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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中多饮宴，五十
六回篇章，谈肉食酒茶有三十六
回之多。

饮宴中的菜肴，系吴敬梓故乡
全椒地方风味，用今天话说，皆为
土菜，品类丰盛，品位杂陈。首先
是肉，吴敬梓所描绘的香肠、咸鸡、
板鸭、咸鹅、腊猪头、火腿等冬季腌
渍咸货，今天依然常见。牛羊肉及
甲鱼、螃蟹和樱、笋、莲米、芦蒿倒
也寻常；海参、海蜇、鱿鱼等海货，
因物流便捷，当年难比今朝。至于
鲥鱼这样的鲜物，现在即使在长江
中亦很难见到了。

佐酒的不仅是菜肴，还有各色
各样的茶食点心。糕有云片糕、茯
苓糕、蜜橙糕、软香糕；饼有烧饼、
蓑衣饼、橘饼、月饼；芝麻糖、核桃
酥、蜜饯系甜食；而笋干、黑枣、红
枣、栗子、瓜子等干果亦杂然其间；
豆腐干、烧卖（有猪肉的和鸭肉的
之分）、馒头、火烧、鹅油白糖的蒸
饺儿、炒米、馄饨、盐蛋、腐皮、粽子
等琳琅满目，比起当今，似乎还要
丰富许多。遥想当年儒林中人，月
白风清之夜，细雨梦回之晨，无酒
也应是微醺的。

无酒自然是不行的，不成席，何以谈宴？吴敬梓出身
富贵，家中曾广有田产，然落拓不羁，诗酒娱情自不可
少。《儒林外史》中写酒，印象深刻的是第三十三回杜少卿
初到南京，与娘子挑了酒席上清凉山，将肴馔摆在亭子
上，拿出赤金杯子，趁着春光融融，和气习习，凭在栏杆
上，留连痛饮。少卿大醉之后，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
门，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惹得看客目眩神迷，
不敢仰视。杜少卿形象有吴敬梓的影子，此间也可看出
吴敬梓的性情。

杜少卿出自天长杜家的第七房，是“一门三鼎甲，四
代六尚书”的书香官宦之家，父亲做过赣州知府。到了杜
少卿当家，他对金钱毫无概念，毫不在意，一如吴敬梓自
己。他为人洒脱善良，遇到有人向他诉苦，求他帮忙，洒
脱善良的他，从不会犹豫，总是欣然出手。

这一日，父亲的故交韦四太爷和鲍廷玺先后来拜。
杜少卿听说鲍廷玺曾经为父亲演过戏，得到过父亲的夸
奖，对他十分客气。杜少卿留他们在家吃饭，还请来为老
管家看病的张俊民。“肴馔都是自己家里整治的，极其精
洁。内中有陈过三年的火腿，半斤一个的竹蟹，都剥出来
脍了蟹羮。”韦四太爷为人豪爽，他一边吃菜喝酒，一边对
杜少卿感慨道：你这肴馔是十分精致的了，但你这酒呢，
实在是一般啊！肯定从集市上买来的，酿制时间不长，味
道淡薄。其实你们府上原本有一坛陈酒，应该有八九年
了，不知道还在不在？

杜少卿很惊诧！当即问遍家中的仆妇。最后，有一
位老仆人想了起来：“是有的，是老爷上任那年做了一坛
酒，埋在那边第七进房子后一间小屋里，说是留着韦四太
爷同吃的。这酒是二斗糯米做出来的，二十斤酿；又对了
二十斤烧酒，一点水也不搀。而今埋在地下足足有九年
零七月了。这酒醉得死人的，弄出来，爷不要吃。”

家中竟然还藏有这么有历史、有故事的陈酿，杜少卿当
即兴奋。立命小厮从地下取出酒来，“打开坛头，舀出一杯
来，那酒和曲翎一般，堆在杯子里，闻着喷鼻香。”见多识广
的韦四太爷忙说，这酒不能这么吃，你要再买十斤新酒掺在
一起，才能吃。今天吃不成了，明天再好好大醉一场吧。

第二天，又有杜少卿的一位朋友臧蓼斋来访，于是五
人一起来到杜家花园，在荷花池边，桂花树下，把那坛陈
酿拿出来，兑上十斤新酒，烧许多红炭，堆在桂花树边，炖
过一顿饭时，酒热了，一只七斤重的老鸭也煨好了。众人
推杯换盏，在桂花的芬芳中，从中午吃到月上东山。碧荷
丹桂，秋高气爽，就这情境，何能不醉？一窗明月，万籁虫
啾，物我皆忘，又何能醉？只是这陈年老酒到底是一种什
么酿法，全椒现在还有没有呢？

至于饮茶，《儒林外史》中通常称作“吃茶”或“啜
茶”。古人无法将开水保温，日常客来，只能现“烧茶”，或

“煨茶”“烹茶”，所以吴敬梓基本上不说“泡茶”。书中第
二十四回说到当时南京就有茶社千余处，有一条街单单
卖茶为业的就有30多处。不论走到哪一条街巷，总有悬
着灯笼卖茶的，这些饮茶场所常常是座无虚席，可见茶道
之盛。烹茶一次的叫做“一道茶”或“一开茶”。烹三次的
谓之“换了三道茶”。书中描写的茶具有茶壶、茶碗、茶
匙，使用的高级茶具有“成窑、宣窑的杯子”“宜兴砂壶”。

“茶室”“茶社”“茶馆”“茶亭”“茶铺子”“茶棚子”等南京、
天长均有，似乎没写到全椒。

“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饮茶自古是讲究水的。
《儒林外史》中煨六安毛尖是用雨水的。当然，其讲究程
度，是赶不上《红楼梦》的。吴敬梓写茶，多次说到“毛
尖”，那个时代，毛尖应是茶中精品。他还写到苦丁茶，这
种茶今天依旧。书中的“干烘茶”是一种粗茶，应类似于
今天的烘青。而梅片茶、天都茶、银针茶都有些品位的，
分别产于何地，与今天的那些名茶有何样渊源，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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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椒“走太平”的前世今生
○骆跃泉/文 王 斌/图

今夕是何夕,太平千古祈。“正月十六走太平”
是滁州市全椒县的独特民俗，是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中华民族民俗的活化石。每年正月十六，周边省份
及海外游客纷至沓来，络绎不绝，大家相聚于此，共祈健康
平安。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今年继续取消“正月十六走太
平”系列活动，采取云上“走太平”的形式，将沿袭千年的民
俗从线下搬到“云端”。

千年风俗，千年历史。本版兹以骆跃泉先生《全椒
“走太平”的前世今生》一文，在“纸端”，溯“太平”之

源，话“太平”之业，发“太平”之愿，恭祝各位虎
年大吉、太平安康。

《吕氏春秋·仲夏纪·大乐》曰：“天下太平，万物安宁。”
中国人历来向往天下太平，期待大治之世，社会祥和安宁，
百姓平安无事。肇始于中华民族传统的祈福文化、以“走太
平，保平安”为主题的全椒太平文化便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走太平”的历史源流

中国古代自然科学落后，“怪力乱神”之说流行，产生了
耗磨日的习俗。所谓耗磨日又称“耗日”。传说这一天鬼怪
善盗，打开仓库容易出现财物损耗，所以这一天约定俗成，
官私不开仓库，百姓不事劳作。最初皆停业饮酒以减少损
耗，后来因为耗磨日有一天时间不用劳作，民众开始利用这
一天进行自由自在的集会活动。耗磨日起源时间大约在南
北朝，分布地域则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

随着时间推移，大约到了唐代，“耗磨日”活动与驱鬼逐
疫、元宵节俗、少数民族放偷习俗、偷瓜祈子等相混合，涵容
了度厄、逐疫、求子等多种内涵，形成了兼容并蓄、形式多样
的民间文化传统，时间固定在每年农历的正月十六，逐渐演
变成中华民族的一项古老而又分布极为广泛的传统习俗
——走百病。

明代沈榜在《宛署杂记·民风》中描绘道：“正月十六夜，
妇女群游，祈免灾咎。前令人持一香辟人，名曰‘走百病’。
凡有桥之所，三五相率一过，取度厄之意。”选择结伴而行，
或走墙边、或过桥、或走郊外，目的是驱病除灾。走百病以
日夜接续、城乡交通、男女杂处、官民同乐，以及雅俗并陈的
方式，从短暂的突破日夜之差、城乡之隔、贵贱之别到男女
之防，暂时性颠覆“礼典”与“法度”所调控定位的等级森严
的纲常礼节，可以功能性地视为岁时生活的调节，展现了盛
世太平中的民间活力。

走百病时,凡是有桥的地方则需要过桥，但过桥并没有
成为“走百病”的必要仪式。后来因为南方多桥，走桥开始
成为南方地区走百病的必要内容。走百病与“走桥”习俗的
融合，与桥的象征性有关。桥梁以各种姿态架设于河流、沟
壑、峡谷之上，它使两岸得以沟通，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司空
见惯又不可或缺的事物。桥可以说是通往某地的必经之
路，起到联系沟通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通往某
地的关卡。以此种实际功能为依据，人们便对桥赋予了许
多重要的象征意义。桥在佛教中有“渡化”的意思，所以过
桥也就意味着度厄。特定条件下的“过桥”成了人们用来消
灾祈泰的一种活动。

【民国】《全椒县志》记载:“正月十六日，倾城士女出游
于东门太平桥，取袚除不祥之意，不知何昉。谚谓之‘走太
平’，是日谓之‘太平日’。游人不远数十里而至者，爆竹及
鼓吹声至夜分不绝。”由此可知，全椒正月十六“走太平”，正
是滥觞于我国古代“走百病”的习俗。

全椒“走太平”的文化建构

全椒太平文化的价值体系存在着两条传承脉络，一条
是以普通百姓生活为载体，每年正月十六这一天，万人空
巷、扶老携幼“走太平，保平安”，依靠社会习俗力量进行传
承。另一条就是以文化典籍作为载体，以纪念造福全椒的
三个历史人物为端口，由一代代的士绅阶层进行传承。

全椒走太平传承之始，融入了具有传奇色彩的民间传
说，加入了纪念清官刘平的内容。据南朝宋范晔《后汉书·
刘平传》所载，刘平乃东汉时楚郡彭城人，政绩显著，素有孝

行义举，曾经被举荐为孝廉。出任全椒长时，实施仁政，宽
征薄赋，泽被民间，百姓对他心怀感激。在全椒一直流传这
样一个故事：某年大荒，刘平将朝廷拨付可修三十里城池的
款项用于赈灾，余钱仅修了三里的小城。刘平因此罢官获
罪，百姓得知消息后，上万言书为刘平喊冤。刘平被押解离
开之日恰为正月十六，老百姓倾城相送至城东小桥，且焚香
燃竹，祈愿刘平能平安躲过一劫。后来朝廷派人下来巡查，
发现全椒狱无囚犯，百姓安居乐业，朝廷遂免治其罪。消息
传来，全椒百姓认为送刘平过桥时的祈愿应验了，此后年年
此日，百姓都要到桥上走一走，以示怀念。加入纪念刘平仁
政爱民、民为邦本的意蕴，使得全椒“走太平”的民俗比其他
地区更显厚重。

走太平传承到隋唐，全椒又因纪念隋朝开国大将军贺
若弼而得以传扬。贺若弼伐陈时，驻扎全椒，造橹于此。贺
将军见全椒民风纯朴，遂派人帮助训练民团，以提高护国安
邦的能力。贺将军见位于县城东侧襄河支流上的太平桥年
久失修，无法抵御春夏洪水，为造富于民，又亲自率人在原
桥处建造一座较大的新桥。全椒百姓为纪念这位恩人，将
新桥取名“贺橹桥”。从那以后，人们在追忆清官的内涵中，
又增加了护国安邦、造福于民的成分。

走太平传承到明代，又加入了新的地方元素。[康熙]
《全椒县志》记载：明永乐初年，一术士提出，如果把位于全
椒城东南侧的笔峰山加高，可多出举子。教谕吴颖便率一
帮秀才前往彼处培土加极。恰巧一总旗官过此，与秀才发
生口角受辱，因总旗是湖南人，“举”“主”读音不分，到南京
诬告全椒人欲培土出“主(举)子”，属谋反之举。永乐帝欲
血洗全椒，都御史陈瑛是滁州乡亲，闻之乃禀：椒人淳良，断
不能造反，愿以自家性命担保。朝廷派人调查真相后，全椒
得以冤白。陈瑛死后，椒人将其衣冠葬于太平桥高垅上。
走太平又增加了扶危济难、福佑乡亲的乡谊成份。

至此，全椒“走太平”在传统“走百病”、祈求免除自然灾
害的基础上，增加了渴望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追求安
康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从主题上实现了传统民俗地域化
的变异和升华。

全椒“走太平”在形式上因地制宜，有其自身特点：“走
太平”有一条传统的行走线路，即走三桥过两街。三桥为积
玉桥、红栏桥、太平桥，两街为袁家湾老街和太平老街。这
条线路民俗意义深刻，取积玉桥之“玉”、红栏桥之“栏”、太
平桥之“平”、太平老街之“平”、袁家湾之“袁”，透过每个字
的谐音，寓意人生虽然难免遇到困难，但走过太平桥以后就
可以逢凶化吉，最终“平平安安”“圆圆满满”。

追溯全椒太平文化，其精神内涵如下：仁政爱民、民为
邦本的价值认同；护国安邦、造富于民的儒家情怀；扶危济
难、福佑乡亲的乡谊成份；太平盛世、安居乐业的民族心理。

约定俗成的价值默契、内容和形式上的突破创新，使得
一个曾经广泛存在、但后来在大部分地区逐渐消失的民俗
活动，独在全椒演变为具有本土特色的地方性民间文化活
动，历经千年延续而不绝。

全椒走太平文化活动，通过祈愿太平盛世而弥漫欢乐
的现场情景，凝结了普天同庆的地域文化情感，在维系社会
关系，协调社会利益和调整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
要的作用，同时具有教化民族传统、增强群体凝聚力、弘扬
地域文化的功能。除此之外，全椒走太平文化活动还是纾
解乡愁的载体。现代生活带来的变动不居，是乡愁醇化的
催化剂。千年成俗的“走太平”，沉淀着全椒的千年历史，布
局着游子的精神原乡。从许海峰、方芳、奚秀兰、王璐瑶等
人的“椒子”回乡，让我们看到了家园之思的力量，太平文化
正是让想回家的游子不受鸿沟难跨、思乡难归之苦的有效

载体，也是凝聚八方合力，催生地域发展的助力器。

全椒太平文化的传承发展

传承太平文化要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将其中的优良
基因连绵不断地传承下去，并在传承的过程中加以发展和
创新，进行活态保护和活态繁衍，在繁衍中得到发展壮大，
为全椒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确立品牌意识，让太平文化获得新生。一是建立完善
的“太平文化”保护体系。围绕打响“太平文化”品牌，加强
对全椒太平文化遗存的总体规划，加大非物质文化的遗产
保护、发掘；加强历史研究，彰显全椒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
在做好文化传承的基础上，充分串联、整合各类太平文化资
源，通过市场化、专业化运作提升景点文化内涵、丰富文化
创意，让宝贵的历史文化“活”起来、“火”起来，推动太平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二是实现“太平文化”的活态传承。编导“走太平”情景
剧，借助现代科技的灯光艺术，在太平古城演绎全椒千年故
事，弘扬全椒优秀传统文化；设立“太平书院”，聘请民俗专
家介绍全椒各类非遗项目，举办农耕文化、茶文化、汉服文
化、射艺文化、民乐戏曲文化等特色研学旅游活动。

三是打造传承平台。整合已经完成初步建设的太平古
城、太平文化街区，重新规划调整功能布局，设立全椒博物
馆、名人馆（憨山纪念馆、薛时雨纪念馆等）、文化典籍馆、根
雕馆等，会同吴敬梓纪念馆和故居等，提供承载全椒文化的
精神高地；创立“天上人间”博物馆，联袂考虑神山、龙山、太
平桥的祈福文化，通过雕塑的形式，供奉汉文化传说中各路
神仙、百家姓氏各位始祖，让所有来全椒的客人思有所归、
情有所寄、祭有所托。

四是提升公共景观价值。结合全椒城市总体规划的布
局，统一规划，分期实施，以公共景观雕塑的方式集中展示
太平文化，实现观赏性与参与体验性相结合、通俗性与高雅
性相结合，逐渐形成“文化园区”“文化之城”“文化长廊”的
形态格局。

开发旅游产品，拓展太平文化的发展空间。一是每年
定期举办“太平文化节”旅游周活动。旅游周活动主题为

“太平风、儒乡行”，策划开幕式、招商活动、文化活动、旅游
活动、文化科技交流活动等板块，以深入挖掘全椒特色文
化，整合全椒文化旅游资源，打造“儒乡之旅”旅游名片，推
动全椒文化旅游产业转型升级，让文化旅游成为新的经济
增长点。

二是拓展休闲健身的体育价值。以走太平徒步健身为
发轫，打造碧云湖自行车环湖赛、滁河龙舟竞赛等体育赛
事；神山徒步节、龙山帐篷节休闲活动，让潜在的历史资源
转化为现实的运动品牌。

三是加大旅游业开发的力度。遵循打造慢城全椒的发
展思路，发挥山水、人文两大优势，以太平文化、儒林文化为
突破口，依托神山、龙山、银屏山、瓦山、笔峰山，碧云湖、马
厂水库、铜井、襄河、滁河等江淮分水岭景观带的山水资源；
依托禾墅恋、无聊栖地等民宿基地；天造奇石馆、舜耕农业
生态园等展览资源。抓好点、线、面三个突破，扩充旅游空
间，开通一日游、两日游的旅游直通车，设计旅游精品线路
闭环，实现名副其实的“椒陵山水神仙之旅”。

四是衍生一批特色旅游商品。针对“太平文化节”,设
计出带有全椒地域特色的平安符、平安桥、小香囊；制作美
味可口、便于携带的太平果、太平酥、太平饼；以太平桥、襄
河、笔峰山、吴敬梓故居、神山佛珠传说、龙山龙洞等文化遗
产中的历史文化元素，运用现代工艺，设计制作出展现深厚
历史文化的活动纪念品。扩大文化传播的影响力，在传承
民间文化工艺的同时达到旅游创收的目的。

编者按编者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