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猫洗澡为何定在六月六？书摘

现如今爱猫人士很多，为了
家中可爱的小猫咪没少投入。
那么，古代“铲屎官”的日常是什
么样子的呢？《中国撸猫简史》梳
理了从先秦两汉到明清，猫是怎
样从野外进入到人类社会，进而
成为受人喜爱的宠物的历程，以
及猫对民间信仰、中国文化产生
的深刻影响。读者能从中了解
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关于
猫神、猫妖、猫精怪等扑朔迷离
的传说故事；还有现在习以为常
的宠物美容，古代也有，当时被
称为“改猫犬”；再比如，逗猫
棒，这不是现代人的发明创造，
唐宋时期就有了，其中有一种高
端的被称为“红丝标杖”。内容
趣味十足，作者又有着中国古典
文献学的专业背景，这本书可谓
既好玩儿又靠谱。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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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爱猫，猫成为市井百姓
日常生活中重要的部分，一些关
于猫的民俗逐渐形成。这些养猫
的民间习俗，大部分在元代定型，
并深刻影响后世。六月六日的

“浴猫节”便是典型的例子。
古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洗澡

频率很低。在先秦时期，一年中
一些固定的时节会举行含有洗澡
沐浴内容的仪式，后来形成了三
月三日修禊的传统。在当时，贵
族们才正儿八经洗澡，周王的使
臣中有个职务叫“宫人”，职责之
一就是帮周王洗澡。我们现在看
到的那些青铜器里，有一部分就
是用来洗澡的。很多学校作为校
训的名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原本就是刻在商汤洗澡盆上
的铭文。到了汉代，官员们洗澡
稍微频繁了一些，也不过是五天
一次。古人把放假叫“休沐”，其
实就是放假给官员洗澡。虽然有
着“贵妃出浴”之类的经典故事，
但唐代官员贵族们洗澡也算不上
频繁，普通人洗澡就更加困难
了。著名诗人白居易，我们印象
中总觉得这位香山居士是神仙一
流的人物，但他自己的诗里说自
己“经年不沐浴，尘垢满肌肤”，
现代人可能很难接受。到了宋
代，洗澡就成了日常生活中很寻
常的事情了。人们可以在家洗
澡，很多人家中都设置有专门洗
澡的空间。市井中公共浴室也开
始兴起，洗澡逐渐成为一种普通
百姓热爱的享受。人们洗澡日常
化的时期，也是养猫日常化的时
期，给猫洗澡自然也会出现。但
在宋代，六月六日浴猫狗的习俗
尚未普遍兴起，在南宋晚期《梦粱
录》《乾淳岁时记》《武林旧事》等
关于南方风俗的书籍中均未提
及。

最早关于浴猫节日的记载，
是在元代汪汝懋编撰的《山居四
要》卷四，在“六月六日”条下记载

“本日浴猫狗”。早期浴猫是在南
方，但在明代中晚期，已经流传到
了北方。在当时的北京，女性在
六月六这一天洗头发，把猫猫狗
狗都带到河边洗澡，皇家所养的

大象也在这天送到城外水边洗
浴。给猫狗洗澡的方式非常简单
粗暴，和今天宠物店里给猫犬洗
澡完全不同，就是直接把猫狗扔
到河里。明代蒋一葵的《尧山堂
外纪》中便如实记录：“六月六日，
吴俗悉投猫犬于水中。”

元代开始，“六月六，浴猫狗”
便成了民间流传的谚语，一些地
区认为这天给猫洗澡，能防虱子，
能治癞病。如清代孔尚任《节序
同风录》中说“浴猫狗于池，治
癞”。但为什么是在六月六日这
天给猫狗洗澡呢？实际上明代人
已经搞不清楚原因了，田汝成《西
湖游览志》中记载，六月六日这
天，“郡人舁猫狗浴之河中，致有
汨没淤泥踉跄就毙者，其取义竟
不可晓也”。杭州人在这天抬着
猫狗到河边洗澡，有陷进河边淤
泥里爬不出来的。对于这个习俗
大家都习以为常，却都不知道其
缘由何在，这正可谓是“百姓日用
而不知”了。清代人自然更是不
清楚原因，清代顾禄记录苏州一
带民俗的《清嘉录》中收入郭麐的
《浴猫犬词》：“六月六，家家猫犬
水中浴。不知此语从何来，展转
流传竟成俗。流传不实为丹青，
孰知物始睹厥形。孰居庄严成坏
住，劫前八万四千横竖飞走一一
知其名。而况白老鸟龙不同族，
何以降日为同生。一笑姑置之，
听我为媒词。司马高才号犬子，
拓跋英雄称佛狸，乌员锦带纷绮
丽，韩卢宋鹊尤魁奇。世上纷纷
每生者，李义府与景升儿。金钱
犀果洗若属，但有痴骨无妍皮。
猫乎犬乎好自爱，洞里云中久相
待。伐毛洗髓三千年，会见爬沙
登上界。”他也表示不知道这个习
俗从何而来。

尽管如此，人们六月六浴猫
的热情还是非常高涨的。清代黄
钊的《读白华草堂诗》中就收录了
两首关于浴猫的诗，其一是《消夏
杂诗其六》：“节到观莲斗玉肌，家
家猫狗浴从窥。梦回却忆春明
事，正是金河洗象时。”其二是《暑
窗即事》：“闲来云母窗间坐，醉向
杨妃榻畔眠。一月雨晴存日记，

呼龙时候浴猫天。”
明代有个关于浴猫日的知名

段子。杨循吉是南直隶苏州府吴
县（今属江苏苏州）人，字君卿，一
作君谦，号南峰、雁村居士，好读
书，每得意则手舞足蹈，不能自
禁，人称“颠主事”。又极喜藏书，
闻某人家有异本，必购求缮写。
性狷隘好持人短长，以学问穷
人。有一年的四月初八，有客人
来拜访杨循吉，这天正好是佛教
的浴佛节，因此杨循吉以洗浴为
由推辞。客人不知道浴佛的事
情，误以为是杨循吉过于傲慢，心
中很是不满。到了六月六日，杨
循吉去回拜这位客人，客人便也
用洗浴为理由推辞，借此报复
他。杨循吉便在他家墙上题写了
一首很有趣的诗：“君昔访我我洗
浴，我今访君君洗浴。君访我时
四月八，我访君时六月六。”

其实古人关于养猫的习俗还
有不少，除了六月六洗猫，元代以
来杭州一带还以五月二十日为分
龙节，选在这天分猫。各地分龙
节的时间不尽相同，比如池州一
带，就以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两
天为分龙节。

除了这两个节日，宋代以来，
人们在喝人口粥时，也要给猫准
备一份。人口粥在南宋流行，也
叫口数粥，是一种赤豆粥。之所
以取名人口粥，意思就是按照家
中人口所煮的粥，在算人数时，哪
怕刚刚出生的小孩子，都要为他
熬一碗粥，甚至家中的猫猫狗狗，
也都算人口。当时人们都会在腊
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喝这种粥，但
当时就已经搞不清楚喝粥的缘
由。《梦粱录》里说二十五日吃，不
知道是什么典故，是为了祭祀食
神。《武林旧事》则说是二十四日
吃。宋代将这天称为交年节，是
祭祀灶神的日子。灶神承担着上
天言好事的职责，所以人们往往
用蜜糖涂抹在灶神画像的嘴上，
希望他上天之后能够多说好话，
《武林旧事》中就认为人口粥是由
此发展而来的。但南宋诗人范成
大则描述二十五日吃人口粥，远
行没有回家的人口都要准备一

份，在晚上全家一起食用，主要是
为了避瘟疫。南宋谢维新《古今
合璧事类备要》中说苏州一带二
十五日吃人口粥，是为了避瘟
气。范成大的诗中还提到苏州

“家家腊月二十五，淅米如珠和豆
煮”，不管怎么样，对于普通百姓
来说，腊月二十五日喝人口粥都
是为了平安健康。张侃《田家岁
晩》诗云：“粥分口数顾长健，不卖
痴呆侬自当。”很多民俗的起源都
有种种传说，但最终都归于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古代清明节小孩子往往头戴
柳圈，据说始于唐中宗，是为了避
瘟疫。元代以后很多人家给家中
猫儿也会准备一个。明代冯应
《月令广义》中说：“今俗清明以柳
圈小儿戴之，至于猫狗，亦以柳
圈，盖辟疠遗意。”清代朱联芝《瓯
中纪俗诗注》中说：“清明日，瓯人
小儿及猫犬皆戴以杨柳圈，此亦
风俗之偏。”

除了节日之外，元代以来，还
有不少和养猫相关的民俗。

古人养蚕，往往也要养猫守
护，《蚕书》中说“乡人养蚕，多畜
猫以卫之”，当时称之“蚕猫”。

购买小猫有许多讲究，在《大
宋猫市》中已经有所解释，后代又
出现了《纳猫经》《相猫经》之类的
经验总结。民间还有一些相关习
俗，比如《医统》中记录有买到小
猫后不走失的秘诀：小猫到家后，
先喂给一两片猪肝，然后把猫带
出家门，用细竹枝轻轻鞭打，驱赶
回家后，再喂给两片猪肝。“如此
数次，永不走。”

猫到家后，也有“朝喂猫，夜
喂狗”的俗语，喂狗要在晚上，喂
猫则在白天，古人认为这是“取其
力以时也”。明清一些地区在家
中为猫留有猫洞，是在“人家房屋
窗牗间，开一小穴，只容猫儿出
入”，有时在灶台上也设置专门的
猫洞，是为了“猫儿畏冷，即入卧
焉”。

江淮一带，家里丢了猫，就会
祭祀灶神，在祈祷之外，还要用绳
子把灶头捆起来。据说这样非常
灵应，三两天之内猫就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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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享 这个胖子，这么讨喜
南京天目路，长三四百米，很

窄，两台车并行要把后视镜收起
来。路很不起眼，但路口的天目
大厦颇有些知名度，是财政厅办
公楼，楼顶像个元宝，财神爷大家
总是喜欢的。

早几年，天目路上有许多家饭
馆，生意挺好。这几年硕果仅存
了。“胖子馄饨”，知名度直逼天目
大厦的一家小吃店。店的全名是

“胖子馄饨坊”，但大家不约而同
地只称为“胖子馄饨”。店名来历
其实很简单，老板娘吴姐年轻时
是个胖子，所以起名“胖子馄饨
坊”。当然吴姐现在也没怎么瘦
下来。

1996 年的中国，神州大地热
火朝天，一切都在变革。尽管当
时就业格局的调整，使得不少体
制内工人成为社会用工，给人们
的生活带来了诸多挑战，但是老
百姓觉得国家一切都会变好、正
在变好，纷纷自己寻找出路，想办

法靠自己的力量过好日子。紧接
着香港回归了，大家更觉得应该
在这个大时代做点什么，于是吴
姐就在这儿开了馄饨店。据说最
初和妯娌一起做，也卖面条。后
来妯娌分出去了，吴姐仍然卖她
的馄饨。二十八年了，店址没变、
店名没变、店老板没变，重要的是
产品没变，还是那一碗馄饨。馄
饨店不供应小菜什么的，饭桌上
只有一壶辣油、一份抽纸。员工
有些变化，现在除了吴姐夫妇，儿
子也加入了，还请了两个帮工，这
两个帮工的收入维持了另外两家
人的生计！

馄饨店每天早晨六点开始营
业，夏天做到上午十点半，秋冬天
开到中午一点，然后关门打烊。
每年三伏天还会歇业二十天左
右。这可是不同寻常的做法，一
般的店歇业这么多天会失去客
户，但胖子馄饨不会，它的客户还
是那么多，那么黏。

胖子馄饨汤好，色亮而味厚，
每天下午开始文火熬制大骨汤，

从不添加什么浓汤宝之类的调
制。包馄饨肯给料，馄饨个大馅
足。二十八年来，所有食材都是
卖家送上门，调馄饨馅、包馄饨都
是店家自己负责。佐料似乎也很
简单，煎鸡蛋皮、虾米、韭菜，和普
通馄饨店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难得的是二十八年始终坚持不
变，如果说和最初有什么不一样
的话，就是顾客可以选择在馄饨
里加上水泼鸡蛋。

有的小吃，吃完后身上会残留
食品香料味很长时间，而且痰
重。胖子馄饨吃完后则齿颊留
鲜，身子清爽。想来道理很简单，
汤是汤，肉是肉，面是面，用最笨
的功夫做最本味的美食。

吴姐也从不扩大店面，或者搞
什么加盟连锁。原因很简单，自
己顾不过来，顾不过来的事不做。

所有的馄饨都由吴姐负责煮，
从不委于他人。其他人或帮工只
负责为顾客端馄饨、收拾碗筷。
究竟有什么奥秘？或是“煮”有什
么秘不示人的独门秘技，不知道，

或许只为了方便在门口和顾客打
个招呼。

馄饨店只有里外两间房，狭窄
得很，总共有20多平方米，里间有
空调，外间既没空调也没有门
窗。不关门保证不了制冷效果，
关上门又进出不便。吴姐在门口
煮馄饨满头大汗，手脚不停，不耽
误和每个客户热情打招呼，难得
的是还能边干活边聊天。看来大
多是熟客，家长里短随顾客而悲
喜，用时髦的话说，能同时提供情
绪价值。

门面的租金一直在涨，猪肉价
格也在涨。吴姐倒也坦然，价格有
涨就会有落，很自然的事。但二十
八年来，无论价格怎么变化，胖子
馄饨始终实诚得很，大碗一碗36
个16元，中碗一碗27个12元，小
碗一碗18个8元。付费扫码了，但
同时还用现金，饭钱顾客自己投到
盒子里，遇找零顾客自己拿。吴姐
煮馄饨，一勺清，一个馄饨都不
少。遇到锅中剩余做不了一碗的
量，还会赠送给顾客。

胖子馄饨店内除了价格表，就
是政府有关部门发放的各种提
示、告示，没有店家自吹自擂的宣
传品。客人表扬时，吴姐会用她
的老南京话回应：“嗨，味道其实
一般，也就是老主顾们支持。”

时光就这样很快、很稀松地过
去了，一切似乎都那么家常、平
淡，但二十八年坚持做好一件事，
显然不是随随便便能做到的。胖
子馄饨，没有当下的过度包装、过
度举债，没有时人诟病的项目造
假、欺诈宣传，更没有饱受争议的
产业扶持、资金支持。对于老百
姓而言，一个稳定的法治环境，一
个不扰的市场秩序，比什么飞来
的横财都重要、都安心。有水有
阳光，生命自会孳长，而催生则最
易夭折。很多成功没有什么独步
大法，坚持做正确的事而已。

顾客们的取舍很简单明了：二
十多年坚持去胖子馄饨坊，端起
碗来，以无言的方式向每一个馄
饨致敬！美餐一顿，补充能量，呵
护内心的柔软，坚守内心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