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学富

夏夜，南宋诗人陆游在池塘边的柳树
下，躺在太师椅上，望着天空中的星星，闻
着阵阵荷香，就地取材做个碧筒饮，优哉游
哉，溽热全无。他在《桥南纳凉》中描写道：

“曳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
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半落星河知
夜久，无穷草树觉城荒。碧筒莫惜颓然醉，
人事还随日出忙。”诗中提到的“碧筒”即

“碧筒饮”，始于魏晋时期的泉城济南。
唐代文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

魏正始年间，齐州刺史郑公悫在历城北湖滨
地带建造一处园林。园内沟溪纵横，碧水涟
漪，荷叶田田，莲香溢远，岸上垂柳依依，林
荫蔽日，亭台廊榭依水傍溪，风光旖旎，是一
处避暑胜地。因古代尊称州郡长官为“使
君”，所以此处名曰“使君林”。每到炎热的三
伏天，郑公悫便带领府中幕僚或文人雅客在
使君林避暑雅集、吟诗诵文、歌舞饮酒。一
日，郑公悫突发奇想，令人采摘新鲜大莲叶，
倒入三升酒，以簪子刺破莲叶中间部分，使
得莲叶和莲茎相通，并把莲茎弯曲成象鼻

状，吸饮莲叶中的美酒，清香与美酒交融，清
爽可口，沁人心脾。众人仿之，饮后顿觉一股
清凉之气渗入肺腑、荡气回肠，都连称“妙
哉”，并美其名曰“碧筒饮”。元代文学家陆文
圭有诗描写此事：“当年避暑使君林，暇日诸
贤肯过临。荷带露香须缓折，酒无风韵莫轻
科。玉簪先透玲珑玉，金注徐倾潋滟金。叶底
可能甘胜蜜，欲屡小苦是莲心。”

郑公悫的这个发明创造备受文人雅士
推崇，后传到民间，蔚然成风。人们也将碧
筒饮称为“碧筒杯”“荷杯”“荷盏”，因荷叶
茎管弯曲，颇似大象的鼻子，又被称作“象
鼻杯”。在唐宋时期，用碧筒杯饮酒消暑成
为一种时尚。唐代佚名诗人有《碧筒杯》诗云：

“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冰。轮囷如象鼻，潇洒
绝青蝇。”白居易有“疏索柳花碗，寂寞荷叶
杯”的诗句。据《浙江志·杭州府》记载：“宋代
西湖闻名天下，七月以后，人多倾城纳凉，正
值荷花盛开，芙蓉出水，天然好景，画工难摹，
人们取荷叶注流，窍其心，曲其柄，屈茎轮菌
好像象的鼻子一般，噏而饮之，放舟于蒲深柳
密处，披襟钓水，月上始还。清供与美景互相
映衬，互为一体，极富诗情画意。”欧阳修的

《渔家傲·花底忽闻敲两桨》描写道：“酒盏旋
将荷叶当，莲舟荡，时时盏里生红浪。花气酒
香清厮酿。”宋代诗人陈宓也有《南康爱莲即
事》诗云：“最是碧筒杯，晚凉可以饮。”苏轼在
杭州做官时，曾与朋友相聚，在西湖泛舟游
览，兴之所至，作碧筒饮，吟诵诗文，苏轼有
诗曰：“碧筒时作象鼻弯，白酒微带荷心
苦。”据中医“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
咸”的观点，夏季多吃些苦味的食物能清热
解暑，对身体大有裨益，所以人们认为碧筒
饮有养生功能。明代诗人乌斯道有诗云：

“翠叶清宵作巨觞，碧云半卷出方塘。柔丝
尚带冰蚕口，细窾遥通玉兔光。漏泻渴乌随
点滴，汞摇丹鼎慎遮防。醉魂飘荡三更后，
自觉满身风露香。”

碧筒饮浪漫而高雅，又有消暑保健作
用，备受人们青睐。可是一到秋风萧瑟的季
节，荷叶干枯，这一天然饮酒方式便无法再
现，于是，仿制碧筒杯的文创产品应运而
生。民间用泥陶瓷器仿制，皇宫贵族用金、
银、玉、犀等名贵材质制作碧筒杯。“绿觞卷
高叶，醉吸清香度。酒泻正何如，风倾晓盘
露。”这是明代诗人高启对碧筒饮的称赞。

在各种材质的碧筒杯中，尤以犀角雕
刻的最为珍贵。随着明代永乐年间郑和下
西洋，犀角流入中原渐多，犀角杯雕制工艺
随之繁盛，脱颖而出一批刻犀名匠。明末清
初无锡人尤通的犀角雕碧筒杯最为精致，
可谓一杯难求。尤通，字雨源，艺名“直生”，
他的雕刻技术为家传，以善刻犀(角)象(牙)
竹玉精巧玩器扬名，为三吴之冠，尤其擅刻
犀杯，得“尤犀杯”之誉。康熙皇帝因他的技
艺精湛，将他征入内苑专为皇帝服务。故宫
博物院藏有一只清代犀角雕莲蓬荷叶形杯
(碧筒杯)，高10 . 6厘米，口径16 . 8-10 . 6厘米。
杯以广角雕成杯口敞阔外撇的荷叶形，叶
上筋脉生动。外壁下部镂刻荷花与微卷的
小荷叶、蒲草，收束成把莲，并构成底座，平
稳地架住杯身。杯内底有一洞与流相通，流
口上翘。饮者托杯，不用倾斜，即可直接从
流口吸入杯内之酒水。此杯造型别致，匠心
独具，刻工精细，风格典雅清奇。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一个小
小的碧筒杯不仅仅是一种饮酒器，还承载
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成为人与自然的
完美和谐结合，具有美的追求和艺术欣赏
价值。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现代生活节
奏加快，在民间生活中已见不到碧筒杯，只
能在博物馆内见其身影。近几年，这一传承
千年的雅趣被赋予了新的生命，碧筒饮在
济南大明湖等地以旅游体验的方式存在，
让今人也能在夏日体验“酒味杂莲气，香冷
胜于冰”的美妙感受。

□张长国 朱琳

在清代康熙《城武（即今成武）县志》
“古迹”中，记载着一个名曰“留董里”的地
名。为什么叫“留董里”？这与汉代大儒董仲
舒有关。

县志中关于留董里的记载称：“在县西
南二十五里景河北。相传汉董仲舒微时道
经此地，有老人遇之，不问姓字，相款数月，
留一‘董’字而去。后还复过此，老人曰：‘其
所谓董耶！’又礼之，始终不及名。古重道不
重名如此。老人不传，亦可想见其高义矣！
今有董子庙。”据当地传说，董仲舒年轻时
曾路过这里，遇到连绵不断的阴雨，又生了
病，无法继续前行，此时他遇到当地一位老
人。老人看到他一个外乡人漂泊在外，有病
在身，无处可去，就把他请到家中居住养
病。董仲舒在老人家里吃住了几个月，老人
始终没有问他的姓名。待董仲舒身体康复
后，在桌子上写了一个“董”字就走了。过了
一段时间，董仲舒返回时又经过这里，再次
遇到那位老人，老人说：“你不是上次那个
姓董的吗？”又把他请到家中款待，始终没
有问董仲舒的名字。从这个传说可知此地
民风淳朴、重道不重名。

董仲舒是广川人，广川大约在今河北
景县一带，距今菏泽市成武县三百多公里。
据《史记》和《汉书》记载，董仲舒对《春秋》
非常有研究，读书时曾经“三年不窥园”。汉
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元
光元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
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把儒家思想与当
时的社会需要相结合，并吸收了其他学派
的理论，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新的
思想体系，深得汉武帝赞赏。他系统地提出
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诸不在六
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所
采纳。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一个划
时代事件，为汉代以后封建统治阶级治理
社会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从这时起，儒家
思想开始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并深
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其后，董仲舒任江都
易王刘非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胶
西王刘端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著书写作。

这以后，朝廷每有大事商议，皇帝即会令使
者和廷尉前去董家问他的建议，表明董仲
舒仍受皇帝尊重。董仲舒一生历经三朝，度
过了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公元前104年病
故。

“留董里”地名现已不存，据考证，该地
当在今成武县城西南约二十五里的九女集
镇汪庄村。据清代县志记载，该村建有董子
庙，但经百年风雨，庙已不存。现村北有玄
帝庙，有明崇祯十年的“玄帝庙记”碑和清
道光元年“重修元帝庙记”石碑，为古董子
庙旧址。玄帝即真武大帝。明成祖朱棣在发
动“靖难之变”夺取帝位后，大力提倡奉祀
真武大帝，使真武大帝信仰在明代达到顶
峰，宫廷和民间都修建了大量的真武庙。明
代兴修玄帝庙时，大概是与董子庙合修在
了一处，玄帝庙因皇帝提倡而被民间重视，
而董子庙式微，被其取代。后来，每到农历
三月三真武大帝诞辰，附近民众都邀请剧
团唱戏，举办庙会。

据明崇祯时所立“玄帝庙记”碑记载：
“文山西南二十五里留董村，董子曾停骖于

斯，一时父老咸攀辕留之，依依然不忍听其
去，后因以取名焉。”从署名“中陶庠生”的
人所写碑记来看，“留董里”的真正得名原
因应该是董仲舒曾坐着马车在此地经过暂
住，当地父老知道他是大儒，都想挽留他多
住些时日，所以此地得名“留董里”。“里”是
秦汉时期的基层行政区划单位，相当于村。
据村民介绍，这块明代石碑是近几年从一
处古桥处挖出重立的。从碑文没有收录进
清代历修县志来看，修县志的人应该没有
见到这块石碑，大约石碑在明末时就已被
修桥所用。清代道光“重修元帝庙记”记载：

“县治西南二十里许，旧有留董市，居民殷
富，风俗醇古，贸易者不下百余家……”从
石碑记载可以确证，此地是古留董里，而且
是一个大商贸集市，董仲舒确曾从此经过。

董仲舒为何经行成武呢？因为资料缺
乏，现已不可能知道其具体缘由。但从他的
学习内容和主张来看，应该和他到齐鲁之
地游学有一定关系。在记载董仲舒生平的

《史记·儒林列传》中，司马迁在序言中多次
提到孔子“自卫返鲁”的事情以及他听闻

“西狩获麟”后的感叹等等，这些相关地点
都在菏泽境内。最重要的是，司马迁说，从
战国到秦统一六国这段时间，各地儒学的
继承和研究已经严重荒废了，“然齐鲁之
间，学者独不废也。”这就说明，虽然遭遇战
乱，在齐鲁之地仍有很多学者坚持学习和
研究儒学。

董仲舒崇尚儒学，在对答汉武帝所提出
的如何光大汉朝伟业的提问时，他的“天人
三策”中很多次引用孔子的话，还引用了虞
舜和孔子的事迹。董仲舒是靠《春秋》起家
的，这部书是孔子整理修订的，是儒家经典
之一。董仲舒研究《春秋》成为博士，对孔子
个人的事迹也非常了解，尤其是孔子周游列
国游学的事情。孔子周游曾经途经成武县、
定陶县等地，一路之上留下不少《论语》的经
典章节。董仲舒所推崇的虞舜，其曾“耕历
山，渔雷泽，灰于常阳”，而“雷泽”等都在今
菏泽境内，离成武县百里左右。成武县的文
亭山，就是谋士陆贾说服刘邦治理天下要

“文武并治，长久之术也”的地方。因陆贾的
说服并献十二篇“新语”，刘邦专门到曲阜去
祭祀孔子，开了帝王祭孔的先河。作为尧舜
故里、不废儒学的齐鲁之地和帝王祭孔的转
折点，董仲舒无论如何是要来游历一番的。
而他在成武县所经历的事情，无论是传说中
老人不问姓名的热情款待，还是明碑所记的
当地父老热情挽留，想来都让他真切感受到
了重道不重名的齐鲁之风。

留董里因董仲舒过此而引来后世不少
文人雅士游览抒怀，曾任清代成武县教谕
的“客亭先生”赵于京曾赋《过留董村》长
诗，诗中曰：“先生抱醇学，独立春秋门。玉
杯果良策，竹林具灵根。至今衣香远，岂止
留董村。”

如何在炎炎夏日“花式喝酒”？古人有高招———

衍生于济南荷叶的“碧筒饮”

董仲舒与“留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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