发现问题的无条件退
货，不退的可以向官府报案，官方核实后，会按律强令卖方退货，并
给予销售者笞四十的惩处。

对于出售假冒伪劣商品的，《唐律疏议》中也有所体现，如果出

古代文人的春日雅集

北宋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
图》（局部）

踏青赏春是国人的传统民俗。“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
风放纸鸢。”清代诗人高鼎在晚年的一首《村居》生动地描写出春天里大自然的草木萌动和繁花似
锦。从《诗经》里郑国男女在溱洧河畔的浪漫邂逅，到王羲之兰亭雅集的曲水流觞；从唐代长安水
边的丽人云集，到宋代清明时节的蹴鞠游戏，古人把对生活的诗意都融入春光中。

《曲水流觞图》（局部）（宋）刘宋年

保护消费者保护消费者，，唐宋时期如何打假唐宋时期如何打假

售假劣食品对消费者造成伤害的，剩余的食品应立即焚毁，违者还
将受到杖罚。而对于变质食品，《唐律疏议》规定，一旦食物变质，商
家也必须销毁，如因出售变质食品造成顾客伤害的，商家将受到徒
一年刑罚，如致人死亡，会被处以死刑。

为了防止制造和销售伪劣商品，唐律还采取了严格落实官吏责
任的做法，对“市及州县官司知情”者，按同罪论处；即使不知情，也
要酌情治罪，贪赃枉法者另论。这一规定可以有效防止地方官吏对
制造和销售伪劣商品的庇护，同时也调动了地方官吏管理市场的积
极性，大诗人白居易就曾审判过一起食物中毒案件。

白居易在地方上任县令时，有百姓吃了有毒脯肉身亡。接到报
案后，白居易经调查发现，变质的脯肉不是饭店老板自己制作的，而
是从别处购买的。白居易依据《唐律疏议》条款判决：饭店老板不知
情没有责任，追溯源头，严惩了卖肉的人。

为了保证消费者权益，让大家放心消费，宋朝也很重视市场的
管理和监督。他们成立了行业协会，以加强对食品质量的监督和管
理。宋代的做法是：让各类商人组成行会，并按行业登记在册，否则
就不能从事该行业。商品的质量也由各个行会把关，行会首领负责
评定商品的成色和价格，充当本行会成员的担保人。这样一来，对
于市场商品交易的监督管理，就深入到了商户中，让他们自我监督、
自我管理，达到很好的效果。

据《都城纪胜·诸行》载：“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
不以其物小大，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虽医亦有职。医克择之差，
占则与市肆当行同也。内亦有不当行而借名之者，如酒行、食饭行
是也。”就是说，成立在政府注册的各个行会，对生产经营的商品质
量进行把关，行会的首领作为担保人，负责评定物价和监察不法。
消费者如果买到了假冒伪劣产品可以到行会进行投诉，并得到处
理。

在宋代，盐、茶等商品具有特殊性，往往会由政府专营，对这些
商品的质量管理更严格：凡客商将官盐掺沙土货卖者，“杖八十”；对
于制造、贩卖假冒盐、茶的，一经发现，要被处以杖八十或充军等严
厉惩罚。

药品关乎生命安全，为防止造假药、冒充官药出售，宋代由政府
管理的惠民局与和剂局专门负责制药，凡是由他们出产的药品，都
会盖上“药局印记”和“和剂局记”的专用印章，表明这是正品。

宋代还规定，制造假药、伪造处方和官印的要严办。同时还实
行药品属地管理问责制，就是地方官员因管理不力，造成此类案件
发生，地方官员要受到警告处分并延缓提拔。

本报综合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