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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学 习 文 化 知 识 的 古
人，则会利用冬闲时间“冬
学”。南宋陆游《秋日郊居》
诗中便提到了这种学习形
式：“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
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
睡，终年不著面看人。”

但冬学与正规的学校教
育不同，它是利用冬闲时间
组织起来的短期学习班，目
的是启蒙教化。在古代，能
进入正规学校读书者少之又
少，冬学解决了古人渴望上
学的受教育问题，“识字班”、

“扫盲班”就属于这一类短期
培训。

元朝设立的“社学”也是
利用冬闲学习。元朝的社学
始 建 于 元 世 祖 至 元 七 年
（1270 年），朝廷设司农司并
颁《农桑之制一十四条》，其
中便包括有关兴办社学的规
定。“社”是元朝的基层组织
单位，每五十家为一社，设社
长一人。据《新元史·食物志
二》，“每社立学校一，择通晓
经书者为学师，农隙使子弟
入学。”社学主要进行一般农
桑知识启蒙教育和道德教化
管理，以提高公民的素质。

古代的冬学并不是随便
学 ，如 元 朝 的 社 学 便 有 要
求。据《续文献通考·职役
考》，有的地方社学，会刻孔
子画像，令学员祀之，并“印
识文簿，畀社长记其善恶，季
月报县，不孝悌，不事生业
者，罚其输作”。从这点上

看，社学将乡民社区管理和
社会教化结合了起来——冬
学成了一种社会管理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教
师资源有限，“村庄各社请教
冬学，多系粗识文字之人，往
往读随身宝衣服杂字之类，
枉误后人。”意思是说，有的
冬学教师连字的读音都拿不
准。《通制条格》记载，元朝廷
就此要求州县学官处（教育
局）对教师进行培训，“将各
经校正点读句读，音义归一，
不致讹舛，如此庶免传习差
误。”

到明朝，经过元末长期
战争，各地社学早已停办。
洪武十六年（1383 年），朱元
璋始命复设社学，但仍有不
少地方的社学未能恢复。据
《宣宗实录》，宣德六年（1431
年），巡按四川监察御史王翱
上疏朝廷称：“四川诸府县社
学久废，民不知教，所以争讼
多而礼让少。”

明英宗时，社学教育被
纳入提学官的管理职责内。
《英宗实录》附《景帝实录》记
载，当时的礼部仪制司郎中
韦纶建议：“乡都社学择良家
子弟训诲之，每四季各赴提
学官处考校，俾进德修业。”

但古人是否选择参加冬
学，也要看自愿，并不强求。
成化元年（1465 年），朝廷曾

“令民间子弟愿入社学者听，
其贫乏不愿者勿强”。

（倪方六）

古人“冬闲”时忙什么
中国古代是传统的农耕社会。入冬以后，农事渐少，古人称这段时间为“冬闲”。冬闲时

古人都会做什么？据《北京晚报》介绍，“冬闲”时，其实古人并不闲着：女性“学做女功”，男性
“习射练武”，上不起正规学校的孩子们则选择“冬学”……

在古代，尚没有工业化的生
产方式，人们的衣着、鞋袜、巾包
什么的，要靠手工缝制，破了也
得手工缝补——这个任务，在男
耕女织型社会分工中，便落到心
灵手巧、吃苦耐劳的女性身上。
因此，“冬闲”正是古代女孩学习
做针线活儿的好机会。针线活
儿又叫“女功”，还有“妇功”、“女
工”、“女事”、“女红”等多种叫
法，皆是指针线、纺织、刺绣、缝
纫等女性做的手工活儿。

“女功”是古代流行的一个
概念。《礼记·郊特牲》中就有这
么一个说法：“黼黻文绣之美，疏
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唐诗人
于鹄《寄卢俨员外秋衣词》中亦
称：“箧中有秋帛，裁作远客衣。
缝制虽女功，尽度手自持。”

一般情况下，古代女孩子到
了 10 岁左右就要开始学习做针
线活了。据《礼记·内则》：“女子
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
枲，治丝茧，织纴、组紃，学女事
以共衣服。”大概意思是说，女孩
子到了 10 岁就不能再外出疯玩
了，得开始培养自己的淑女品德
和性格，习练制作麻绩，养蚕纺
丝，织布制帛，学习女功。

古代女子学做女功有很多
规矩。明秦淮寓客辑《绿窗女
史》一书中收录不少古代“女性
须知”，其中张淑英撰《刺绣图》
一卷专门谈到学做女功的各种
要求，女功集中在“品”、“图”、

“法”、“质”、“器”、“供”、“忌”、
“候”八个字上，每个字代表一种

要求。首先要求女孩有良好的
品行，特别是学做工艺要求高的
刺绣时，“品”为第一要求：“刺绣
须蕙心妙质，静女、文姬及风神
萧远，有林下风气者。”这话说得
很明白：学刺绣的女孩子，须具
有纯美的内心，美好的气质，就
像静女、文姬那样，或者是神韵
潇洒，心态远逸，有林下风气的
人。可见，古人对习女功者的素
质要求是很高的。

西汉女学者班昭在其《女
诫》中曾提出“女有四行”观。所
谓“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
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其中
的“妇功”，即女功，要学会并掌

握做针线活儿的本事，称为“学
作”。唐宋尚宫《女论语·学作
章》亦称：“凡为女子，须学女
工。”

为什么古人强调女性一定
要学会做针线活儿？除了长期
修身养性需要外，也是为将来嫁
人妻、为人母做准备的。女功是
持家过日子所必需的，如果针线
活做不好，将来不只会影响家人
生活质量，还会被邻居看不起，
此即《女论语》中所谓：“针线粗
率，为人所攻。嫁为人妇，耻辱
门风。”所以说，会做针线活儿是
古代女性的一门必备手艺，也是
做女人的基本功，顾名“女功”。

冬闲时女性习女功，那么男
子呢？也不能闲着，要习射练
武。古代凡学生必须掌握六种基
本才能，分别是“礼”、“乐”、“射”、

“御”、“书”、“数”，其中的“射”通
称“射礼”，实际上是一种射箭技
术，包括白矢、参连、剡注、襄尺、
井仪等五种射法。

《礼记·射义》称，“射者，男子
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在
中国古代，“射”是一种男人应掌
握的技能，系一种“武德”。

先秦时期周朝的射礼有“大
射”、“宾射”、“燕射”、“乡射”四
种，乡射是最基层的较射活动，一
般在农事结束以后的乡饮酒礼活
动中举行，输者饮酒。习射相当
于后来的习武健身活动，为了在
较射时比出好成绩，人们都要认
真练习，掌握真正的射箭本领。

古人习射兴致很高，可能与
会得到丰厚的回报有关系。如先
秦时，各诸侯国对民间善射者都
会给予奖励。《墨子·尚贤》即称：

“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
富之，贵之，敬之，誉之。”意思是，
要使国家善于射御之人增多，就
必须让善射的人富裕，使他们显
贵，尊敬他们，赞誉他们。在这种
政策背景下，民间热衷于利用冬
闲时间习射也就很好理解了。

到了西汉，由于“兵农合一”，
朝廷更加鼓励民间冬闲时习射，

“教民以应敌”。此时，除了习射，

习刀练剑之风亦渐兴起，如当时
的名人司马相如便“少时好读书，
学击剑”。

隋唐时实行府兵制，进一步
推动了民间的习射之风。府兵的
兵士是从农民中征点的，白居易
《新丰折臂翁·戒边功也》诗中所
谓“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
一丁”，说的就是此事。唐朝开考

“武举”科，武功好也能中举当官，
更刺激了民间的冬闲“习射热”。
《旧唐书·职官制二》称，“居常则
皆习射。”

两宋时期，民间则出现了“弓
箭社”、“忠义巡社”等结社组织，
其特点是农忙时忙农事，冬闲时
于“庄井附近便处”，“教习武
艺”。明清时兴盛的武术，就是在
宋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例外的是元朝，从元世祖忽
必烈中统四年至元顺帝至正五
年，朝廷禁止民间“习武”，持续多
年的冬闲“习武热”变冷。直到明
初，由于朱元璋十分重视民间武
艺训练，习射练武才在民间重新
兴起。据《明史·食物志一》，朱元
璋在建国之初，“立民兵万户府，
简民间武勇之人，编成队伍，以时
操练，有事用以征战，无事复还为
民。”自明朝起，习武便成为冬闲
一景，还出现了一批指导习武的
专业书籍，如明程宗猷便著有《耕
余剩技》。

需要指出的是，在习射练武
的同时，古人还充分利用冬闲时
间学习木工、瓦工这类生产劳动
技能，民间称为“学艺”，以区别于

“习武”。

冬闲时女性“学做女功”
《女论语》：“针线粗率，为人所攻”

冬闲时男性“习射练武”
《旧唐书》：“居常则皆习射”

闲时孩子上“冬学”
《新元史》：“农隙使子弟入学”

南宋《女孝经图》中女子纺纱、做女功的场景

孔子观乡人射（图源《孔子圣迹图》）

甘肃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古代学堂

汉代画像石中的上课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