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日是文明长河中璀璨的明珠，凝聚着一个民族的文
化基因与集体记忆，也是民俗活动的集中表现。然而，随
着时代变迁，许多曾闪耀于历史星空的节日，因为各种原
因，逐渐淹没在时光的长河里。北京地区就有许多节日被
湮灭在历史尘埃之中，人们不再记得，也不再提起。

人胜节人胜节··中和节中和节

近年来，人们对一些重要的节日越
来越重视，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还被
列入法定假日之中，但是我国约定俗成
的节日实在太多，许许多多节日逐渐淡
化，成为节日文化的缺憾。

春节众所周知，但假期之间的“人胜
节”就知之甚少了。人胜节是农历正月
初七，这一天又称人日、人庆、七元等，始
于汉代，据《占书》称“岁正月一日占鸡，
二日占犬，三日占豕，四日占羊，五日占
牛，六日占马，七日占人”是古代动物崇
拜的遗风。“七日占人”这一天就成了“人
胜节”和“人日节”了。

我国的民俗节日往往与吃什么挂
钩，明代的《酌中志》记载，老北京人在人
胜节要“吃春饼和菜”，也有人家这天吃
打卤面。而在辽代时，有“俗煎饼食于庭
中，谓之熏天”的习俗。古代人胜节讲究

“天气晴明，出入通顺，谓一年人口平
安”，或者“是日天气清明者，则人生繁
衍”。古代有些地区还将这一天与“女娲
抟黄土作人”联系，增加了节日的神话、
神秘色彩。

正月初七仍在春节的余韵之中，
“人胜节”就被人们淡忘了。在老北京，
打卤面的档次要远远高于“炸酱面”，人
胜节吃打卤面是对这个节日的极大重
视，但没有吃炸酱面的。

中和节亦是已经消失的节日。中
和节出现于唐代，是由“晦节”变化出来
的，古代的“晦节”也曾是一个重要节
日，后来因晦有昏暗不明之意，语义不
吉利，故而改称中和节，时间是农历二
月初一。

北京地区过中和节要晚些，清代《水
曹清暇录》有所记载，称“二月初一，俗称
中和节”，因道家将二月初一视为“太阳
真君生辰”，是太阳的生日，所以“市中货
太阳糕，以祀太阳星君”。《燕京岁时记》
云：“二月初一日，市人以米面团成小饼，
五枚一层，上贯以寸余小鸡，谓之太阳
糕。”

中和节后来演变成为道家节日，清
代有“左安门内有太阳宫，都人结侣携
觞，往游竟日”的记载。太阳宫的地址，
大致在天坛以东、龙潭公园以西一带，
每年农历二月初一在这里还办庙会。
如今的朝阳区也有太阳宫，但人们所说
的太阳宫庙会是指天坛东的太阳宫。
祭祀太阳，自然少不了太阳糕了。太阳
初升时，“雄鸡一唱天下白”，糕点上少
不了鸡的图案，食物与节日再次有机结
合。

中和节又有“天正节”之称，但不少
人将中和节与“二月二，龙抬头”联系在
一起了，甚至混为一谈。其实日子相差
一天，二月二俗称青龙节、春耕节、农事
节、春龙节等，但没有流传下来。但人
们知道“二月二”是“日食饼者谓之龙麟

饼，食面者谓之龙须面”，而且有“煎元
旦祭余饼，熏床炕，谓之熏虫儿，谓引
龙，虫不出也”和剃头理发及“闺中停止
针线，恐伤龙目”等习俗，与中和节有所
不同。

春天是万象更新的日子，明清时代
春天降临时还有花朝节，是纪念百花
生日而设。花朝节具体哪天说法不
一，《北京岁时纪胜》称：“十二日，传为
花王诞日，曰花朝，幽人韵士赋诗唱
和。”而清代《大兴县志》和《宛平县志》
则以农历二月十五日为花朝节，这天

“小青缀树，花信始传”，而且“早年妇
女多于日剪彩为花，插于各树，并挂金
铃彩旗”。花朝节寄托着人们对春天
的向往，对百花盛开的日子期盼，应该
是个富有诗情画意的民间节日。以前
丰 台 区 的 花 农 在 这 一 天 要 祭 祀“ 花
神”，大办庙会，花神庙就在黄土岗（今
称花乡）。

天贶节天贶节··天庆节天庆节

当夏天来到之后，值得一提的是天
贶节，即农历的六月初六。天贶节是由
天庆节演变而来，虽不是什么大节日，但
内容十分丰富。天贶节是古代的“动物
节”、“清洁日”，也有女儿节之称。古代
这一天，有女儿回娘家、读书人晒书、寺
庙晒经等习俗。

明清时代的北京对天贶节是很重视
的。《野获编》有记载，称农历六月初六

“内府皇史宬晒暴列圣实录、列圣御制文
集诸大函”，“至于时俗，妇女多于此日沐
发，谓沐之则不腻不垢”，而且还有“京师
象只，皆用其日洗于郭外水滨，一年惟此
一度”。

清代的一些史籍对“六月六”的记述
更多些，其中对洗象、晒书、晾经、夏日什
刹海游玩等均有详细的记述。洗象还留
下不少诗文，正如《藤阴杂记》所云：“洗
象诗，名家集中，歌行词赋，无美不备”。
六月六洗象之俗从明代至清末连续不
断，只是民国之后不再有象房、象奴，此
习俗方断。

在老北京，市民看到大象到宣武门
护城河洗浴时，就知道夏天到了。除洗
象外，“每岁六月六日，中贵人用仪仗鼓
吹导引，洗马于德胜桥之湖上”，当然洗
的是宫中御马。在清代，还有六月初六
后“骆驼暑月出口牧养，以避炎暑，秋凉
如归”的习俗。

古代妇女出阁后，回娘家省亲的机
会不多，但“六月六”可以携子带女回娘
家，这一天有女儿节之称。而且有“吃过
水面，嚼银苗菜，即藕之新嫩秧也”的饮
食习俗。民间节日往往与生活环境和民
俗活动有关，当人们的生活环境改了，有
些节日就会淡出，人们将其遗忘是很正
常的，天贶节即是如此。

中元节中元节··下元节下元节

我国的民俗节日中有上元节、中元
节、下元节。上元节大家都知道，就是
元宵节，史籍中称“上元张灯，诸书皆
以为沿汉祀太乙，自昏至明，今其遗
事”。人们年年都过元宵节，但很少人
知道这一天在历史上是纪念太一神的
节日。

知道中元节、下元节的人也在变
少。中元节是农历七月十五，在古代是
祭祖的日子。《道家大辞典》中有“道家以
七月十五为中元节”记载，祭祀的是“地
官”，而佛教则将这一天定为盂兰盆会的
日子。下元节是农历十月十五，也是道
家的节日，祭祀“水官”，后来演变成祭祀

“炉神”等工匠的祖师节了。

中元节时往往要“放河灯”，“燕市七
月十五日夜，儿童争持长柄荷叶，燃灯其
中，绕街而走，青光荧荧，若磷火燃”。童
谣中有“荷叶灯，荷叶灯，今日点了明日
扔”之说，中元节的荷灯大多为荷叶所
制，荷灯乃河灯，点不了多长时间。此时

“放河灯”，是“时俗多以是日祀其先也”，
不完全是娱乐。

农历十月十五是下元节，京城有些
寺院“夜悬天灯”，诵经百日；道家则是

“水官”的生日，只是“持斋诵经”。在清
代，十月十五下元节时在安定门仰山洼
要阅兵，“八旗合操，演九进十连环，前锋
护军统领马交冲马；已成俗例”。农历十
月份，京城已经变冷，阅兵时已是“大寒
之岁，兵丁有冻毙者，故非豪侠少年不能
往观也”。

上元节、中元节、下元节发生在农历
的正月、七月、十月的十五日，有共同的
规律。大多数人当成民俗节日，并有了
元宵赏灯、放荷花灯和吃元宵的习俗，使
宗教节日也民俗化，让人们乐意接受，并
不断推陈出新，更符合当代人的生活，并
一代代传沿至今。

民俗节日不等于节气，节气是农耕
文明产物，节日则是人文祭祀的遗存。
但有些节气也是节日，如清明节，与七月
十五、十月十五被列为“三冥节”，都与祭
祀有关，人们将清明与寒食、祭祖并列其
中，并有踏青、游乐、放风筝、荡秋千等内
容，成了重要节日。

农历三月三是上巳节，不少人记得
蟠桃宫庙会，吃天坛龙须菜和新鲜的黄
花鱼，以及是“京师三月开沟，行者甚苦”
的日子。还有人想起王羲之与友人在这
天“曲水流觞”的故事。

诸如寒衣节、乞巧节等不再有人提
起，但节日的一些活动仍存在。有些
节日赋予了新名称，如重阳节成了敬
老节。

节日可以从侧面了解历史，了解古
人的生活习俗，其发展历程清晰地勾勒
出一幅幅生动的风貌图景。这些消失的
节日，如同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珍珠，每
一颗都折射着中华文明的璀璨光芒。它
们是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更是民族精
神的生动写照。当我们在清明踏青、重
阳登高时，不应忘记那些消逝的节日曾
给予我们的文化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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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民俗节日

《乾隆皇帝洗象图》轴（清）丁观鹏绘

《桃花》（清）马元驭绘

1212世纪世纪，，土耳其土耳其发明家制作出发明家制作出
多款多款““服务服务型机器人型机器人””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AI）的飞速发
展，机器人逐渐走进日常生活，为我们带来
便利与新奇体验。很多人都认为，机器人完
全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但其历史竟可追溯到
近千年前。

早在12世纪，土耳其发明家伊斯梅尔·
贾扎里就发明出了“服务型机器人”。贾扎
里最著名的发明之一是他的水上机器人乐
队，整个装置可以漂浮在水上，为贵族聚会
活动助兴。乐队由4名“乐手”组成，包括一
名竖琴“演奏者”、一名笛子“演奏者”以及两
名“鼓手”。每个机器人“乐手”的动作都被
精心设计，相互配合默契。这些机器人通过
一套复杂的机械系统动作，流水驱动一系列
齿轮转动，进而控制机器人“乐手”的手臂、
手指等部位动作……这个设计精致的机械
乐团当时经常在贵族酒会上演出，为客人们
带来视听盛宴。

贾扎里还发明出了能斟酒的机器人侍
女。机器人侍女“站”在一个小隔间内，隔间
上面是储酒的容器，机器启动后，酒液从上
面缓缓滴下，7分钟就能将侍女手中的酒壶
灌满。酒满后机器自动停止，然后隔间的门
就打开了，侍女“走”出来为宾客斟酒。贾扎
里还曾制作出为洗手池自动倒水的“侍女”
机器人，以及可以在卫生间内给人递送毛
巾、梳子等物品的机器人……

贾扎里这些发明的灵感并非突然在他
的脑海中出现，而是都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
基础。在贾扎里出生前的数百年，当地君主
就建立了一处名为“智慧之家”的图书馆。
这里也是一处世界学术中心，汇集了来自中
国、印度以及古希腊的众多书籍，内容涉及
天文学、数学、医学、哲学等领域，吸引诸多
学者前来对书籍进行翻译研究。

贾扎里堪称这些学者中的集大成者，他
当了多年的宫廷总工程师，其间爱好学习和
发明的他设计了许多精巧的机械装置，并完
成了一部名为《巧妙机械装置知识之书》的
著作。书中记载了他设计的包括机器人、精
巧时钟和密码锁在内的50种机械装置，为后
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知识财富，也为后来的
人类自动化技术发展埋下伏笔。

在贾扎里的发明之后，世界各地也陆续
出现了自己的“服务型机器人”。在15世纪
后期，达·芬奇曾设计出一个复杂的“骑士”
机器人。18 世纪 30 年代，法国发明家沃康
松制作出了一个真人大小的“长笛演奏家”，
机器人的外形用木头、皮革和纸板装饰而
成，内部则是一系列复杂的机械，通过驱动
机械，“长笛演奏家”的嘴巴、舌头和手指都
能灵巧移动，并按照预设程序演奏 12 首曲
子。

18世纪晚期，瑞士制表师雅克·德罗制
作出多个令人惊叹的机器人。名为“作家”
的机器人“男孩”能够拿起羽毛笔，在纸上书
写出优美的文字。它内部的机械装置复杂，
通过齿轮等控制“男孩”动作，使其生动模拟
人手的书写动作，包括握笔、移动手臂、控制
笔画粗细等细节。名为“画家”的机器人则
可以用画笔绘出国王路易十五的肖像。雅
克·德罗还发明出一个“音乐家”机械人偶，
能够演奏管风琴，其头、眼还会随着手指演
奏而移动。

本报综合消息

《《巧妙机械装置知识之书巧妙机械装置知识之书》》上面的配图上面的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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