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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50年， 旧历腊月二十四，凌
晨时分的杭州城一片漆黑， 唯独西湖
东岸不远处闪着点点灯光。 灯光之中，
人影憧憧。

那里是太学，南宋后期的太学。 当
时太学将近两千名学生， 分处几十个
斋，每个斋都相当于一个班级，而每个
班级的学生都在祭祀灶神。 对宋朝太
学生来说， 祭灶是过年以前最为隆重
的一项集体活动。

祭灶是传统习俗， 该习俗在现代
中国仍有残留。 北方民谣有云：“二十
三，祭灶仙。 ”每年腊月二十三是祭祀

灶王爷的日子。 怎么祭呢？ 一般在厨房
摆一供桌，供桌上摆些灶糖。 灶糖又甜
又粘，粘住灶王爷的嘴，让他上天述职
的时候没办法打小报告。

宋朝祭灶有所不同，宋朝人要到腊
月二十四或者二十五才会祭灶，在仪式
上也比较丰富：除了摆灶糖，还要摆酒，
还要撕下灶神的旧画像， 贴上新画像，
最后还要把旧画像烧掉， 让喝过酒、吃
过糖的灶神跟着那缕缕青烟直上云霄。

宋朝老百姓祭灶，有的在腊月二十
四晚上进行，有的在腊月二十五早上进
行。 太学生祭灶却要赶一个大早，赶在
腊月二十四凌晨。 俗话说得好，无利不
起早，太学生这么早就祭灶，说明祭灶
能给他们带来好处。 至少他们心目中，
祭灶能带来好处。

宋朝老百姓祭灶， 地点通常在厨
房。太学也有厨房，甚至有好几个厨房。
但是太学生人数太多，假如一千多人乌
乌泱泱都去厨房， 厨房再大也得被挤
爆。 所以他们只能分别在斋里祭灶，也
就是在各自的班级里祭灶。

太学生祭灶会摆什么供品呢？有灶
糖，有甜酒，另外还有三道果盘：大枣、
荔枝、蓼花糖。

大枣随处都有， 晒成干枣， 长期
保存。 荔枝虽然不容易保鲜， 但在宋
朝已经有了成熟的蜜饯工艺 ， 福建 、
广东和四川的商家将荔枝加工成荔枝
干， 全国各地都有销售。 所以， 祭灶
的时令虽是冬天， 太学生们仍然能买
到大枣和荔枝。

蓼花糖是什么东西呢？这是宋元时

期江南地带比较常见的一款糕点，做法
如下：将糯米磨成粉，用热水烫软，加糖
加油，揉成粉团，切成长条，用麦芽糖挂
浆，撒上芝麻，粘上青红丝，最后过油一
炸。 捞出来，又酥又脆，一嘟噜一嘟噜
的，就像蓼花的花穗，故此得名蓼花糖。

用灶糖祭灶， 是为了粘住灶神的
嘴。 用甜酒祭灶， 是为了把灶神灌晕。
灶神晕晕乎乎飞上天， 嘴巴又被粘住，
想说坏话说不出来。 即使挣扎着说出
来，必定也是好话———毕竟他享用了人
间的糖和酒，吃人嘴短嘛！

那三道果盘又有什么寓意呢？
其中寓意跟谐音有关。大枣、荔枝、

蓼花糖———枣、荔、蓼；早、离、了。 太学
生通过祭灶， 希望借助灶王爷的神力，
早一天离开太学。

祭祀灶神
祈求早日离开太学

太学生为什么急着离开太学？ 太
学难道不好吗？ 当然不是。 宋朝太学对
太学生其实有各种优待。

北宋前期本来没有太学，只有国子
学。 国子学是国立最高学府，但只招收
七品以上官员（含七品）的子孙。 小官

和平民的孩子想上学， 要么去私学，要
么去某些州府兴办的地方官学。 这样
办学，社会阶层会越来越固化，既不公
平，也不利于朝廷选拔人才。 所以到了
宋仁宗在位时，范仲淹搞新政，借鉴汉
朝就有的太学体制，在京城建了一所太
学。 这所太学主要招收八品以下官员
的子弟，但也允许地方官学推荐上来的
优秀平民子弟就读。

北宋首都在开封，范仲淹新政时期

建造的太学自然也在开封。 最初招生
人数很少，全校只有两百名学生。 到宋
仁宗快要驾崩的时候，太学生增加到了
六百名。

范仲淹新政以失败告终，太学却保
留了下来。 宋神宗在位时，王安石搞变
法， 把太学当成培育和选拔人才的基
地，太学扩招到两千多人，学生待遇也
有所提升。 根据考试成绩，太学生分为
内舍生和外舍生。 内舍生成绩好，免收

学费，每月还有三百文的“添厨钱”，也
就是饮食补贴；外舍生成绩稍差，只免
收学费，没有饮食补贴。

宋徽宗在位时，蔡京主政，太学扩
招到三千多人，分一百个班级，这一百
个班级又分为上舍、内舍、外舍三个等
级。外舍生免学费，无补贴；内舍生免学
费，有补贴；上舍生不仅有补贴，还能参
加每年一次的“升贡”考试，一旦通过这
个考试，马上就有官做。

做太学生
其实有各种优待

进入南宋， 国土面积小了， 太学
规模也小了。 南宋初年， 宋高宗和文
武百官被金兵追着东奔西逃， 小朝廷
在河南商丘 、 江苏扬州 、 江苏南京 、
浙江宁波 、 浙江温州等地不断迁徙 ，
连个落脚点都没有 ， 所以没建太学 。
后来宋金议和， 宋高宗把杭州改为临
安府， 杭州成了实际上的首都， 开始
着手恢复太学。

衣冠南渡，人多地少，杭州土地尤
其紧张，南宋的皇宫都非常逼仄，哪里
有空闲土地建造太学呢？ 宋高宗有办

法，他不是在1142年（旧历1141年底）杀
了岳飞吗？ 岳飞在杭州西湖东岸有一
处住宅，被宋高宗收归国有，在1143年
改建成了太学。

1143年南宋太学刚一建成，就招收
了七百名学生。 后来宋高宗当太上皇，
太学生又超过了千人。 到了南宋后期，
太学人数稳定在一千四百人左右。 理
论上说，太学是宋朝皇帝在科举考试之
外，第二个选拔官员的基地，所以这千
余名太学生都有机会做官。 可是这么
多学生， 不可能每人都给一顶乌纱帽
吧？ 所以必须从中选拔。 怎么选拔呢？
还是要考试。

在南宋后期， 太学生每月一小考，
每年一大考，每四个月还有一次期中考

试。成绩优秀，能从外舍生升为内舍生；
成绩拔尖， 能从内舍生升为上舍生；成
绩一般，只能老老实实当外舍生。 外舍
生是永远也没有机会做官的，内舍生和
上舍生想做官， 也要等待朝廷的选拔。
有时选拔人数太少，而够资格参与选拔
的人太多，只能抽签。 宋高宗的养子宋
孝宗在位时，一千多名太学生里被选拔
做官的只有七个人，剩下千余名学生只
能继续等待选拔。 个别学生成绩差，运
气更差，一直在太学里待到七十多岁。

僧多粥少， 做官太难， 等不及选
拔的太学生干脆去参加科举考试， 一
旦考中进士， 马上光宗耀祖。 我们熟
悉的豪放派词人辛弃疾， 有一个铁哥
们儿叫陈亮， 他当年就是太学生， 在

太学长期苦读 ， 人到中年还没官做 ，
一气之下去考进士 ， 竟然中了状元 ！
遗憾的是， 这哥们儿中状元不久就去
世了， 没有来得及当官。

说到这里，读者肯定能猜到太学生
祭灶为何要摆大枣、荔枝和蓼花糖那三
道甜点了———枣、荔、蓼：早离了。 太学
生都在祈祷上天， 渴望早点儿离开太
学， 因为离开太学就意味着做了官，没
必要再留在太学熬日子。

事实上， 宋朝太学生渴望当官的
激情非常强烈， 他们不仅在祭灶时祈
祷， 除夕祭神仍要祈祷。 在年夜饭的
餐桌上， 太学生同样会摆出三道果盘：
大枣、 荔枝、 蓼花糖。 不是爱吃， 只
为讨个吉利。

离开太学
意味着可以做官

现在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
除夕就是春节前夕，太学生怎么不回家
过年？ 为何要在太学里祭神和祈祷？ 难
道他们就不放寒假吗？ 第二，太学生都
是文化人，文化人怎能如此迷信？ 怎么

非要向上天祈祷呢？
先说第一个问题。宋朝太学是有年

假的，但却没有寒假。每年春节、寒食和
冬至，太学生各有三天假期。 古代交通
落后，从杭州到成都要走半年（当年陆
游从浙江到四川上任，路上花了六个多
月），别说没有寒假，就算连放两个月假
期，远路的学生也来不及回家过年。 所
以呢，他们只能留在学校过年。

再说第二个问题。宋朝太学生都是
孔子门徒，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不代
表不相信怪力乱神。我们熟知的宋朝文
化人，如苏轼、朱熹、司马光、王安石、黄
庭坚、秦少游，对神神鬼鬼都有点儿迷
信。 苏轼当地方官，一遇到大旱就焚香
求雨。 王安石晚年退休，还把住宅捐出
去当做寺庙。秦少游带着老母亲坐船经
过洞庭湖，不能顺风挂帆，竟然在船头

杀牲祭神，还写下一篇《祭洞庭湖神》的
文章。 连这些大腕都如此迷信，太学生
祭神时摆三道果盘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咱也不必苛求古人，就说科技如此
发达的今天，只因为“卧佛”与“offer”谐
音， 某些青年学子就去卧佛寺烧香，祈
祷早日拿到国外名校的offer，不也是尽
人皆知的老新闻嘛？

摘自《北京青年报》（文/李开周）

太学过年
不放寒假

宋宋朝朝太太学学生生
年年关关将将近近，，

在在忙忙什什么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