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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老上海元宵节习俗：走三桥、闹龙灯

男子“裤裆藏酒”连偷多家超市
� � � �疫情期间， 超市里工作人员不多，静
安区的一男子就打起了超市内偷酒水的
主意，为掩人耳目，其竟然做出“尴尬”的
举动，结果得手没多久，即被警方抓获。

1 月 22 日，上海静安某超市负责人
在盘点货物时， 发现 1 瓶价值 1300 余
元的高档白酒不见了。 民警调监控，发
现一名着黑色皮衣的男子进入超市，直
接走到酒水区拿酒，一转身的工夫，货架
上就少了一瓶酒。 按理说， 这高档白酒
有塑料罩壳包装，体积较大，不是很容易
带出超市， 男子究竟将酒藏匿于哪里？
警方通过反复观察终于发现其中猫腻。

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江宁路派出
所民警颜超说：“我们发现这名男子将
整个酒连同塑料罩壳的包装一起塞进了
裤裆，再用外衣、围巾盖住，整个动作很
快，没有一点犹豫。 ”

接到报案后， 江宁路派出所迅速调

集警力展开调查，很快，警方发现男子作
案后径直走去附近的一家杂货店， 几分
钟后便两手空空地离开。 依据该线索，
警方兵分两路，一面调查该白酒的去向，
一面继续对嫌疑人展开追查。

经杂货店工作人员反映， 男子自称
这瓶白酒是家中存货，因急于用钱，要以
770 元的价钱出售。

依据该线索， 警方迅速锁定犯罪嫌
疑人王某， 并很快在江宁地区一网吧内
将其抓获，整个过程仅用时 2 小时。

无独有偶，1 月 19 日至 22 日，位于
本市黄浦、 普陀的另外两家超市也陆续
发生高档白酒失窃案，静安警方以该案
为突破口，通过分析对比，发现另外两起
超市白酒失窃案也系王某所为， 截至目
前， 王某涉嫌盗窃的高档白酒总计 4
瓶，累计涉案价值逾 4000 元。

据警方介绍， 该男子并没有正当工

作， 经济拮据的他发现最近超市工作人
员较少，而且大家都带着口罩，不容易被
认出， 觉得有机可趁便起了歪心思。 对
此，警方提醒广大商户朋友要提高警惕，

在符合疫情防控要求下， 配备完善安防
设施， 发现超市物品失窃第一时间拨打
110，不给不法之徒可趁之机。

（周到上海、静安公安）

� � � � 元宵节传统的开启模式如看花灯、
猜灯谜、逛庙会、吃汤团……大家再熟悉
不过了，和其他地方不同的是，上海接灶
神的日期就在正月十五夜里， 清代上海
人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岁时》有一首
诗描绘得十分生动：肉馅馄饨菜馅圆，灶
神元夕接从天。 城厢灯市尤繁盛， 点塔
烧香费几千。

元宵节当天夜里， 家家户户吃荠菜
圆子和肉馄饨， 还要点一种层层相叠形
状像宝塔的“塔灯”。 那么，值得“倾城
出游”的“走三桥”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良宵走桥

正月十五是一年之中的第一个月圆
之日，传统观念中，月亮是女性的代表，
常听说有“月亮女神”，理所当然，元宵
的风俗活动往往与女性有关。 清代道光
年间记述苏州及附近地区节令风俗的
《清嘉录》中记录了这样一段：元夕，妇
女相率宵行，以却疾病，必历三桥而止，
谓之走三桥。

“走三桥”之俗，明代已有，据文献
记载，元夕妇女群游，祈福保佑。 一般三
五成群，最前面有一人手里持香，见有桥
处，互相牵手而过。

上海地处江南水乡，河道密布，水渠
纵横，旧时县城城墙周长仅 9 华里（合
5 公里多），面积不足 2 平方公里，而城
内就有肇嘉浜（今复兴东路）、方浜（今
方浜路）、侯家浜（今侯家路）、乔家浜

（今乔家路）等众多河流，仅在肇嘉浜上
就有曹家桥（今曹家街口）、庄家桥（今
庄家街口）、虹桥（今望云路口）、阜民
桥（今光启路口）、鱼行桥（今灵济街
口）、蔓笠桥（今抚安街口）等十几座小
桥， 在方浜上也有西马桥 （今西马街
口）、 东马桥 （今松雪街以东原有东马
街，已废）、广福桥（今广福弄口）、陈士
安桥（今旧校场路口）、馆驿桥（今馆驿
街口）、如意桥（今安仁街以西）、葛家
桥（今协大祥号西侧）、长生桥（今四牌
楼路口）、益庆桥（今宝带弄口）等十余
座桥，平均不到 200 米的河段上就有一
座桥， 有的间距近百米内就有一桥。 所
以，当时上海人要跨三座桥何其容易。

不过，城里人“走三桥”大多会选择
走小东门外的学士桥（又称“陆家石桥”，
旧有“沪城八景”中“石梁夜月”即指此
桥）和城内的长生桥、如意桥，因为这三
座桥名称寄寓———升官、长寿、吉祥，犹
如“福禄寿”三星一般护佑人生。

相关资料中写道：“正月十五夜野
行，须经过三桥，名曰‘走三桥’，度民、
裕民两桥皆新建之石环洞桥。 ”按诗文
所记， 当时苏家桥尚未改建为石拱桥。

苏家桥即今日闵行区浦江镇的苏民，是
陈行公路折弯处的一个小集镇 （近苏
召路口），因清代中叶有苏姓定居而得
名， 旧隶南汇县，1950 年划归上海县。
据志书记载， 苏家桥在 1921 年由木桥
改建为石环洞桥，并更名“苏民桥”，至
此，周浦塘一带妇女才算真正能“路迢
迢”了。

随着上海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农耕
时代产生的风俗很快受到了冲击。 到清
末民初，上海城厢内外填浜筑路盛行，三
桥再也不能随便走得到了， 现在早已在
人们的记忆中淡化，趋于消失。

不过， 许多上海人仍保持着一种与
“走三桥”相似的习俗，就是在新生儿满
月的那天， 孩子的长辈会抱着小孩去过
三座桥。

龙灯群舞

元宵节除了看花灯、猜灯谜之外，在
上海还有两种与众不同的“灯”。 清代张
春华《沪城岁时衢歌》里有一首这样描
绘道： 艳说年丰五谷登， 龙蟠九节彩云
蒸。 瞥如声涌惊涛沸，火树千条抢滚灯。

开埠以前的上海只是一个中等的县
城，元宵的灯与苏州、松江等大地方难以
相比。 不过，上海元宵灯节自有其特点，一
种是制成有头有尾的“龙灯”，由多人舞
动，舞龙灯的队伍由“灯牌”引导，灯牌上
写有“五谷丰登清民乐”；还有一种用竹
篾编制的形如球状的灯，叫作“滚灯”。

在江南地区， 元宵还有一个特别节
目，叫做“迎紫姑”，上海人又叫做“接
坑三姑娘”。

紫姑，又称厕姑、针姑或箕姑，真名
叫何媚，南朝时山东莱阳人，嫁与寿阳人
李景为妾，但不被正室所容，经常被派去
做打扫厕所、猪栏之类的苦活，即使在正
月十五团圆之夜，李全家合家团圆，一派
喜庆吉祥，而何媚仍在厕所打扫，由此悲
愤而死。 人们十分同情她， 每年正月十
五会祭拜她。 而后来的记载将其神化，
称上天封她为“厕神”。

以前上海农村地区如厕使用马桶，
家家户户的宅边上设有一坑缸， 如在其
上搭建一简易草棚，则称为“坑棚”，如
今还有一些老人会把厕所称为 “坑棚
间”，应该出典于此。可能上海人也不知
道以何为据，以为紫姑排行老三，所以叫
做“坑三姑娘”。

“接坑三姑娘”的风俗，早于上世纪
30 年代在上海市区基本绝迹了，而在郊
区直至 60 年代仍有流行。 如今，可能只
有年近古稀的郊区老者还依稀记得旧时
迎紫姑的场面了吧。

（图溯上海、上海发布）

图片来源：站酷海洛

清清朝朝宣宣统统年年间间
《《图图画画日日报报》》所所绘绘的的““走走三三桥桥””

清清朝朝宣宣统统年年间间
《《图图画画日日报报》》所所绘绘的的““闹闹龙龙灯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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