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鹿茸性温而不燥，具有生
精补髓、养血益阳、强筋健骨之
功。下面介绍 8个鹿茸泡酒配
方，供读者参考。

原味鹿茸酒：鹿茸片30克，
白酒 500毫升。鹿茸片加入高
度白酒，密封浸泡 2周，每日振
摇 1次即成，每日饮服 10~25毫
升。功能补肾精、生气血、强筋
骨。治疗失眠多梦、阳痿、性欲
低下。

参茸补酒：人参 30克，鹿茸
10克，冰糖 50克，白酒 1500毫
升。前 3味加入白酒，密封浸泡
60天后服用，每日饮服 10~25
毫 升 。 功 能 滋 肾 助 阳 、补 益
气血。

枸杞鹿茸酒：枸杞子 100
克，鹿茸片 40克，白酒 1000毫
升。将枸杞子、鹿茸置白酒中
密封浸泡2周即成，每次饮服25
毫升，每日 2次。功能补肾精、
生气血、滋肝明目。

鹿茸五味子酒：鹿 茸 10
克，枸杞子 15克，山药 20克，五
味子 10克，白酒 1000毫升。前
4味加入白酒，密封浸泡 2~4周
后即可饮用，每日饮服 10~25毫
升。功能补益肾精、滋肝明目、
健脾生津。

鹿龄集酒：肉苁蓉 40克，人
参、熟地各 30克，海马、鹿茸各
20克，白酒2000毫升。将人参、
鹿茸研为粗末，与其他药物一
起加入白酒，密封浸泡 1个月即
可饮用，每次空腹温饮 10毫升，
早、晚各 1次。功能补精髓、壮

肾阳、强筋骨。
鹿茸山药酒:鹿茸 10克，山

药 30克，白酒 1000毫升。前 2
味切片，加白酒密封浸泡 1周。
即可饮用，每日饮服 10~25毫
升。功能健脾补肾、填精髓、强
筋骨。

延寿酒：肉苁蓉、覆盆子、
炒山药、炒芡实、茯神、柏子仁、
沙苑子、山萸肉、麦冬、牛膝各
15克，生地 45克，鹿茸 25克，龙
眼肉、核桃肉各10克，白酒3000
毫升。将上药切成小片，与白
酒共置入容器中，密封后隔水
煮 2小时，然后埋入土中 3日，
退火气后即可服用，每晚睡前
服 15~50毫升，勿令醉。功能补
虚滋肾、养阴生津、提高性能
力。一般服百日后，身体便可
恢复正常。

蛤蚧参茸酒：肉苁蓉、人参
各 30克，鹿茸 6克，蛤蚧 1对，巴
戟天、桑螵蛸各20克，白酒2000
毫升。将鹿茸切成薄片，人参
碎成小段，蛤蚧去头足碎成小
块，其余 3味药均切碎粒，诸药
装入纱布袋扎紧袋口，置小坛
中，加入白酒，加盖密封，置阴
凉处浸泡 2周，经常摇动数下，
每次空腹温饮 10~15毫升，早、
晚各 1次。功能壮阳补气、益精
养血、强筋健骨。用于肾阳虚
弱所致气短、腰膝酸痛、下肢无
力、失眠多梦等症。阴虚火旺
者忌服。

（李德志）

脾气虚弱型 证见咽喉不
适，痰白黏稠，咽燥微痛，口干
不欲饮或喜热饮，咽部堵闷阻
塞感，恶心干呕，疲倦乏力，食
欲不振等。治宜健脾养胃，补
中 益 气 ，润 肺 利 咽 。 常 用 药
茶：

1.炒扁豆 15克，炒山药 12
克，炒薏苡仁 10克。上药加水
适量，水煎取液，药渣可加水
复煎，不拘时量，随意饮用。
亦可将三味捣碎，布包，沸水
反复冲泡至味淡，代茶饮，每
天 1 剂。

2.芡实 15克，莲子 10克，
大枣 3枚。将芡实，莲子捣碎，

与大枣同放保温瓶中，沸水冲
泡代茶饮，不拘时量，频频饮
用，每日 1剂。

心火亢盛型 证见咽干咽
痛，频繁清嗓，喜饮凉水甚或冰
水，口舌糜烂疼痛，心烦意乱，
失眠多梦，神疲倦息，小便灼
热，大便干结等。治宜清热解
毒，生津利咽，养心安神。常用
药茶：

1.麦冬 10克，淡竹叶 6克，
莲子心 3克。上药置保温杯中，

沸水冲泡，加盖焖 5分钟，代茶
饮，可多次续水冲泡，每天 1剂。

2.金莲花 6克，青果 (橄榄 )
2枚。将青果拍裂，与金莲花一
同放入杯中，沸水冲泡 5分钟，
即可随意频饮，可多次冲泡至
味淡，每天 1剂。

阴虚火旺型 证见咽部干燥
严重，频频饮水，喜冷拒温，咽
部灼热刺痛，阵发性作痒，引发
剧烈干咳，无痰或痰少而黏难
以咯出，头晕耳鸣，急躁易怒，

手足心热，大便燥结。治宜养
阴生津，润肺清心，利咽润喉。
常用药茶：

1.石斛 12克，麦冬 9克，绿
茶 3克。前 2味水煮取液，用药
液冲泡绿茶，加盖焖 5分钟，频
频饮用，每日 1剂。药渣可续水
复煎，冲泡至味淡。

2.北沙参 10克，生地 12克，
天冬 9克，绿茶 3克。前 3味水
煎取液，冲泡绿茶，随意饮用，
每日 1剂。

气滞痰凝型 证见咽喉异
物感，梗阻感，咽部不适，胀闷
不舒，空咽时明显，喜频清嗓，
晨起干呕，有分泌物附着痰浊
凝聚咽喉等。治宜行气散结，
化痰降逆。常用药茶：

1.半夏、厚朴各 9克，生姜
12克，苏叶 6克。上药水煎 2
次，合并药液，温热代茶饮，每
天 1剂。

2.绿萼梅花 3克，玫瑰花 6
克，佛手花 5克。上药沸水冲
泡，加盖焖 5分钟，即可随意频
饮，可多次续水冲泡至味淡，每
日 1剂。

（德 志）

1.干银耳、干黑木耳各 10克，冰糖
30克。银耳、木耳泡发 2小时，去杂质
洗净，置炖盅，加冰糖和适量水，上笼
蒸 1小时，可分次或一次食用，每日 1
剂。本方具有滋阴、补肾、润肺作用。
适用于肾阴虚之血管硬化、眼疾出血、
高血压、肺阴虚咳嗽者，常食抗衰老。

2.西洋参、黄精、枸杞子、当归、佛
手、合欢皮各 50克。诸药上笼中蒸约
30分钟，取出待凉，装入罐中，加入高
度白酒适量（酒量没过药面 15~20厘米
为宜），每 3天将瓶子摇几下，浸泡半月
以上即可，每次饮服 10~15毫升，每天
1~2次，连服1个月。本方补益强身，抗
老驻颜，可提高食欲、睡眠。

（李志良）

“老慢支”是中老年人呼吸
系统中的常见病多发病，特别
在冬季与初春季节，容易因上
呼吸道感染而反复发作，使病
情加重。除采用中西药物综合
治疗外，加强自我保健，重视饮
食调理与食疗，对本病的稳定
和恢复均有着积极意义。

1.川贝冰糖柑：广柑 1个
（去皮、核压碎），川贝粉 6克，冰
糖 20克。同放入锅内蒸，待水
开上气后，再蒸 20 分钟，一次
食用。用于慢阻肺的虚症。

2.桑叶杏仁饮：桑叶10克，
杏仁、沙参各6克，浙贝母3克，梨
皮 15克，冰糖 10克。水煎代茶
饮。此方用于慢阻肺患者因感
染急性发作，病后余热未清者。

3.萝卜猪肺汤：萝卜 500
克，杏仁 15克，白果仁 6克，猪
肺 250克。猪肺洗净切块，与余
药一起微火共炖至烂熟，少许
盐调味，分 2次服，隔日 1剂。
用于痰热犯肺、喘咳痰鸣、口苦
咽干、痰稠难出者。

4.百合柚子饮：新鲜柚子
皮 1个，百合 120克，五味子 30
克，川贝母 30克。上药加水煮
2小时，取药液加白糖适量，装
瓶备用，每次服 20~30毫升，每
日3次，1剂可用3天，连服5~10
剂。适用于各型慢阻肺患者。

5.鲤鱼蔻仁汤：鲤鱼 1条
（250克以上），白蔻仁 4克。鱼
去鳞去内脏洗净，将白蔻仁放
鱼腹中，加少量生姜片，盐少许

调味，煮汤分 2次服。此方较适
用于胸腹胀满、浮肿、喘咳痰
多、清稀易出的患者使用。

6.核桃百合粥：核桃仁 20
克，百合 10克，粳米 100克。共
煮粥，早晚分服。适用于脾肾
阳虚、畏寒肢冷、喘咳气短者。
或取核桃仁 20克，人参 6克（党
参 15克），生姜 5片（或加川贝 5
克）。煎取药液 200毫升，加冰
糖适量调味，临睡前温服。此
方对肾不纳气的虚寒性慢阻肺
患者功效尤佳。

7.四仁鸡子粥：白果仁、甜
杏仁各 100克，胡桃仁、花生仁
各 200克。将四仁共捣碎，每次
取 20克，加水 300毫升，煮数沸
打入鸡蛋 1枚，入冰糖适量，顿
服，每日 1次，连服 3个月。适
用于慢支炎合并肺气肿的老年
患者。 （孙清廉）

眩晕是患者头晕眼花，站
立不稳，视周围物体旋转，如
坐舟船的自觉症状，包括内耳
眩晕症、高血压、严重贫血、脑
震荡、神经衰弱、某些药物中
毒 、中 暑 及 晕 动 病 等 部 分 病
症 。 中 医 认 为 ，眩 晕 可 由 风
火、痰湿、气血虚弱、肝肾阴虚
等所致，临证可分型治疗及食
疗调理。

肝火上亢：证 见 眩 晕 ，头
痛，面赤耳鸣，口苦，舌质红，
脉弦。治宜平肝潜阳。方用
自拟潜阳汤：煅龙骨 30克（先
煎），龙胆草 10克，地龙 15克，
灵磁石 30克（先煎），桑叶 10
克，生牡蛎 30克（先煎）。水煎
服，每日 1剂。

食疗方：生牡蛎 30克，珍
珠母 30克，白芍 30克，桑葚 30
克，菊花 10克，地骨皮 20克，
黄芩 12克。水煎取汁，加大米
100克及清水适量煮成稠粥，

分次食用。
痰湿壅盛：证见体胖，脘腹

满闷，动则悸喘且眩晕加重，
舌苔白腻，脉滑。治宜化痰祛
湿，健脾宣肺。方用半夏白术
天麻汤加减：半夏 10克，天麻
12克，陈皮 5克，茯苓 15克，白
术 12克，甘草 5克。水煎服，
每日 1剂。

食疗方：枸杞子 50克，茯
苓 200克，茶叶适量。将枸杞
子与茯苓共研为粗末，每次取
10克，加茶叶适量，沸开水冲
泡代茶饮。

气血虚弱：证见面色苍白，
唇淡，精疲力乏及失眠多梦，
舌 质 淡 ，脉 细 。 治 宜 补 气 生
血。方用当归补血汤：当归 15
克，黄芪 40克。水煎服，每日 1

剂。也可用人参归脾汤：人参
6克（另炖服），白术 10克，黄
芪 10 克 ，当 归 10 克 ，茯 神 10
克 ，酸 枣 仁 10 克 ，龙 眼 肉 15
克 ，远 志 3 克 ，木 香 3 克（后
下），炙甘草 5克，生姜 3克，大
枣 3 枚 。 水 煎 服 ，每 日 1 剂 。
有 益 气 补 血 、健 脾 养 心 之
功效。

食疗方：当归 30克，生姜
15克，羊肉 250克。上药加水
适量炖至羊肉熟烂服用，每日
或隔日 1次。有温中补血之功
效。适用于血虚眩晕、血枯经
闭等症者食用。

也可取枸杞子 20克，红枣
6枚，鸡蛋 2个。加水适量共
煮，蛋熟后去壳再放入原汁中
煮 10分钟，吃蛋喝汤。适用于

气血虚弱之眩晕者服用。
肝肾阴虚：证见头目昏眩，

精神不振，腰膝酸软，遗精耳
鸣 。 治 宜 补 肝 滋 阴 ，平 肝 补
血。方用加味六味地黄汤：熟
地 20克，山茱萸 10克，山药 12
克，丹皮 10克，泽泻 6克，茯苓
15克，五味子 5克，天麻 10克，
钩藤 6克。水煎服，每日 1剂。

食疗方：天麻 10克，猪脑 1
个。猪脑去筋膜洗净，加天麻
与水适量，隔水炖熟服食，每
日或隔日 1次。有祛风、开窍
通血脉、滋养镇静之功效。适
用于肝肾阴虚之眩晕、内耳眩
晕症、脑血管意外后遗症、动
脉 硬 化 及 肝 阴 虚 型 高 血 压
病等。

也可用首乌 15克，当归 12

克，枸杞子 15克，鸡肉 250克。
加水炖至熟烂，油盐调味，吃
肉 饮 汤 。 有 养 血 滋 肝 功 效 。
适用于治疗肝血不足所致的
眩晕。 （容小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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眩 晕 辨 治 与 食 疗

鹿茸泡酒保健方

慢支炎患者的食疗方

慢 性 咽 炎 对 症 饮 药 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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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胡椒

【别名】山蒟。

【来源】为胡椒

科 植 物 华 南 胡 椒

Piper austrosinense

Tseng的全草。

【性味】辛，温。

【功能主治】消

肿，止痛。用于牙

痛，跌打损伤。

【用法用量】内

服煎汤，6~15克；外

用适量，鲜品捣敷

或煎汤洗。

图 说 药 谱 滋补抗衰老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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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年俗中的饮食密码
中国人过春节已有 4000

多年历史，春节凝聚着中华
民 族 的 生 命 追 求 和 情 感 寄
托，传承着中国人的家庭伦
理和社会伦理观念。

传说最早在夏朝就有过
春节的雏形。民间的旧历年
(春 节 )是 从 吃 腊 八 粥 开 始 ，
直到转年正月十五闹元宵，
在热闹的花灯和烟火中才画
上句号。可以说，一碗腊八
粥 便 是 中 国 农 历 新 年 的 序
曲。之后，送灶神、备办年节
食物、年夜饭、压岁钱、守岁
……汤圆是元宵节必不可少
的，天上明月，碗里汤圆，象
征着团圆吉利，又有了周而
复始的寓意。

在 一 系 列 年 节 活 动 中 ,
食物都是最重要的情感寄托
载体。中国南北西东各地的
食物各有不同，极尽丰盛，每
种 食 物 也 有 自 己 的 象 征 意
义。在富含年“味”的食物和
吃 的 仪 式 背 后 ,集 中 体 现 着
浓 浓 的 中 华 民 族 的 生 命 意
味 ：庆 丰 收 、表 感 恩 、寄
希望。

庆丰收
史籍记载，“年”字已知

最早的就是甲骨文，甲骨文
的“年”字像人头顶着一捆谷
物，禾在古代就是各类谷物
的通称。现在已发掘的甲骨
文中的“禾”字，几乎都是看
上去沉甸甸地被压弯了腰，
可见它象征着获得谷物的大
丰收。也就是说，早在夏商
时期人们就已经有了“年”的

意识形态。“年”的本义指谷
物生长周期，上古时期人类
靠农耕和狩猎为生，谷子一
年一熟，岁尾春节一年一次，
庆祝丰收。

丰收的喜悦衍生出一系
列庆祝活动，日益丰富的仪
式，都由食物来体现。例如
为庆祝一年的收获和新一年
的到来，人们酿制美酒，杀猪
宰羊，用新米做饭，捧上两樽
美酒，把羊抬上公堂，高举牛
角杯，久而久之，便成规律与
习俗。《诗·豳风·七月》中记
载 了 西 周 时 期 的“ 年 节 ”活
动 ：“ 八 月 剥 枣 ，十 月 获 稻 ，
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先民
们在新年（十一月初一）到来
之际，拿出用枣和稻酿造的
醪酒，老人喝了会健康长寿。

腊祭和吃腊八粥也蕴含
着 庆 祝 丰 收 的 活 动 。 清 代

《燕京岁时记·腊八粥》中记
载 ：“ 腊 八 粥 者 ,用 黄 米 、白
米 、红 米 、小 米 、菱 角 米 、栗
子、红仁豆、去皮枣泥等，合
水煮熟 ,外用染红桃、瓜子、
花生、榛瓤、松子及白糖、红
糖 、葡 萄 ，以 作 点 染 ”，即 丰
收富裕的寓意。

为 春 节 种 种 节 庆 需 要 ，
民 间 节 前 开 始 忙 于 采 购 年
货 ，举 凡 鸡 鸭 鱼 肉 、茶 酒 油
酱、南北炒货、糖饵果品，都
要采买充足，一派富足喜庆
的气氛。

表感恩
很 大 程 度 上 ，春 节 就 是

一场感恩的仪式，是人们对

有恩惠于己的自然万物和先
祖的一次集中答谢。在沉甸
甸的年里，蕴藏着中国人对
神明、对祖先及万物的感激
之情。

民以食为天。物质匮乏
时代，食物是人们最宝贵的
财产，献食便成为这些仪式
中最高的礼敬。研究文字的
起源发现，表示“祭祀”的字
多与饮食有关。敬献的食物
中，又以肉食为最。古代用
于 祭 祀 的 肉 食 动 物 叫“ 牺
牲”，指马、牛、羊、鸡、犬、豕
等牲畜 ,后世称“六畜”。作
为祭品的食物除“牺牲”外，
还 有 粮 食 五 谷 ，称“ 粢 盛 ”。
鲜嫩的果品蔬菜在民间祭祀
中也是常用的祭品，《诗经》
中屡屡提及；佛教传入中国
后，“斋祭”中果品更丰。另
外，酒也是祭祀神灵的常用
祭品。

熟 食 对 人 类 的 进 化 、社
会的发展起了极大作用，所
以古人对火对灶产生了崇敬
之情。灶王爷是最具烟火气
的神，常驻人家，与百姓朝夕
相处。年节开始时，得先祭
灶，用粘粘的糖瓜、甜住灶王
的嘴，让他只说甜的话，不说
恶的话。这样一来，各方神
明听见好话，就会恩赐好运、
福禄、吉祥。

春节给了我们一个文化
的 时 间 和 空 间 ,让 我 们 从 容
地去团圆，去感恩，去表达。
家人的团聚往往令“一家之
主”在精神上得到安慰与满

足，而年轻一辈也可借机向
父 母 的 养 育 之 恩 表 达 感 激
之情。

寄希望
春 节 又 是 一 个 计 划 、展

望与祝愿的重要时段。在热
闹 的 喜 庆 中 ,人 们 回 顾 过 去
一年的成败得失，筹划新一
年的发展计划，祈望来年万
象更新。

春 节 最 重 要 的 仪 式“ 年
夜 饭 ”就 与 辞 旧 迎 新 有 关 。
相传，“年”是凶恶无比的怪
兽 ，算 准 了“ 年 ”肆 虐 的 日
期，百姓想出了过年关的办
法：预备一桌有鸡鸭鱼肉等
的丰盛菜肴，全家老小围在
一起饮酒用餐，和睦团圆，以
祛除邪祟。大家挤坐在一起
闲聊壮胆，叙旧话新，寄希望
于新的一年，逐渐形成了除
夕熬年守岁的习惯。

在 我 国 各 地 ，除 夕 的 食
俗各不相同，但普遍反映了
人们的诸多美好愿望。年夜
饭，一些地方通常百姓家至
少要 12道菜，其中有四个凉
菜 ，八 个 热 菜 ，俗 称 四 平 八
稳，寓意全家人要平平安安、
稳稳当当地度过这一年；有
的地方要上 10样菜，意即十
全十美；鸡与吉谐音，有鸡大
吉大利，新的一年生活会更
好 ；吃 鱼 象 征 着 吉 庆 有 鱼

（余），连年有余。
每一种食物都代表了不

同 地 区 的 春 节 饮 食 文 化 符
号 。 比 如 北 方 讲 究 大 年 初
一 吃 饺 子 。 春 节 吃 饺 子 的

习俗在明清时已相当盛行，
饺子酷似元宝，一般在年三
十晚上 12点以前包好，半夜
子时吃，这时正是农历正月
初一的伊始，取“更岁交子”
之 意 ，代 表“ 团 圆 福 禄 ”，成
为 春 节 不 可 缺 少 的 节 日 食
品。南方地区，有大年初一
吃 年 糕 的 习 俗 。 年 糕 谐 音

“年高”，意寓人们的工作和
生活一年比一年好，代表着
美 好 的 希 望 。 江 南 人 家 新
年饮食都要取吉利的用语，
新年泡茶敬客，茶盘里或碗
盖 上 放 两 只 橄 榄 ，称 为“ 元
宝茶”。

旧俗春节期间大小店铺
从大年初一起关门，正月初
五 开 市 。 正 月 初 五 为 财 神
日，人们认为选择这一天开
市必将招财进宝。正月初五
零时零分，打开大门和窗户，
燃香放爆竹，点烟花，向财神
表示欢迎。接过财神，大家
还要吃路头酒，往往吃到天
亮，这一天承担了太多人们
的希望与憧憬。

元宵节有吃元宵和观灯
习俗。据说，吃元宵始于春
秋 末 期 ，宋 代 才 称 圆 子 ，取

“团团圆圆”之意。厦门圆仔
将各地风味兼收并蓄，有甜
有咸，有的白心 ,有的包馅，
什 锦 、豆 沙 、枣 泥 、笋 肉 都
有。通过各式各样美食来迎
接新春，表达对新一年的美
好愿望，这不失为一种美味
而独特的方式。

（吕 斌）

最早的春节：最 早 在 夏 朝 ，
《腊祭》中记述：“传说在腊月里，
人们杀猪祭祀上天，祈求来年风
调 雨 顺 ，还 用 朱 砂 涂 脸 ，鸟 翼 装
饰，又唱又跳。”这便是春节的雏
形。又据《尔雅》中云：“夏日岁，
商日祀，周日年，又冬无宿雪，春
节未雨，百僚焦心。”亦是关于春
节的记述。

最早的年画：周代已有之，据
《周 礼·丧 大》载 ：“ 君 释 菜 ，礼 门
神。”另据东汉蔡邕《独断》载，汉
代 民 间 把 两 块 刻 有“ 神 茶 ”“ 郁
垒”二神的桃木板分贴于大门两
侧 ，传 说 这 二 神 统 管 天 下 众 鬼 ，
可避鬼驱邪。至宋代，演变而成
为木版年画，沿袭至今。

最早的压岁钱：唐 代《开 元
天 宝 遗 事》载 ，每 逢 春 日 ，嫔 妃
们 常 三 五 结 伴 做 掷 钱 游 戏 ，唐
玄 宗 李 隆 基 为 了 让 嫔 妃 们 玩 得
痛 快 ，就 命 掌 管 宫 迁 钱 库 的 朝
臣 在 除 夕 发 一 些 钱 给 她 们 ，后
来 此 俗 传 到 民 间 ，便 演 绎 成 现

今的压岁钱。
最早的贴“福”字：周 朝 初 ，

据说姜子牙将妻封为“穷神”，并
嘱“ 除 有 福 之 处 均 可 去 。”从 此 ，
人 们 就 贴“ 福 ”以 驱“ 穷 神 ”。 后
因 一 些 地 方 传 说“ 穷 神 ”看 东 西
是倒看，人们就把“福”字倒贴。

最早的贺年片：贺 年 片 是 由
汉代木制“名刺”(即名片 )演变而
来。到了宋代，有人把贺年辞写
在纸制的“名刺”上赠送亲友，从
而演变成现今印制精美，形形色
色的贺年卡。

（曹祈东）

趣谈古代“春运”
春 运 始 于 周 朝 。 与 如 今 多 是 外

来 务 工 人 员 的 返 乡 潮 不 同 ，古 代 春
运 的 主 力 军 则 是 在 异 地 为 官 的 官
员 ，他 们 每 逢 年 关 便 会 携 妻 儿 回 乡
祭 祀 先 祖 。 此 外 ，还 有 商 人 和 手 工
业 者 ，以 及 一 些 在 外 游 学 的 读
书 人 。

不过，古人春运回家可要舟车劳
顿 一 番 。 如 今 数 个 小 时 可 抵 的 车
程 ，在古代则要往往走上数天，甚至
一 个 月 。 而 且 古 人 春 运 回 家 的 方 式
也颇为有限 ，囊中羞涩者多是徒步，
这 种 方 法 虽 省 钱 但 颇 为 辛 苦 ；权 贵
们 若 距 离 较 近 会 选 择 坐 人 力 车 ，如
中 国 最 早 的 人 力 车 —— 辇 。 而 长 途
春 运 则 主 要 靠 畜 力 车 ，如 马 车 、驴
车 、骡 车 、牛 车 等 ，其 中 又 以 马 车 为
最 主 要 的 春 运 工 具 。 乘 车 虽 省 力 ，
但 古 代 多 是 泥 路 ，所 以 也 少 不 了 一
番 颠 簸 。 最 后 一 种 是 坐 船 ，性 价 比
最 高 ，却 时 常 会 受 到 气 候 的 制 约 。
比 方 在 冬 日 若 遇 上 河 流 封 冻 ，船 便
无法行驶了。

春运回家买票必不可少，如今甚

至 还 要 提 前 数 天 抢 购 。 古 时 的 春 运
虽不要抢票 ，但同样也要买票，唐朝
春 运 时 不 仅 有 全 国 统 一 价 ，还 设 有
最 高 和 最 低 限 价 ，价 格 要 比 平 日 贵
上 些 许 。 唐 朝 开 元 十 八 年 ，李 白 在
长 安 宦 游 一 年 后 准 备 赶 回 家 过 年 ，
一 路 不 仅 波 折 ，而 且 车 费 的 花 销 也
足 以 让 人 瞠 目 结 舌 。 他 先 乘 车 往 西
走到了大散关 ，再走陈仓道 ，翻越秦
岭 和 大 巴 山 后 再 沿 着 金 牛 道 最 后 才
回 到 了 四 川 江 ，全 程 足 足 走 了 1800
里 ，约 1 个月有余 ，花了他 12 贯钱车
费，相当于如今人民币 3万元。

不仅路途遥远和不便，古人春节
回 家 路 上 甚 至 还 可 能 会 有 生 命 之
危 。《徐 霞 客 游 记》中 就 记 载 了 徐 霞
客 在 归 途 中 ，三 次 遇 到 了 强 盗 。 其
中 在 湘 江 上 的 一 次 最 为 惊 险 ，最 后
跳 江 才 得 以 保 全 性 命 。 此 外 ，还 有
老 虎 等 猛 兽 ，同 样 也 是 威 胁 人 们 平
安回家的隐患。

尽管回家的路困难重重，但是也
挡不住古人春节回乡团圆的心。

（周一海）

春节习俗之最

中国年“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