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雪凌 0531-85193575 ncdzzxl@163 .com

2013 年 3 月 1 日 星期五

核心提示：“拉郎配”
之风在古代数度刮起，且多
在江南一带，这既与江南女
子秀美温柔，最有可能被朝
廷采选相关，更与老百姓害
怕女儿入宫，从此亲情永隔
相关。女儿获选进宫，看起
来是一桩极体面的事，父母
脸上有光，女儿也将锦衣玉
食幸福一生，然而事实却并
非如此。女子一旦入宫，无
异于“终身监禁”，既没有
任何自由，也谈不上什么幸
福，其地位最多不过是一个
性奴，有的连性奴还摊不
上。

因谣言而引发的“拉郎配”
固然荒唐可笑，但其深层次的原
因在于专制皇权的暴虐。

一
男婚女嫁，在中国的传统习

俗中，从来是男求女而不是相
反。女求男即或有之，也只是个
别现象，且只会在暗中进行，否
则拉郎为配，强嫁于人，对一个
女子来说，无异于自轻自贱，世
人也会视这样的女人为没人要的
“贱货”。然而在中国古代，却
发生过多起“拉郎配”事件。

最早的“拉郎配”发生在元
代，这是一起准拉郎配性质的事
件。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
载，元至元三年，民间谣传说，
朝廷将采选童男童女，送给北方
的鞑靼贵族为奴婢，且要求父母
送至北方交割。消息一传开，
“自中原至于江之南，府县村
落，凡品官庶人家，但有男女十
二三以上，便为婚嫁。六礼既
无，片言即合”。一些大户人家
与地方官吏，唯恐皇命即刻到
来，自家女儿难逃厄运，顾不得
脸面和世俗必不可少的婚嫁礼
仪，不待车轿来迎，便徒步匆匆
送女儿上门成亲。

谣言流传十多天后，人们才
慢慢明白过来，所谓采选，原来
不过是一时谣言，然而覆水难
收，为时已晚，“自后有贵贱、
贫富、长幼、妍丑、匹配之不齐
者，各生侮怨。或夫弃其妻，或
妻憎其夫，或讼于官，或死于
夭。此亦天下之大变，从古未之
闻也”。“嫁鸡随鸡，嫁狗随
狗”，这是中国几千年的婚姻观
念，不管男女双方如何不匹配，
就多数人来说，木已成舟，要想
改变已不可能，封建礼教约束着
他们从此相伴终身，白头偕老。

吴中有一位叫祖伯的僧人，
写了一首诗讥嘲当时的情况：
“一封丹诏未为真，三杯淡酒便
成亲。夜来明月楼头望，惟有姮
娥不嫁人。”这首诗讽刺世人轻
率婚嫁，滑稽可笑，但将这一现
象完全归罪于时人的轻信谣言，
于理有偏，只可当作戏谑看。

在明代，真正的“拉郎配”
曾两度发生。第一次发生在隆庆
二年，这是一次影响范围很广、
引发民间骚动极大、明人记载也
较多的事件，留于后文详述。第
二次发生在天启元年，当时民间
讹传朝廷命太监到各省采选年轻
女子充宫娥。谣言扩散开后，里
巷之间立即人心惶惶，据明人徐
复祚《花当阁丛谈》记载：“一
时民间争相婚配，各务苟合，不
问良贱，唯以得夫为幸。”

官府得知此事后，既不说明
真相，也对这种胡乱嫁娶不加劝
阻。这股“拉郎配”之风，一直

持续了两个月才停息下来。此
前，民间曾有“万历四十九，女
子贱如狗”之谣。万历皇帝在位
48年，其子泰昌帝在位只一个月，
接下来就是天启帝，推算起来，此
时正是万历四十九年。因此在普
通老百姓看来，这恰恰应了采选
之事，讹传与谣言一加对应，让
百姓们不得不相信这是天意。

清代的“拉郎配”事件发生
在顺治、康熙两朝。据清人叶梦
珠《阅世编》记载，顺治五年，
民间讹传朝廷将要采选女童入
宫。谣言传开后，“城乡有女之
家，婚配者纷纷，无论年龄，不
择门第，朝传庚帖，晚即成婚。
傧相乐工，奔走不暇，自早至
暮，数日之内，无非吉日良时，
阴阳忌讳，略不讲择。”婚姻嫁
娶本是人生大事，但当时有女之
家已经无暇顾及对方的年龄门第
及选一个好日子，设法将女儿尽
快嫁出去以了却心事，成为这些

人家的头等要务，可见一时惊慌
失措之状。

顺治十三年，类似的一幕再
次发生。据清人董含《三冈识略》
记载，当时民间忽然哗传朝廷点
选彩女，一时人情惶骇，“大江南
北，以迄两越，无论妍丑，俱于数
日中匹偶，鼓乐花灯，喧阗道路”。
惊慌混乱之中，竟发生了数女争
一男，抢先一步者逼迫男子在途
中与自家女儿成婚的情况。有的
年轻寡妇，已经守节有年，听说
朝廷点选彩女，以为将因此殃及
自身，不得已再次嫁人。广陵一
位老儒，有一对双胞胎女儿，长
得如花似玉，且通文墨，点选彩
女之事传来后，老儒惊慌无措，
仓促间将她们匆匆嫁了出去，结
果姐妹俩不久就因病死去。是婚
姻不和谐还是别有原因，此时已
无法说清，而更无法说清的，则
是女儿之死给这位老儒带来的深
深的自责与无尽的伤痛。

康熙三十一年冬天，民间又
讹传朝廷采选秀女，清人褚人获
在《坚瓠戊集》中记述说，当时
“邑中愚民纷然嫁娶，花轿盈
街，鼓吹聒耳”。有一位滑稽生
写了两首词来形容当时的情况，
其中一首说：“宪示森严，民疑
莫释。乏妆奁借口匆忙，无聘礼
乘时仓猝。感皇恩女嫁男婚，向
平累毕。顿使皮箱凈桶，价高什
百。呼掌礼数遍追求，唤喜娘多
方寻觅。看来年节届秋冬，稳婆
忙迫。”由于事出突然又情势急
迫，“以倾城之貌而误适匪类”
的情况多有发生，待到明白过
来，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一切无
法挽回，父母想不出补救之法，
而女儿悲伤之泪也只有偷偷往肚

里咽。
二

从诸多明人笔记记载看，隆
庆二年发生的“拉郎配”事件，
是历史上最为“热闹”的一次。
时人田艺蘅的《留青日札》对这
次事件有详细生动的记载。

事情始于隆庆元年年底，当
时民间出现朝廷将到江南采选秀
女的风言，但百姓们只是将信将
疑。第二年正月，里巷间再次出
现朝廷已派一位太监到浙江采选
秀女，已由湖州启程赴杭城的传
闻。消息很快在杭城传开，于是
“人家女子七八岁已上，二十岁
已下，无不婚嫁，不及择配，东
送西迎，街市接踵，势如抄夺；
甚则畏官府禁之，黑夜潜行，惟
恐失晓，歌笑哭泣之声喧嚷达
旦，千里鼎沸，无问大小、长
幼、美恶、贫富，以出门得偶即
为大幸，虽山谷村落之僻，士夫
诗礼之家，亦皆不免。”

恰在这时，杭城守将到北关
放了三声炮，老百姓听到炮声，
更加慌乱，互相惊走奔告说：
“选秀女的太监已经到了！”从
正月初八九到正月十三，短短几
天，浙省部分地区“仓忙激变，
几至于乱”。虽然官府出榜告
示，风波依然无法止息，且蔓延
至江西闽广，极于边海，一直到
二月才渐渐停息下来。明人李诩

《戒庵老人漫笔》记述了当时非常
滑稽可笑的一幕：其时杭州城内
有女之家，惟一的愿望就是尽快
找到女婿，根本没有时间去挑挑
拣拣。有人竟站在自家门内，透
过门缝打量过往少年，看到长相
尚可的，就七哄八哄将他拥入自
己家中，随即将女儿许配给他。

在这场风波中，发生了多起
可笑又可悲的闹剧：

一户家有女儿的富户当时雇
了一位锡工在家打造锡器，听到
消息后，惶恐异常，而家中的女
儿一时又想不出可以嫁给什么
人，时至深夜，又不敢出门选
婿，思来想去，家中的这位锡工
是现成的，人品也还不坏，于是
急急赶到他的宿处，大声叫道：
“快起来，快起来！成亲了。”
锡工此时正在睡梦中，对主人家
的安排一无所知，待到起来揉搓
开迷糊的双眼，只见堂上灯烛辉
煌，主人家的女儿已经一副新娘
打扮待在那里，等着与自己拜堂
成亲。锡工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
的，还以为自己在做梦。

又有一户人家，已经与男家
约定，趁夜深人静送女儿上门成
亲，但等到如约前往男家时，却
见巷口的栅栏门上了锁。女家为
此焦急万分，然又不敢高声大

叫。这时，门内出现一个早起磨
豆做豆腐的年轻人，女家因此松
了一口气，连忙恳求他开门。谁
知这位磨豆腐的觉得有机可乘，
竟告诉女家，除非将女儿嫁给
他，否则绝不开门。不管女家如
何哀求，磨豆腐的始终不予理
睬。女子的父亲无计可施，眼看
着天快亮了，一旦弄出动静来，
不仅女儿嫁不成，家庭也可能由
此遭殃，无奈之下，只好将女儿
嫁给了这位磨豆腐的年轻人。

还有一户人家，已经与婿家
约好送女儿成亲的时间，没想等
到将女儿送至婿家时，另一户人
家早已将女儿送了过来，此时正
在与自家的女婿拜堂。见此情
景，女家为之愕然，便上前争
理，但毫无用处。一家人聚在一
处泪水涟涟，徒唤奈何。女父左
思右想，别无他法，既已走到这
一步，女儿又不能不嫁出去，惟
一可行的就是退一步求其次，于
是对女婿说：“我的女儿就送给
你作副室了。”

当时还有传言说，朝廷选秀
女，还要选寡妇伴送入京，于是
一时“孀居老少之妇，亦皆从
人”。有一家母女二人，听到传
言后，很快嫁给了父子二人。还
有一位寡妇，为早死的丈夫守制
已近20年，曾发誓不再嫁人，此
时年龄已经四十五六，家中还有
一个女儿，也已二十出头。听到
消息后，这位寡妇不得不放弃坚
守的誓言，并迅即为女儿找好婆
家，不日即与女儿一道各自嫁
人。当时有童谣说：“正月朔起
乱头风，大小女儿嫁老公。”又
有轻薄子写诗说：“大男小女不
须愁，富贵贫穷错对头。堪笑一
班贞节妇，也随飞诏去风流。”

“拉郎配”之风在古代数度
刮起，且多在江南一带，这既与
江南女子秀美温柔，最有可能被
朝廷采选相关，更与老百姓害怕
女儿入宫，从此亲情永隔相关。
女儿获选进宫，看起来是一桩极
体面的事，父母脸上有光，女儿
也将锦衣玉食幸福一生，然而事
实却并非如此。女子一旦入宫，
无异于“终身监禁”，既没有任
何自由，也谈不上什么幸福，其
地位最多不过是一个性奴，有的
连性奴还摊不上。

有幸得宠于皇上，在宫中地
位有所改变的，少之又少，而有
幸做到皇后的，则几千年中也不
过屈指可数的几个，有的还只是
死后才得到一个封号。因此，后
宫对于大多数被选女子来说，不
过是一个葬送青春年华的坟场，
老百姓虽然并不了解宫中内情，
但这个道理却是明白的，于是
“拉郎配”便成为他们在情势急
迫时保护自家女儿的一种手段，
尽管仓促之中难免阴差阳错，所
嫁非人，但在为人父母者看来，
这无论如何要比幽禁宫中强。从
表面看，上述几起“拉郎配”都是
由人们轻信一时谣传引发的，是
百姓们互相惊扰上演的一幕幕群
体性闹剧，实际上它源于人们对
朝廷采选秀女的恐惧心理，在真
相不明的情况下，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以免一旦真的发生
又摊到自家头上而追悔莫及。

作为有女之家，有这样的心
理不能说不正常，在皇命不容违
抗与不甘心葬送女儿一生幸福之
间，趋利避害，实在是人之常
情。可见，引发“拉郎配”闹剧
的真正祸首，是暴虐而没有人性
的专制皇权。 (摘自《文史
天地》，作者：陈正贤)

古代的“拉郎配”
核心提示：吕布臭骂侯成：

“我明明发布了禁酒令，然而你
们还在偷偷地酿酒、喝酒，这不
是明着要和我作对么？难道是想
借这酒来谋害我？”侯成也不是
个善类，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同
几个平时玩得好的将领带着各自
部下发动了军事政变。

古今中外的史料都显示，军人与
酒，关系密切。常有出征酒、庆功酒
的说法，大战胜利后，古代皇帝犒赏
三军时，将士们可以大块吃肉，大碗
喝酒。古代军中因酒误事、贻误战机
之事，亦不胜枚举。

公元949年，后汉发生叛乱，叛
军攻打黄河以西的政府军时耍了点计
谋：“先遣人出酤酒于村墅，或贳与，
不责其直。”叛军伪装在军营旁边搭
篷卖酒，军人优先，政府军的军士喝
酒，可以赊账，甚至还不要钱！

这样的好事，哪能天天有？政府
军的军士趁着巡逻的机会，个个喝得
酩酊大醉，叛军攻进了政府军营盘，
差点就把政府军打败。

形势严峻，政府军统帅郭威下了
禁酒令：“将士非犒宴，毋得私饮！”
这个郭威就是后来的后周开国皇帝。
战乱频仍年代，他从士卒一步一步爬
到将军位置，是后汉平定叛乱的一把
手，很厉害的一个人。

一天早晨，开军事会议前，郭威
的心腹爱将李审酒瘾犯了，喝了点解
馋。郭威得知后，立即把他给抓了起
来，异常气愤：“你是我帐下的心腹
将领，竟然带头违背我的将领，不严
肃处罚你，我怎么领导全军，让大家
心服口服？”

他下令把违反禁酒令的李审斩首
示众。此后，政府军再也没人胆敢违
令喝酒，很快，在郭威的带领下，平
定了叛军。

酒虽能缓解军营的苦闷，激发战
士的豪情。但是，古往今来，杰出的
军事家们都明晓军人喝酒，利少弊
多，常常奉行禁酒原则，打造出一支
支军纪严明、作风过硬、战斗力强的劲
旅。譬如岳家军禁酒，戚家军也禁酒，
革命的红军一段时期内也禁过酒。

然而，古代军队禁酒也禁出过事
情。汉献帝建安三年(198年)，曹操大
军把吕布军队包围在下邳，吕布外无
援兵，走投无路，急得肝火旺盛。

此前，吕布将侯成的一匹名马丢
了，后失而复得，侯成相当开心，和
他关系不错的将领们都同去庆贺。古
代人讲礼节啊，来了这么多同事，侯
将军总得管顿饭吧，有肉没有酒，气
氛上不来，于是，他又派人弄来了
酒。

喝酒吃肉前，侯将军先分出最美
的酒和最好的肉去进献给吕布，没想
到，招来吕布的一顿臭骂：“我明明
发布了禁酒令，然而你们还在偷偷地
酿酒、喝酒，这不是明着要和我作对
么？难道是想借这酒来谋害我？”

处于围城之中，正焦头烂额的吕
布这一番话，说得分明是太重了。违
反了禁酒令的侯成一伙，酒没喝成肉
没能吃，想着吕布给扣的“高帽
子”，脊梁骨直发冷。

侯成也不是个善类，索性一不做
二不休，同几个平时玩得好的将领带
着各自部下发动了军事政变，把吕布
的心腹陈宫和高顺给抓了起来，一起
投降了曹操。这一来，让曹操笑得合
不拢嘴，逼得吕布乖乖投降。

这在《资治通鉴》卷六十二《汉
纪五十四》中有明确的记载，历史上
称为“下邳之战”。这场战争，曹操
完全击败吕布，吕布势力覆亡。

如此看来，军中谈酒，不是小事。
(摘自《羊城晚报》，作者：李

晓巧)

古代军中禁酒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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