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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如何应对“消费节”？
每年临近“双十一”“双十二”“年末大促”这些购物节时，我们都在内心告诫自己：理性消费，不要被商家的

打折促销所迷惑。

然而，心里说着不要，手却很诚实，一不注意就又掉进了买买买的“大坑”里，真想穿越到古代，看看古人是

如何应对这些“消费节”的。

【购物车里都有啥？】

吃穿用度 柴米油盐 海淘

很遗憾，即使我们穿越到了古代，也还是“难

逃此节”，毕竟“能改变的是时间，不能改变的是

人性”。喜欢买买买的人，无论何时何地，本性难

移啊。

早在古代就有类似“618大促”“双十一”这样

的购物节，只不过这些购物节被统一称之为“重

日节”，如一月一的元旦、二月二的春耕、三月三

的上巳、四月四的夏凤、五月五的端午、七月七的

七夕、九月九的重阳……这些用来集中购物的节

日又被称之为“集期”，先秦时就已存在。

集期通常是在某个指定的交易场所，如“市”

“集”“墟”“场”“街”都是集期的产物，也就相当于

我们现在购物节使用的电商平台。

既然有了“平台”，那么古人的购物车里究竟

都有些什么呢？

于有些人而言，购物节又相当于奢侈品牌新

品发布会，那么他们的购物车里自然都是些奢侈

品。最频繁出现的是稀有纺织品，如丝绫、锦、绸、

缎等，但这些商品的昂贵不在于商品的本身，而

在于商品的增值服务。

他们喜欢穿高级私人定制，先选好面料，然

后根据体型以及季节，设计出相应的款式，再配

之以匠心独运的刺绣，绝对不会出现撞衫的尴

尬。你可千万别小瞧古代设计师，某一线奢侈品

牌去年推出的爆款桶包就与唐代彩绘女佣的随

身挎包撞了款呢。

珠宝也是某些人最爱的私人定制物品之一。

在购物节，很多商家接受“来料定制”，消费者提

供黄金珠宝等原材料，商家再通过设计，给消费

者打造一整套首饰，工艺非常精致。

当然，这些买家不会轻易满足于吃穿用度，精

神上的追求也是无限的，他们的购物车里还常常

有很多艺术品，如字画、瓷器、绝版藏书、乐器等。

不过更令人震惊的是，在唐宋经济繁荣时

期，在集期这个购物节里，买家们还玩起了海淘！

众所周知，古人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沐浴熏

香，谁要是有独特的香料，那简直是璀璨的富人

光环！

有需求，就有市场。在唐代有个名为冯若芳

的海盗，在嗅到了商机以后，专业打劫波斯的海

船，专攻香料，以独特的沙龙香水俘获万千女性

的心，从此发家致富，成为了购物节的海淘皇冠

卖家。

集期这个购物节，初衷是“致天下之民，聚天

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除了日常普通的集

市，如“早市”“夜市”“庙会”等，还有一个集市叫作

“穷汉市”，相当于现在的二手货交易平台，“九块

九包邮专区”，也就是老百姓买东西的地方。

他们同样会购买日常穿的衣服鞋帽，生活用

品，但更多的是食物。宋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

录》中写道：先数日，市井卖冥器靴鞋、幞头帽子、

金犀假带、五彩衣服。以纸糊架子盘游出卖。潘楼

并州东西瓦子亦如七夕。耍闹处亦卖果食种生花

果之类。

有趣的是，古今购物车的主人大多还是女

人。《醉翁谈录》就曾侧面描写过七夕节的乞巧

市，人多到“车马嗔咽”“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遏，

不得复出，至夜方散”，果真在买买买这件事上，

妇女永远顶起了大半边天。

【营销手段层出不穷】

直播带货 折扣 拉新

很多时候，原本我们并不是很想买东西，往往是因为商家的活动而

动了心，从铺天盖地的广告到打折促销，再到现如今的直播，很少有消费

者能够做到“全身而退”，殊不知这些商家的营销手段都出自古人的生意

经。

古代商家搞促销，浮夸的广告自然少不了，最有名的莫过于“吟叫”，

相当于我们今年最流行的直播购物。尤其是宋代商人，对于“吟叫”非常

有一套，高承就曾在《事物纪原·博弈嬉戏》中有过记载：京师凡卖一物，

必有声韵，其吟哦俱不同，故市人采其声调，闲以词章，以为戏乐也。今盛

行于世，又谓之吟叫也。

在京师，只要有市场，就必定有叫卖声，而这些叫卖声都各有特点，

讲究文案与音律，比起我们“五块五块，清仓大甩卖”以及某拼购平台洗

脑的主题曲，内涵与格调都不知上升了多少个台阶。

当然，广告再浮夸，价格没有优势也是万万不行的，毕竟我们都想在

这些促销活动里买到物美价廉的产品，这才不辜负我们因深夜“剁手”而

长出的黑眼圈。

古人怎么会不知道这些？

有古语叫作“贪三廉五”，出自《史记·货殖列传》，大概意思是作为商

家要大气，贪图利润的人只能赚取30%的利润，而讲究薄利多销的人，却

能赚50%，所以很早之前就有了“削价”，又名“降价”。

“商业之父”范蠡曾在接受财经节目访谈时，划出了重点：贵出如粪

土，贱取如珠玉。

在商品值钱的时候，一定要加强推销，赶紧出手，商品一旦过气，只

会变得分文不值。正因如此，商家们的打折促销、优惠折扣才会如此疯

狂！

除去广告、打折这些营销手段，古代商家对自己也有目标与任务。单

靠老客户可不行，必须要有持续不断的新顾客，商家才能有未来。现代互

联网电商平台有个词叫“拉新”，即用各种促销满减优惠券或者礼物吸引

新顾客，为了使目的不太明显，年年都会设计新游戏，而古人除了发放

“红票”以外，也会设计游戏，最有名的莫过于“关扑”。

关扑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抽签转盘摸奖，用预售商品作为彩头，按照

约定的方式，如转盘、抛铜钱、套圈，只要投中了就可以免费或低价得到

商品。这种营销方式恰好抓住了大众贪便宜的心理，甚至让人上瘾，很多

人沉迷于此，危害程度极高。于是宋代政府对此进行了限制，只允许在

“元旦”“寒食”“冬至”3天使用，其余时间一律算作“非法赌博”。

看来，古代商家玩起营销来，也是丝毫不手软。

【服务全方位】

7天无条件退款 快递送货上门

在古代，清空购物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毕竟

想买的东西无限，钱包有限。为了促进销售，古代商

家也支持信用卡、花呗等付款方式，也就是传说中的

赊账。

古代的赊账与我们一样，通过考核个人的资产

收入等情况，决定赊账的额度与期限。很多古代富人

出门就没有付钱的习惯，因为是大户人家，住哪儿，

做什么的，整个城都知道，消费只挂账，到了月底，商

家整理好账单，提供上门收款服务。所以于富人而

言，赊账又叫月结。

而一般老百姓没有雄厚的财力，自然不能像富

人那样直接月结，购物节里看上了大件，又没法付全

款，于是就选择了账单分期。与商家商量分期的期数

以及每期还款利息，再将自己暂时用不着的贵重物

品作为抵押，以此实现“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

若是在购物节，遇到买家不够给力，古代商家还

有一个服务叫“撤暂”，不管买家需不需要，一律免费

试吃试用，相当于我们现如今的七天无条件退换。因

为成本的原因，所以撤暂这样的服务多用于食品类。

既然购物车加满了，促销的红票拿到了，没钱结

账的尴尬也解决了，剩下来的就是送货问题。

在古代购物节买买买以后，需要对包裹朝思暮

想么？

当然需要，毕竟古代购物节当天门市与摊位的

面积都是有限的，货品不一定都会陈列出来，仓储空

间也极为有限。所以，一般商家都会有免费送货上门

的服务，在古代又被称为“送利”。

这个由商家免费送货上门的服务多用于古代购

物节的现货，而更多的古代人会选择期货，也就是下

了订单，付了预售定金，待商家把货制作完成后，才

可收货。

往往，这样的期货都会十分贵重，作为商家，不

得不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民间的快递公司，也就

是传说中的私人镖局，因为驿站只允许官方使用。

古代的私人镖局承担了大量购物节的快递包

裹，因为需要投入的人力成本巨大，所以古代私人镖

局只接受贵重物品的运送，而古代的快递小哥除了

会认路和联系客户以外，更重要的是武功高强，能

打！

毕竟古代治安不如我们现代，动辄出现劫匪，若

是不能打，别提保价赔损了，单是保住小命都危险！

还记得这句话么？

亲，确认收货以后，记得给我打五星好评哟！

在完成购物节的交易以后，买家的评价对商家

至关重要，这直接影响到商家往后每一次购物节的

利润。在古代更是如此，疯狂的购物节结束以后，商

家更需要的是好评与信誉，比起我们现在常见的刷

单求好评，古代商家求好评的方式更加低调有内涵！

尤其讲究让名人“背书”，从演艺界到文学界，再

到政界，古代商家特别热衷于让他们在墙上题诗作

画写牌匾。若是祖上冒青烟，遇到皇帝这样的大

BOSS，提笔一挥个什么“天下第一楼”“天下第一鸭”

之类的牌匾，那真是子孙万代都能享受到的殊荣啊。

看完了古人购物节的所有套路和流程，对于即

将剁手买买买的自己又多了几分理解与安慰，毕竟

古人买买买起来，比我们现代人疯狂多了。还有就

是，请商家们别再谈什么互联网思维了，你想搞的这

些营销策略，古人早已经使得出神入化。

（据《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