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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韩兵老哥闲逛“狗市”（相当于早
市），购得一枚类似于铜钱的圆形方孔货币，
上面铸有文字：正面是“天策府宝”，背面为

“第廿三”。他告我说这是“酒令钱”，对于我
一个酒文化历史知识的小白来说，还是第一
次听说。带着对酒令钱的兴趣和对酒文化历
史知识的渴望，查阅资料、分析史料、详解文
字，终于对“酒令钱”有所了解。

“天策府宝”渊源。“天策”一是指星名，传
说殷高宗之相，死而 神於此星；二是指帝王
的谋略，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庾信在《奉和平邺
应诏诗》：天策引神兵，风飞扫邺城。阵云千
里散，黄河一代清。首句描述了天策军引领
着神兵威武的景象；三是“天策”也指名号，唐
高祖武德四年加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并置
天策府。天策府这一文学或荣誉称号性质的
机构好像起源于唐代高祖时，唐高祖武德四
年（621年）十月，高祖因“秦王李世民功高盖
主，当代官皆不足以称之，特置天策上将，位
在王公上。”李世民被封为天策上将后，开天
策府，置官属；又“延四方文学之士”，置十八
学士。当时，凡被选为十八学士之人，均为天
下人所仰慕，称为“登瀛洲”。这枚酒令钱是

否出自隋唐？还需要进一
步考证。

何为酒令钱？也叫“宫
中行乐钱”，酒令钱的种类
很多不止上图一种。西汉
早中期所铸的酒令筹码钱，
汉代酿酒业发达，饮酒之风
极盛，已经成为汉代人饮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
活跃饮酒间的热闹气氛，宴
饮时还经常伴随一些娱乐
活动，以此来助兴。汉代人
在继承以往饮酒习俗的基
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一系

列独特的饮酒习俗，为中国丰富的传统酒文
化增添了异彩。

酒令钱游戏玩法，没有确切的记载。笔者
认为：取若干枚酒令钱，由宴席贵宾点出“何人
持二十一”背“二十一”的酒令钱便饮酒一杯。
根据上述酒令钱的存在，足以佐证酒令游戏的
真实性，钱文顺时旋读，背面有数字，应该是由
若干枚配套的酒令钱相组合，类似于扑克牌。
可以想象当时的饮酒者每人盲抓一枚酒令筹
码钱，最后持“二十一”者或罚酒、或唱诗附和，
大家可以想象，畅饮的热闹场面。

何为酒令？酒令从古到今，流传着许多
饮酒时所玩游戏形式的酒令。这些游戏分别
有其相应的令具，都有相应的玩法、原理和过
程，大多数要利用人的智慧、语言以及文学功
力。这些游戏酒令从设计到应用，使酒席筵
除互相交谈外，出现了特殊的动作和声响，使
酒宴上安静中带着热闹、祥和中藏着活跃。
主要酒令游戏有：射覆、猜拳、飞花令、骰子、
骨牌等。

曹雪芹所著《红楼梦》中有许多描写筵席
和酒令游戏的片段。席间饮酒必然行令，第
62 回为宝玉庆生就有一段精彩描写。玩酒
令前要先确定玩什么令，比如：酒桌上人多口
杂，玩什么酒令？众口难调。如何确定玩什
么酒令？书中描写是采用抓阄方式确定。曹
雪芹重点描写了酒令“射覆”的玩法。原话是
这样说的：“射覆从古有的，如今失了传，这是
后人的，比一切的令都难。……湘云便说：

“根据所覆字，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诗，一
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还要一句时宪书上的
话，总共凑成一句话。酒底要关人事的果菜
名。”众人听了，都笑说：“惟有他的令也比人
唠叨，倒也有意思。”便催宝玉快说。宝玉笑
道：“谁说过这个，也等想一想儿。”黛玉便道：

“你多喝一盅，我替你说。”宝玉真个喝了酒，
听黛玉说道：落霞与孤骛齐飞，风急江天过雁
哀，却是一只折足雁，叫的人九回肠，这是鸿
雁来宾。说的大家笑了”。“黛玉又拈了一个
榛穰，说酒底道：榛子非关隔院砧，何来万户
捣衣声”。

从黛玉、宝玉所赋的酒令中，可以看出他
们所掌握的诗词、曲牌、韵律等知识非常丰
富，说明接受过很好的教育。令中“落霞与孤
鹜齐飞”，出自唐代王勃《滕王阁序》。“鹜”，野
鸭，这里指大雁。“风急江天过雁哀”，出处
不详。“折足雁”，骨牌名。“九回肠”，曲牌名，
原意形容愁极。“鸿雁来宾”，旧时指二十四节
气中的寒露。“来宾”，作动词用，飞来旅宿的
意思，其余是衬字。这几句是说，孤雁与落霞
一起飞向远方，江上风急，雁鸣声哀，一只断
足孤雁，叫得人愁绪萦回，秋已深，鸿雁都飞
来旅宿了。再说酒底。因席上有榛子，黛玉
便信手拈来。“榛子非关隔院砧，何来万户捣
衣声?”榛子是榛树的果实，如栗而小，可食。
砧是捣衣石。“万户”句，出自唐代李白乐府诗

《子夜吴歌·秋歌》，描写长安妇女秋夜捣衣、
心系远人的不尽情思。“榛”、“砧”二字，音同
而义异，所以说：席上的榛子与隔院的捣衣石
砧无关。此类酒令非常人能玩，需要掌握一
定的文学知识。

晋代王羲之所著《兰亭集序》，该篇序言
记录了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与友人谢安、
孙绰等人在山阴的兰亭雅集，饮酒赋诗之时
并作序文一篇，记述流觞曲水一事。序中“曲
水流觞”：觞：古代一种盛酒器皿；曲水：弯曲
的水道。把酒杯放在弯弯曲曲的水中顺水漂
流，酒杯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取杯喝酒，这是
饮酒行令的又一种方式，后来发展成为文人
墨客诗酒唱酬的一种雅事。

上述酒令都属雅令，民间常见的是划拳，
至今一直活跃在民间酒桌上的经典互动游

戏。划拳时，每次两人对决，两人同时出拳，
同时猜两人数字之和，猜对的获胜，输的一方
喝酒。划拳口诀很多，甚至不同的地区都有
自己的方言划拳口诀，但是一般情况下，口诀
的第一个字或第一个字的谐音就代表一个数
字。比较经典的划拳口诀：哥俩好、四季财、
五魁首、六六顺、七个巧、八仙到、九长久、全
来到等等。还有一种更简单的两人对决，用
筷子互相敲击，也有口诀：老虎、杠子、鸡、虫
子，定输赢的方法是：在敲击筷子的同时说出
一种动物，比如甲说老虎，乙说杠子，则为乙
胜。这个酒令简单便捷且大众化，酒足饭饱
后再划拳，大声吆喝说酒令，胸中酒气能瞬间
喷出胸腔，还有助于酒的消化。

酒令原是民间酒席上的一种游戏，尽管
方式不一，都是为了增添热闹气氛。古代的
王侯将相、豪门贵族、文人学士可以行“雅
令”、“筹令”；布衣平民、下里巴人则可掳袖
猜拳取乐。中国酒令历史悠久，汉代饮酒行
令在士大夫中亦比较流行。曹雪芹《红楼
梦》的酒令篇幅较多，可见当时酒令已在社
会上流行，以至于文学家都把它写进了著作
之中。酒令大都比较雅趣，知识面很广，上
自天文地理，下至文人轶事，无所不涉，娱乐
色彩很浓，后世的酒令均仿效了这一特点，
且饮酒、罚酒还带有一定的强制性。直到今
天宴席上饮酒行令都不多见，一是人们生活
节奏加快，闲暇饮酒的时间较少；二是多演
变为劝酒令和敬酒令，晚辈向长辈敬酒、学
生向师者敬酒等。三是现代生活中人们学
习的范围较广，不在专学四书五经，而是天
文地理，数学外语都在学。所掌握的诗词歌
赋在行酒令时不能超常发挥，比如飞花令，
如果大脑中没有足够的储备，几圈下来，就
会词穷理绝。

喝酒行令既是古人好客传统的表现，又
是他们饮酒艺术与聪明才智的结晶，不但能
增加酒宴上的乐趣，还能增加许多有益的知
识。不但能增加朋友之间的感情，还能拉近
陌生人之间的距离。随着人们生活方式和节
奏的加快，饮酒形式的不断变化，酒令也会进
一步丰富和发展，我们要将酒令文化当作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

从酒令钱说起
□ 李世义

台上演员们以独特的韵律唱腔尽展功
力，台下观众们在如醉如痴中里感受艺术人
物的悲欢离合。初冬的下午，孝义市碗碗腔
剧团演出厅内，上演的一出出碗碗腔选段，让
慕名前来的市民在感受到非遗文化的美好，
领略了独特地方戏曲的魅力。悠扬的唱腔、
动人的表演，让观众们过足了戏瘾，演出现场
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过节不听碗碗腔，酒肉再好也不香”，时
至今日，孝义、汾阳一带仍广泛流传着这样对
碗碗腔艺术的真挚赞美之声。碗碗腔是山西
孝义的地方剧种，这一原为孝义纱窗皮影戏
曲调的古老曲类，因有一个“碗碗”状的铜铃
参与伴奏，终以“碗碗腔”之名享誉四方。

碗碗腔老艺人们介绍，碗碗腔唱腔结构
属于板腔体，唱句一般为七字句、十字句，偶
尔也有五字句、八字句和十二字句的出现。
碗碗腔的唱腔真假声混用，腔调细腻绵长，沁
人心脾。

而碗碗腔的伴奏乐器更具特色。碗碗腔
的表演过程中，演员用左手持细铁棒敲击“碗
碗”，右手灵活地打着“节子”，悦耳的铜铃声
和清脆的木击声相互配合，时快时慢、余音绕
梁。孝义碗碗腔的伴奏乐器还有月琴、节子、
铙钹、鼓子、手板、胡呼、二股弦等等，后又增
加了扬琴、笛子、大提琴等乐器。

据了解，孝义市碗碗腔剧团前身为孝义
县革命文艺宣传队，剧团现有演职人员 60余
名，45周岁以下中青年演职人员占比 85%，每

年平均演出场次达 250 余场，惠及观众 10 万
多人次，拥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2名，省级传
承人 2名，吕梁市级传承人 7名。

作为国有专业文艺院团，进入新时代以
来，孝义市碗碗腔剧团紧紧围绕“举旗帜、聚

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推动稀有戏曲剧种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卓有成效。今年新排演了乡村振兴题材碗碗
腔现代戏《酸枣沟》，讲述了酸枣沟人民投身
乡村振兴、立志改变家乡面貌的生动故事，反

映吕梁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时代精神。
据悉，为使碗碗腔艺术基业长青、后继有

人，去年以来，孝义市已经与吕梁艺校签订了
80名艺术人才的培养合作协议，首批孝义碗碗
腔班53名学员现已入学，正在稳步成长之中。

碗碗腔《酸枣沟》表演现场

酒令钱正反面

孝义市碗碗腔:神韵悠远曲飞扬
□ 梁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