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代的春节叫元旦，专指正月初
一。春节包括忙年、过年、闹年三个时
段，元宵也是“年”的一部分。

在宋朝，春节放假7天（一般是大
年初一前后各3天），元宵放假7天，加
一块儿接近半个月。宋太祖其父腊月
初七去世，由此形成惯例，前后共放假
3天。宋仁宗其母腊月初十生日，放假
3天。旋即，冬至来临，放假 7天。随
即，天庆节，放假7天。一个多月的春
节长假诞生了。

如果你是地方公务员，还有项特
殊福利，每年腊月二十“封印”，停止公
务，回家过年省亲，与老婆娃儿老爸老
妈联欢，只要在第二年正月二十那天
赶回衙门“开印”办公就行。如果你是
京都高级公务员，初一则不得休假，不
能请假。先守岁，再打个小盹儿，凌晨
就得穿戴整齐，顶风冒雪、披星戴月地
往皇宫赶，开“正旦大朝会”：百官给皇
帝拜年（朝贺），俗谓“排正仗”。朝会
上，常有辽、高丽、西夏、于阗、回纥等
地的外交官前来献礼。会后，皇帝赏
赐每人一朵帽花，插在官帽上，你举办
家宴时得戴着，喝屠苏酒、饮术汤，也
得戴着。

除了陪皇帝开会和耍乐子，还得陪
吃。年前冬至，皇家要设宴。初一办朝
会，要吃正旦宴，规模宏大，允许臣僚带
家属。普通的朝会之后，也安排吃喝，
由皇宫“埋单”，叫“赐食”。赐食又称

“廊餐”或“廊下餐”，宋代廊下餐最出
名。《宋会要》记载，廊下餐宴席安排在
左、右勤政门北的东、西两廊下，文官坐
东廊，武官坐西廊，规矩少不得。

宋 朝
地方公务员腊月二十收工

古代官员过的新年，其实是指农历
年，即正月初一。唐玄宗颁布的红头文
件《假宁令》写道：“元正、冬至，各给假
七日。”“元正”指的就是新年，意思是
说，春节放假7天，冬至放假7天，一年
里有这么两个“黄金周”。

唐朝春节虽然也只放七天假，但是
按“元正前后各三日”放的。也就是说，
以大年初一为中心，初一之前放假三
天，初一之后放假三天，加上初一，刚好
七天假。

但即使这样，某些唐朝官员也不一
定能享受到像样的春节假期，因为唐朝
有两个规矩。第一，大年初一那天文武
百官和高级地方官必须早早地上朝给
皇帝拜年。这个规矩使得京官和高级
地方官不能在初一当天跟家人团聚，而
是要跟皇帝团聚，至少是先跟皇帝团
聚，退了朝之后才能跟家人团聚。

第二个规矩就是，地方行政长官在
春节期间严禁离开衙门回老家。这个
规矩断绝了地方官在老家过年的可能
性，他们要想跟家人团聚的话，地点只
能定在单位。

唐德宗李括写过一首《元日退朝观
军仗归营》，大意是大年初一那天等百
官拜过年，他又阅了兵，一整天没有消
停。唐德宗属于那种勤勉型的皇帝，他
在安史之乱以后登基，接手的是一个烂
摊子，决心削夺拥兵自重的地方节度使
的权力，连连用兵，忙得不可开交。李
括在任的时候，春节期间照样上朝，大
臣叫屈，他说：那按单双号吧，单号上
朝，双号休假。于是唐朝高层就出现了
一个奇特的现象：腊月二十八放年假，
腊月二十九上班，大年三十继续放假，
大年初一接着上班，初二又放假，初三
又上班……

唐 朝
春节期间按单双号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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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公务员春节如何休假？
唐朝要看单双号 明清一休一个月

洗发水、沐浴露、面膜……这些
可都不是现代人的专享。古代的中
国，先人们早已制作出了类似产品，
而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取材天然，
有些成分直接就是中药材。

去屑洗发水，古人用桑白皮

现在市场的洗发水种类繁多，
各种功效被细致划分，去屑、保湿、
修复……古人的洗发水，没有这么
多细致入微的划分，但所用材料却
都是纯天然的，从桑叶水、皂荚到
淘米水。这些洗发水中，最出名的
莫过于桑叶、桑白皮（桑树的干燥
根皮）。《本草纲目》记载：头发不
长，用桑叶、麻叶煮淘米水洗头。
七次后，发即速长。如果遭遇头屑
烦恼，古人会求助于桑白皮。《外台
秘要》记载，单用桑白皮一味外用
洗淋可治疗鬓发堕落、头屑过多、
瘙痒等。

以鸡蛋为原料制作面膜

敷面膜这种美容方法，并不是
现在才有，早在古代的宫廷它就出
现了，只是当时它还不叫面膜。据
悉，当时流传比较有名的一款，叫张
贵妃面膏。相传是南朝陈后主的宠
妃张丽华所用。制法如下：取新鸡
蛋一枚，蛋壳上开一小孔，去黄留
清，装入朱砂细末，之后再以蜡封
孔。封好之后，把这枚鸡蛋跟其他
鸡蛋放在一起，让母鸡孵化。等其
他蛋中的小鸡孵出来之后，这枚鸡
蛋就可以拿出来用了。医书《肘后
方》中记载，说这种面膏可以令面如
白玉，光润照人。不过，因为方子有
朱砂，所以不宜长久使用，以免重金
属超标。

古人用的面膜里还有一款流传
广泛，即天后泽面方。光看名字，
有人就能猜出这是武则天当时所
用的美容方。记载称，要在端午日
采益母草全草，去土晒干，研磨后
过筛，再加入适量的面粉和水调
和。然后捏成鸡蛋大小的丸子晒
干。接着再将这丸子放入特殊的
炉子里炼制。之后取出等其凉透
了，再研磨成粉，多次过筛，越细越
好。最后，再加上一定比例的药
末、滑石粉、胭脂等调匀。

洗脸洗澡用澡豆

现代人洗澡、洗脸，可以选购的
产品有多种。而在古代，澡豆则是
清洁、保养皮肤的利器。澡豆是以
豆粉为主，再加各种药物而制成的
专供洗脸、洗澡时用的一种粉剂，被
认为有光滑润泽肌肤、预防皮肤疾
患的功效。这个领域，最出名的莫
过于唐代永和公主的澡豆方，这个
方子后来被收录在宋代的官修方书
《太平圣惠方》里。取白及、白术、白
茯苓、白附子、鹿角胶各90克，白芷
60 克，桃仁、杏仁各 50 克，沉香 30
克，皂荚5枚。先将淘米水2000毫
升煎沸片刻，投入鹿角胶使其融化，
再入糯米200克煮成粥。等粥变成
半透明固体，将其晒干。然后将诸
药共研为细末，与大豆粉 500 克拌
匀；另用蜂蜜、白酒各60毫升，加热
后拌入药末中，晒干后再加入麝香
1.5克拌匀，密封贮存，等到洗澡、洗
脸时再拿出来用即可。

（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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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清时期，朝廷在逐渐削减甚
至取消“旬休”制后，全年只规定了三个
主要的节庆，即春节、冬至和皇帝诞辰。

政府削减假期的措施遭到了大多数
官员的反对。帝王将相考虑到自己在臣
民面前的声望，也只好接受“民意”，做了
修改。后来在三个假日的基础上增添了
寒假，并将春节和寒假的假期均延长至
一个月。因此，新增的寒假可以看做是
对丧失常规性假日和节庆假日的一个补
偿。

不过到了清朝，公务员的“黄金月”
又回来了。冬至、元旦、元宵三个节假又
以封印休长假的方式贯通，前后也有约
一个月的时间。因此，每至封印之日，官
员们都会邀请同僚欢聚畅饮，“以酬一岁

之劳”。
古代历代王朝只规定了官员的休假

制度，对于其他阶层的群体没有什么规
定。因为在中国古代还不可能出现关于
阳光普照的休假制度，那时乡村中的农
民、街市上的商人等阶层群体只能按照
惯例放假。如街市上的商人一般在纪念
某一行业或职业神祇的特殊假日放假。
这些假日常常会举行盛大而热烈的庆祝
活动。乡村中农民在春季和秋季都会有
一定的假日，还有土地神的节日，就是人
们常说的“社日”也会放假。

不过，他们依然没有固定的休假制
度，因为他们是不属于国家体制之内的
群体，能够自主支配自己的时间。

（桂林）

明 清
一休就是一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