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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4月1日，是西方的民间传
统节日愚人节。和其他节日不同，
这一天并不是要纪念愚人什么的，
而仅仅是人们自发地借机和周围的
人开开无伤大雅的玩笑，把在平时
绷得太紧的神经放松一下。

美国联邦政府和私人企事业
单位都未把愚人节列为休假日，若
不是赶上周末，您被告知在愚人节
这天您不必上班，可以在家休息，
那麽，您不是被炒了鱿鱼，就是被
人愚弄了一把。

愚人节的起源
由于愚人节不像其他一些节

日那样，由教廷或政府颁布敕令或
法令来纪念某一重要人物或事件，
因此，它的起源是相当模糊的。据
说，愚人节起源于法国。实际上，
这个轻松的节日起源于一个挺严肃
的历史事件，即中世纪欧洲的历法
改革。

在中世纪时，多数基督教国
家都使用公元前46年恺撒所颁布的
儒略历（the Julian Calendar），但
是，这种历法随着天文学的发展被
证明愈来愈落伍了。

于是，改革历法就被提到日
程上来。1545年，天主教的特伦特
（the Council of Trent）会议批准
了历法改革一案。

1582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
十三世（Pope Gregory XIII）正式
颁布其所制新历，史称格里高利历
（the Gregorian Calendar），就是
我们现在使用的阳历。

新 历 颁 布 后 ， 有 些 国 家 接
受，有些国家则抵制，当然，后来
那些有抵触情绪的国家也逐渐采用
了新历。苏格兰是在1660年代，德
国、丹麦和挪威是在1700年代，而
英格兰直到1752年才改用新历。

1564年，早在格里高利历正式
颁布前，查理四世在法国就率先采

用了新历，引来不少麻烦。愚人节的出现也就是这些麻烦引
起的。

按儒略历计算，每年有八天是过年的时间，从3月25日
开始，一直过到4月1日。这期间，也跟咱们现在过年似的，
教会的各级领导除了认真总结过去一年来的光辉业绩，展望
新的一年的光明前景之外，也不失时机地利用过年搞搞团
拜，联络联络感情，该吃吃，该喝喝。每年还都弄个联欢会
什么的，歌星大腕的请来一批，载歌载舞，热闹非凡。

那时候交通不是很发达。即使在过年这个黄金周里，
去欧洲附近国家旅行的都不多，更甭说去什么新马泰了，绝
大多数人过年期间都呆在家里找乐儿。4月1日这天是过年的
高潮，人们习惯上要在这一天互相赠送点儿过年礼物表示祝
贺，意思有点儿像咱们大年初一串门拜年似的。

但是，新历冷不丁地把过年的日子挪到了1月1日。好家
伙，这一差就差了三个来月。这么一变，好多人都找不着北
了。甭说日子变了这么多，就是时间变一点儿都会给人带来
诸多不便。

我所在的印第安纳州以前就没有夏时制的变化，据说
最早也实行过，但是，人们老是记不住，反而造成麻烦。因
此，州议会立法，来个以不变应万变。前几年，州议会又通
过了决议，重新实行夏时制，省得老让人家说俺们印第安纳
人是“土老帽儿”。虽然时间上跟其他州接轨了，老百姓还
是对改变时间的事不习惯。这不，上星期把闹钟往前调了一
小时，好多人早起上班，没睡够觉，星期一上午的交通事故
明显增多。打着瞌睡开车，能不撞车吗？我不知道这夏时制
到底能节约多少能源，但给人们带来的不方便则是非常明显
的。

中世纪的人思想本来就偏于保守，您说，人们本来按
部就班，该干嘛干嘛，日子过得好好的。教会一声令下，日
子都变了，能一下子就习惯吗？不但法国出现这种问题，欧
洲许多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老老实实过日子的人反对这种
改革，稀里糊涂过日子的人也不重视这种改革。4月1日这一
天，咱照样过咱的年。

一开始，大家对此也无所谓，等到多数人都使用新历
法了，您还按照老黄历在4月1日给人拜年送礼，就显得不那
么“与时俱进”，多少还透着点儿迂腐了。

于是，一些好找乐子的人就开始捉弄起这些人来。每到
4月1日这一天，他们就提溜几瓶特优香槟干邑什么的，假模
假势给这些人拜年，打开瓶盖，没喝几杯，怎么全出溜到桌
子底下去啦？过年一高兴，也忘了品了，哪是什么香槟干邑
呀，都是“二锅头”！

还有的人被邀请参加新年联欢会，等到他们穿上节日盛
装赶到会场，才发现是白跑一趟。这些上当受骗的人还被人
嘲笑为“四月傻瓜”或“上钩的鱼”。从此，人们在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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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瑞（John Hockenberry）在其主持的节目中报道说，前总统
尼克松已经决定复出，参加总统竞选活动。他的新的竞选口
号是“过去我没做错任何事，今后我也不会再做错事。”节
目还播出了尼克松此次竞选演说的片段。

美国人对尼克松的印象不是很好，听众闻讯后，一下子
炸了窝。怎么着，被赶下台的前总统又想搞资本主义复辟不
是？于是，很多听众抄起电话就向电台询问，并且表示极大
的震惊和愤怒。约翰·豪肯白瑞乐了，没等节目播完，赶紧
宣布这是个愚人节玩笑。听众一算日子，可不是嘛，今儿是
愚人节！不但气消了，还觉得是一乐儿。

虽说媒体经常扮演愚人节愚乐活动的主角，但媒体也有
被愚的时候。

美国有个叫宙伊·斯盖格斯（Joey Skaggs）的家伙，专
门以愚弄媒体为乐趣。他曾多次忽悠媒体，成为全美“臭名
昭著”的愚人节大忽悠。

2000年愚人节前夕，他又发了一条消息，预告纽约举办
的第15次愚人节游行的活动内容。游行队伍中有表现纽约、
洛杉矶、西雅等城市的警察滥用暴力腐败无能主题的彩车经
过第五大道，还有耗资甚巨的以火星为主题的彩车，......等
等。美国有线电视和福克斯电视台火速派人前往拍摄播报游
行活动盛况，到那一看，连个彩车的影儿都没见着。缓过劲
儿来才明白，自己叫人愚了一把。

我也被涮了一把
除了这些公众的愚人节玩笑，朋友之间，在愚人节时也

常开玩笑，好多情形都是愚人自娱。记得刚来美国的时候，
我也曾当过一次愚人节傻瓜。

那时候，留学生的汽车都不是很好，许多人的车差不多
是“除了喇叭不响哪儿都响”，因而出事的机会就多。谁的
车坏路上了，同学朋友一般都会义不容辞地赶赴现场帮忙。

一天下午，我突然接到朋友一个电话，说他的车坏在
城里了，叫我赶紧过去帮一把。放下电话二话没说，我就驾
车杀向芝加哥城里，到了他告诉我的地方一看，没车没人，
只好围着那块地界兜圈子。兜着兜着就觉着有点儿不对劲
儿，一算日子，今儿正是愚人节呀！这才大叫不妙，想立刻
返航，已经晚了，正赶上下班时候堵车。我对城里的道儿也
不熟，堵着堵着就把油箱里的油耗干了，只好把车停在一个
不能停车的地方看着。那时候没手机，也不敢离开车去打电
话，只好坐在车里等警察。这时候你想着警察了，警察倒没
工夫搭理你了。

到吃晚饭的时候，我的那位朋友又给我打了个电话，本
想着取笑我这个“四月傻瓜”，但听说我现在还没回来，又
联系不上，他也急了。饭也没吃，开车就往城里跑，总算在
天黑之前找到了我。这家伙帮我灌好油，又在唐人街请我吃
了一顿饭，一个劲儿地赔不是。您瞧这个玩笑开的。

愚人节节目还是得讲点分寸
玩愚人节的骗人把戏，多少还是讲点儿分寸的好。有的

愚人节玩笑就让人感觉不是很舒服。
前几年布什还在台上的时候，有一次《华盛顿邮报》报

道说，著名男性时尚杂志《MAXIM》将在4月号杂志中刊登
布什总统两名双胞胎女儿仅穿内衣的性感艳照，一度引发巨
大轰动。该杂志正式出版后，果然大篇幅登出布什总统两位
千金的“艳照”。但杂志同时指出，这张照片是利用100多张
照片用电脑精心拼接合成的，纯属“愚人节玩笑”。在照片
旁的一个红色圆圈中，醒目地写着“100%%伪造”字样。不
知怎么，我就觉得这个玩笑开得忒没水平，有点儿恶俗的意
味。即使你不喜欢布什，人家闺女招你惹你啦？

                                                            （下接第5版 →）
                              （图片摘自网络）

便互相愚弄，寻开心。反正4月1日也不过年了，玩玩儿这种
无伤大雅的恶作剧获得的乐趣也不比过年差，因此，它就慢
慢地演变成在法国流行的风俗。

时间一长，人们又为自己多创造出一个生产快乐的节
日。愚人节时，人们常常把自己的家布置得像过新年一样，
来了客人，假模假式地祝贺他们“新年快乐”，大伙儿一起
冒傻气，逗闷子，别有一番情趣。

18世纪初，愚人节习俗传到英国，接着又被英国的早
期移民带到了美国。于是，愚人节就成为欧美国家的一个民
俗节日。到了这一天，人们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编
造出一些谎言，去哄骗、取笑、愚弄别人。只要你做得不过
分，连被愚弄的人都会享受到一种被愚弄的“乐趣”。

但是，开玩笑也要看有没有水平，玩笑开得水平高，是
一种通俗艺术的享受；反之，不但令人兴趣索然，有时还会
招惹麻烦。  

  

喷一脸的“牛西红柿”和“热狗”
每当提起愚人节玩笑，我总会想到牛西红柿的故事。记

得改革开放后，报上介绍了一项轰动一时的科研成果——牛
西红柿。说是德国一所大学的教授将西红柿的细胞同牛的细
胞杂交，种植成功牛西红柿，其维生素C的含量比原来的西
红柿高出几十倍，而且，还富集高蛋白，是肉菜合一的优良
品种。

这条消息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不小的震动。那时候刚刚打
开国门，睁眼一瞧，嚯！和人家先进国家一比，咱真是落后
了一大截。咱这儿要吃牛肉西红柿，又得买西红柿又得买牛
肉，还必须把两种东西炒成一盘菜，人家却合二而一，吃个
西红柿，跟嚼酱牛肉似的，维生素和高蛋白全有了。要是全
国人民都吃上这种西红柿，就不用养那么多牛啦。

于是，国内媒体竞相报道这一划时代的科研成果，给我
们那个科学的春天增添了一道色彩绚丽的风景线。为了尽快
让全国人民吃上牛西红柿，据说，还有专业技术人员不远万
里，专程前往德国去拜访那位发明了牛西红柿的教授，结果
扑空。人家那根本就没有这么个牛教授，后来才知道，那是
英国的《新科学家》杂志制造的“愚人节”幽默。

这种幽默对于刚刚经历过打鸡血，喝凉水，甩手疗法，
饮红茶菌的国人来说，的确新鲜。《新科学家》杂志这么一
忽悠，正经叫国人激动了好一阵子。

多年后，我在美国买西红柿苗，还真见到了牛西红柿。
这几年春天种菜的时候，我都对牛西红柿情有独钟，说什么
都要买几棵种在后院，不图别的，就是看着好玩儿。

说到牛西红柿的故事，我总会联想起“热狗”。二者
有什么关系呢？当然都和吃有牵连。也是改革开放的初期，
领导干部出国考察的比较多，学习先进国家的先进经验嘛。
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的领导，带着一箱方便面随团到美国考
察。等把方便面吃完了，就只好精打细算地买美国食品果
腹，以便把不多的饭费省下来买个照相机。领导肯定不懂英
文，可能翻译也是二把刀，一行人在芝加哥湖边大道上的一
顿热狗把对美国的
美好印象给打破了。

这位领导回来给单位做访美报告时说，美国这个年轻的
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先进，纽约芝加哥的大楼倍儿高，哪栋大
楼都能进，根本不要介绍信。看起来，美国人也都挺傻的，
没什么阶级斗争观念。但是，美国人也有不少骗子。有一
次，我们一人买了一份热狗，没花多少钱，就能吃顿面包加
狗肉，值。可全吃完了，也没吃出一丝狗肉来。这美国的个
体户啊，骗人没商量，骗起人来，比咱们挂羊头卖狗肉的还
彻底。我一看日历，还没到四月一号啊？朋友说了，向毛主
席保证，这事儿千真万确。可我宁愿相信那是一个愚人节的
玩笑。

虽然，牛西红柿是子虚乌有，但我们家却从此多了一道
看家菜，就是牛西红柿，虽然谈不上什么科研成果，但家里
人都爱吃。可有一样，我在美国从来不吃热狗，我怕吃着半
截儿想起这档子事喷出来。

西方愚人节节目
如果说牛西红柿一类的“谎言”愚弄了不太熟悉西方文

化的中国广大人民群众，那么，生活在西方的人就有对愚人
节玩笑的免疫能力吗？回答显然也是否定的。

西方人过愚人节，大多都是借这个机会找乐子，拿名人
开涮，让大众开心，是愚人节常有的节目。

远的甭说，前几年，比尔·盖茨就叫人涮了一把。2002
年4月1日，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一家法语电台有两位
播音员决定在愚人节要找个比较精明难于欺骗的名人寻开
心，想来想去就想到了微软总裁比尔·盖茨。于是，他们打
电话给微软公司总部，说是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要
让盖茨接听克雷蒂安总理的电话。盖茨的助手也没多想就接
通了老板的电话。

盖茨一听是加拿大总理打来的，忙不迭地拿起听筒一
个劲儿傻笑。虽说盖茨腰缠万贯，财大气粗，但是，人家
大国总理亲自打来电话，也不敢怠慢。电话一通，假克雷
蒂安虽然英语说得不地道，但是妙语连珠，从两国经济形势聊
到Windows XP，把盖茨侃得晕头转向，受宠若惊。临了，“克
雷蒂安”还假装邀请盖茨有空儿来加拿大玩，盖茨当然是欣
然接受。多大的面子呀！等盖茨醒过神儿来一看新闻，自己
和“克雷蒂安”电话聊天那时辰，人家正在会见外国政要呢。

西方人过愚人节的时候，媒体常常扮演愚弄大众的角
色。92年的愚人节，美国公众广播电台的主持人约翰·豪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