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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初，在每年农历的二
月二十五日，一场与花有关的狂
欢盛典就会在成都青羊宫上演。
彼时，青羊宫内游人如织，摆放着
小吃、花卉、古玩、字画、农具的摊
面鳞次栉比，吆喝声、叫卖声、嬉
闹声不绝于耳。赶花会，成为老
百姓最快乐的盛事。

青羊宫花会
汇聚四川各地名小吃

“倘若将上世纪初青羊宫花会的
场景画下来，那繁华的场面一定丝毫
不逊于《清明上河图》。”

想吃？青羊宫花会汇聚了四川各地
的名小吃，洞子口凉粉、糖饼、豆花、锅盔、
蒸糕……可以说现在时兴的“小吃城”，已
是百余年前成都市民“玩剩下”的把戏。

想买？花会中有卖各类日杂百
货、竹木家具等商品，不下几百家，各
省的物产荟萃罗列于此，还有不少新
奇玩意儿任君挑选。

想耍？成都剧团的名演员从早演到
晚，戏班锣鼓昼夜不绝，还有全国少见的
武术“打擂”。“这些演出不收门票，不要
钱，其中川剧演出更是重头戏，是普通大
众可以亲近文化演出的一大机会。”

赶花会的人一潮一潮的，且人人
梳妆打扮。郑光路提到一首打油诗，
里面写着“老去徐娘尚戴花，可怜半口
已无牙”，还有女孩儿是“乡女村姑态
若何？却把胭脂打一砣”。想到诗中
的场景，郑光路发出阵阵愉悦的笑
声。“你想下，老婆婆梳妆打扮，头戴鲜
花去赶花会，一张口却‘已无牙’。可
见当时，花会是不亚于过年的活动。”

“摸铜羊成了赶花会的惯例，我小
时候就每年跟在大人屁股后，把小手
混在无数大手中把铜羊周身摸个遍。”
郑光路说，青羊宫内有古代铜羊两只，
被民间视为神羊。俗传摸羊能治疾
病，故人们到青羊宫游玩时，多喜摸
羊。此外，郑光路还回忆起幼时在青
羊宫花会吃的那一碗“锣锅巷素面”，
让他时常怀念。

“吃了东家吃西家，小笼牛肉叶儿
粑。夫妻肺片好下酒，凉粉辣得喊妈
妈。”1983年，郑光路写下这首打油诗，
字眼中尽是春风之意，那鲜活生动的场
景跃然纸上。而当下，自1980年起，花
会场地选在了“文化公园”，且花会期间
除传统内容外，又增加了鸟市、书市、书
画艺术展销等内容，成都市民仍能在今
日的花会中，捕捉到春天的气息。

春天又来到，你想去逛一逛花会
吗？ 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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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会（青羊宫花会）的历史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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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地名花擅古
今，一枝气可压千
林。”成都人爱花的传
统，从古自今从未改
变过。

北宋时期，名臣
赵抃曾在《成都古今
集记》中记载下“十二
月市”，表明宋代成都
每月都有一种特色商
品交易会举行。其
中，“二月花市”“八月
桂市”“十一月梅市”，
皆与花有关，可见
“花”渗入了成都文化
的里层。此外，赵抃
更写下“成都二月花
市，各地花农辟圃卖
花，陈列百卉，蔚为香
国”，描绘了二月花市
的热闹壮观景象。

成都人爱花的历
史基因从何处寻？倘
若将时间拉回上世纪
初，在每年农历的二
月二十五日，一场与
花有关的狂欢盛典就
会在青羊宫上演。彼
时，青羊宫内游人如
织，摆放着小吃、花
卉、古玩、字画、农具
的摊面鳞次栉比，吆
喝声、叫卖声、嬉闹声
不绝于耳，顿时让人
感受到春日的生机勃
勃，与市民们的喜悦
之情。

“花会从数天到
数十天不等，远近善
男信女纷然前来，烧
香、敬神、诵经、戏班
锣鼓昼夜不绝。大批
商贩、江湖跑滩匠前
来此扯圈叫卖，摊棚
相连不断……赶花
会，成为老百姓最快
乐的盛事。”回忆起儿
时在青羊宫花会里逛
耍的场景，作家郑光
路仍觉得历历在目。
虽然自他记事时，青
羊宫花会已不处于
“辉煌时期”，但从父
辈、祖辈的讲述中，郑
光路仍能将青羊宫花
会的“前世今生”徐徐
道来。

成都花会
已有一千多年历史

“成都花会始于唐
宋时期，相沿至今，已有
一千多年的历史。”郑光
路说。唐人萧遘在《成
都》一诗中写到“月晓已
开花市合”，说明当时成
都已经兴起了花会。

为何青羊宫花会选
择在农历的二月二十五
日举行呢？这还得从太
上老君的诞辰讲起。“传
说，道教始祖李老君的
生日是农历的二月十五
日，故唐代以来，民间在
此举办一年一度的庙
会。”

而农历二月，成都
已是百花开放，姹紫嫣
红，加上纪念百花仙子
生日的“花朝节”也在农
历二月。于是，久而久
之，花市与庙会结合起
来，青羊宫便成为花会
的会址。

“古时，成都花市主
要集中在青羊宫一带，
渐渐地，到花市赏花的
人们也到青羊宫中拜祭
老子，进香祈福。而到
青羊宫参加法事活动的
善男信女们也游于花
市，故‘庙会’、‘花会’合
一，成为成都一年一度
最为盛大的春日盛会。”

郑光路翻开他收藏
的一本 1927 年的中国

《旅行杂志》，这本当时
的著名刊物，向全国隆
重推荐青羊宫花会，叙
述了它悠久的历史。

在郑光路看来，青
羊宫花会历经千年的岁
月洗礼，但其核心的三
大功能未改变。其中，
一是娱神；二是娱人；再
来，就是商品交易。“在
农耕社会，民众之间的
交往比较少，交易的机
会也比较少。”郑光路解
释说，“在大都市里要产
生一种大型的交易行
为 ，就 要 依 赖 这 种 庙
会。”

赏春踏青游玩，叫
卖花卉树木，品尝蜀地
小 吃 ，观 看 杂 技 百 戏
……在春暖花开之时，
青羊宫一派喧嚣热闹景
象，烟火气十足，丝毫不
逊 于 过 年 时 的“ 年 味
儿”。“每年花会，各界人
士倾城出观，这‘会把眼
睛都看花’的花会，确乎
为蜀中最具地方色彩、
乡土风味的庙会习俗
了。”郑光路说。

全国首创
“劝工会”独领风骚

翻开郑光路所著的《成都旧
事》一书，在“成都庙会的历史风
云”这一章节，能够看到不少百
余年前关于青羊宫花会的老照
片。在这些被光影手段所保留
下来的黑白照片中，青羊宫花会
盛景浮现在眼前：用长条凳搭起
的临时小摊上，摆放着全四川各
种老字号名牌商品，铺面一家接
一家，令人眼花缭乱；用竹、木制
材料搭成的授奖台上，当时清政
府的官员站立其上，正在为他人
颁发奖状、奖品；会场门口的“劝
业会”三个大字，阳光下分外耀
眼……

既然是一年中最大的春日
盛会，怎会出现“劝业会”这三个
字呢？说起青羊宫花会所创下
的盛举，自然不能忽视其百余年
前的一项创新之举。“早在 1906
年，四川成都就开始举办博览会
——成都商业劝工会。这是近
代中国第一次举办的博览会。”
郑光路说。

清朝末年，朝廷推行新政，
还在各省设置“劝业道”、“劝工
局”。1905 年，四川省“劝业道”
在成都成立，为了改变历来“重
农抑商”的思想，于是，将“振兴
实业”融入传统的玩赏花会中，
成为了当时朝廷官员所采取的
方式。同年，时任四川商务劝工
局总办的沈秉堃向四川总督锡
良“呈文”，明确表明要模仿国外

“博览会”形式。这年腊月，他在
青羊宫左侧二仙庵区域，“扩充
会场、建筑列肆”，准备次年春举
办全省性“劝工会”。

1906 年 3 月 10 日至 4 月 13
日，四川首届商业劝工会在青羊
宫隆重举办。“从1906年开始，成
都总共举办了六次‘劝工会’，中
间又改名为‘劝业会’。”从郑光
路所展示的资料中，每当花会结
束之时，会由官员和商会对展品
评比授奖。“奖品都很有意思：其
中‘理化仪器’等3项获‘头等牡
丹商标’，‘通景织金鸳鸯’等 6
项获‘二等海棠商标’……”

百余年前的青羊宫花会
成都版的“清明上河图”

青羊宫劝工会中参展全川各种老字号名牌商品。摄影：路得·那爱德（美国）

青羊宫花会花木市场。

成都青羊宫花会国内闻名。
图为中国《旅行杂志》1927年第
12期封面上，去观看青羊宫花会
的人络绎不绝。 郑光路收藏

清朝官员在青羊宫庙会“授
奖台”上颁奖。

摄影：路得·那爱德（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