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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身穿蓝褂的小厮从雾中走过来， 只见

他用绳子斜跨着梆子夹在胳肢窝里， 左手提着

铜锣和灯笼， 右手持一根木棒， 边敲梆子边走

边喊： “天干物燥， 小心火烛。”

此时已经二更天了， 小镇寂静无比， 唯独

小厮的打更声回荡在大街小巷。

这样的场景， 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中看到，

可古人为什么要打更呢？ 打更人属于什么工作

范畴， 又由谁来给他们发工资呢？

打更人是怎么来的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 时间对

于人们的行为规划都有着不可或缺

的意义。 现如今， 手表和手机都可

以帮助人们准确地判断时间， 工作

和生活才会按部就班进行下去。

但在古代， 人们并没有实时确

定时间的工具， 所以他们的生活很

容易被影响。

白天的时候大家还可以看看太

阳， 比如通过观察阳光落在杆体上

的投影方位来判断时间， 然后再根

据自身情况调整好生活作息。 可到

了晚上就很难判断了， 有经验的人

可以通过天上的星象来判断时间，

但大多数老百姓是没有这项技能

的。

其实在古代已经有辅助判断时

间的工具了， 比如说滴漏和燃香，

可它们价格昂贵， 一般只有富贵人

家才能用得起， 所以百姓们非常依

赖“打更”。

在深夜敲锣、 打梆子报时就是

打更， 它是中国古代民间的一种夜

间报时制度， 相传还有驱鬼纳福的

作用。 而负责打更的人， 便是“打

更人” （也被叫做“更夫” “持更

人” “值更人” “支更人” 等等）。

他们的工作看似非常简单， 但只有

真正走进他们的生活后， 才知道一

声声“天干物燥， 小心火烛” 的背

后有多么心酸。

更夫最早起源于先秦时期的

“鸡人”。 当时受发展水平的影响，

司时制度并未在先秦完成， 那个时

候人们是靠听鸡鸣来判断时间的。

《史记·孟尝君列传》 中曾记载

了孟尝君逃亡时的一件趣事： 驻守

函谷关的士兵必须听见鸡叫才能放

人出关， 孟尝君的一位朋友刚好会

鸡鸣， 于是引得所有鸡都提前叫了

起来， 士兵们只好把人放了出去，

孟尝君这才顺利逃脱了秦人的追

捕。

而那些了解鸡的习性、 擅长听

鸡鸣来判断时间的人， 就被称之为

“鸡人”， 他们在宫廷中也被当做报

时者。

后来随着司时制度的完善， 民

间也有了守夜报时的人， 于是就出

现了我们所说的“更夫”。

更夫是古代最苦的职业之一，

他们全年无休、 无论春夏秋冬还是

刮风下雨都要工作。

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装备， 右

手提着马灯或灯笼， 小拇指上勾着

铜锣， 胳肢窝里夹着梆子， 右手拿

着个木棒。 到了下雨天， 他们还会

穿上蓑衣、 披上斗笠， 边走边敲。

更夫是怎么打更的

那么打更人是怎么判断时间的

呢？

对于更夫们来说， 他们会用极

为古朴的方式对时间进行把控， 每

到夜晚来临， 他们就会观察滴漏或

者燃香来进行计时。 这也意味着打

更人整晚都不能休息， 必须聚精会

神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晚上 7 点， 他们开始执第一班

勤。 更夫在自己的区域内敲打柝， 节

奏一慢一快敲打 3 次。 对于现代人来

说， 晚上 7 点或许刚刚下班， 但在古

代不同， 他们受生产力的影响， 一直

保持着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习惯。

晚上 7 点钟时， 街上几乎没人闲

逛了， 他们第一次打更， 也是提醒大

家早点回去休息。

两小时后， 他们开始第二次打

更， 这次的节奏是先打一下再打一

下， 要连打很多次。 晚上 9 点左右，

古人已经开始准备睡觉了， 他们没有

夜生活， 晚上就是用来休息的。

这时候更夫就开始喊了： “天干

物燥， 小心火烛！” 因为古时候没有

灯， 晚上人们都会点燃蜡烛， 蜡烛是

明火， 古时候的房子又都是草木建

材， 所以很容易引起火灾。

一些王公贵族家的木材， 可能还

会刷一层防水阻燃的漆料， 但老百姓

就没这个待遇了。

宋代宿州有一年发生了大火， 一

夜之间烧毁了万余座民舍。 还有一

年， 临安发生了大火， 有 3 万家民舍

被烧成灰烬。

晚上人们都在熟睡， 等发现火势

时火灾往往已经失控， 而打更人除了

报时之外， 还要提醒人们吹灭蜡烛、

关好门窗， 提前防患于未然。

如果打更人在打更的过程中发现

了火情， 只要敲响手中的铜锣， 大家

就会起来一起灭火。

晚上 11 点钟和凌晨 1 点钟， 更

夫会进行第三次和第四次打更， 这时

人们都已熟睡， 他们只敲柝不喊口

号。 第三次的节奏是一慢两快， 第四

次的节奏是一慢三快。

这个时候更夫要干嘛呢？ 俗话说

得好“何处难忘酒， 南洲盗贼多”，

古时候的治安比较差， 更夫要随时注

意有没有偷窃的小盗， 毕竟半夜是盗

贼们活动的最佳时机。

所以更夫在打更的同时， 还起到

了巡逻街道的作用。

有些更夫大半夜迷迷糊糊地看不

清东西， 如果不放心他们就会大喊一

声： “你干嘛呢？ 大晚上不睡觉出来

干什么？ 再乱跑我就报官了！” 目的

就是为了吓唬吓唬别人。

不过万一真遇到了强盗， 更夫会

不会有危险呢？

其实大可不必担心， 在夜间更夫

手中的锣就相当于“报警器”。

锣平常是不能随便敲的， 听到打

锣就是出事了。 打更人看到失火、 路

陷、 走水会一下一下地打锣并喊出灾

情， 远远地看到坏人会极速打锣， 要

是自己遇到危险就会将锣扔到地上，

急敲梆子跑路。

总之， 锣声越急促事越大， 要是

听到锣掉地上的声音， 那就是打更人

出事了。

而在凌晨 3 点时， 更夫会进行最

后一次打更， 此时更夫会提醒大家天

亮了， 该起来劳作了。

《朱伯庐治家格言》 中第一句话

便写道： “黎明即起， 扫洒庭除”。

古代人不像现代这样， 他们要早

起舂米做饭， 一家人吃了饭要下田干

活或上山砍柴。 古代人烟稀少， 去赶

个集卖农产品都要走远路， 说不定凌

晨出发到了集上就中午了。

所以古代若是没有打更人， 很容

易就会出现一些难以预料的事情， 老

百姓的生活习惯也会因此而混乱。 更

夫不光负责报时， 他还是守护这座城

市的“勇者”。

不得不说， 古人的智慧的确令人

佩服。

谁给更夫发工资

那么放到现在来说， 更夫属于什

么职位呢？ 是普通员工还是事业编？

由谁给他发工资呢？

其实官府有官府的更夫， 有钱人

家也有专聘的更夫， 还有走在大街小

巷上为老百姓服务的更夫。

官府的更夫分为两种， 一种是站

在谯楼上为全城服务的更夫， 谯楼是

城市里的高楼， 站得高看得远， 更夫

在上面更容易发现火情或盗贼。 谯楼

上有一个钟鼓， 敲击时远近都能听

见。

还有一种更夫是专门保卫官府用

的。 既然都是官府的人， 他们的工资

肯定由官府来承担。

大户人家由于住宅面积比较大，

通常会聘请更夫来保证夜里的安全，

防止走火和盗窃。 私人更夫一般由私

人支付工资， 他们的工作比较轻松，

也不需要走街串巷地去巡逻。

而那些徘徊在街上的更夫， 往往

都是些“兼职打更人”， 他们白天几

乎都有工作，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全

职”。 古代的生活比较落后， 所以百

姓为了维持生计晚上还会出来打更，

赚点零花钱。 但至于谁给他们发工

资， 目前还没有准确的说法。

无论怎样已经不重要了， 更夫曾

是古代社会中的底层人员， 他们用自

己的力量守护了一座城市。 放到今天

来说， 其价值也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的。

而随着百姓的生活水平逐渐提

高， 钟表也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开来，

“打更人” 也就在时代的前进中慢慢

消失了……

（来源： 艺述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