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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打更”

林晁章

中国人民很早就富有时间的观念。古代把时刻叫做更，分一夜为五更，敲响

竹筒，依着时晨报时，叫做打更，所谓“三更灯火五更鸡’’形容一个有志之士

夜读苦学，多有意思啊。打更的具体规定是：晚上六点起更，起更有“日落西

山”“金鸡拍翼”……等几种起更调，意思是报给人们知道夜幕开始了。晚上九

点打二更，那时更佚边打边走边叫：“小心火烛，夜防贼盗，关好前门，顶妥后

屋”。十二点打三更，下半夜三点打四更，六点打五更。打五更后约一刻，便连

续打一阵散更鼓，好象提醒人们天亮了，准备好明天的工作吧!上述晚上六时起

更，是按冬季日短夜长而定的；若属春夏日长夜短的季节，起更与散更则两头

有别。起散时间一般不强调准确，惟有根据季节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