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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踏着岁月的舞步，冬至翩然而至。节气
穿梭在日月中，轮流吟诗作画，每一个节气都是一首诗、一幅画。那么，有着“冬至
大如年”之说的冬至节，又是怎样的诗与画呢？ ——编者

日子朝着岁月深处走去，冬至迈着
稳健的步伐向我们走来了。漫步于诗词
中，发现冬至也是一个充满诗意和灵感
的节气，令诗人们咏叹出诸多千古佳篇。

“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
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著远行
人。”喜欢白居易的《邯郸冬至夜思家》，
这首诗里，充溢着想家的思绪。在唐
代，冬至是个重要的节日，朝廷里放假，
民间互赠饮食，热闹温馨的氛围十足。
彼时的白居易却孤身一人，在邯郸的一
处寓所里，孤独、寂寞之余，对家人的思
念油然而生。诗人用直率真挚的语言，
不仅道出了常人的生活体验，而且体现
了古人对冬至这个节气的重视。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
来。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管动飞
灰。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寒欲放
梅。云物不殊乡国异，教儿且覆掌中
杯。”杜甫的《小至》让人眼前一亮，不失
美好的憧憬。作者写的是冬至前后的
时令变化，用刺绣添线写出了白昼增

长，还用河边柳树即将泛绿、山上梅花
冲寒欲放，生动地写出了冬天孕育着春
天的美好景象。在作者的笔下，冬至是
孕育新春的开始，既充满着浓浓的生活
情趣，又让人浮想联翩。

“香烛鲜花纸钱银，八果八素并八
珍。合家召开追思会，缅怀英烈祭先
人。”不能不提张志真的《冬至祭》，这
首诗有种深深的缅怀情绪。带着祭品
上坟扫墓，是冬至的一项活动。作者生
动真实地再现了冬至这天对逝去亲人
的无限哀思之情。看来，冬至节还是祭
祀和缅怀先人的节日。

“昼短摒弃烦忧事，夜常相伴欢乐
声，小饺暖尽心头寒，更胜金银百十
千。”最喜欢的是乔金龙的《冬至到》，让
人倍感亲切。读后，心中不由感叹，它
不正是我们北方人过冬至的真实写照
吗？过冬至，吃饺子的融融暖意仿佛就
在今天。

漫步在诗词中，感受冬至的韵味，
品味诗词歌赋的芬芳，别有一番情趣。

师范三年级时，我们学校在冬至那天组
织同学们自己动手包饺子。

班主任把同学们分成小组，每个小组6
个人，让我们互相合作。我们组的组长是个
英俊的男生，也是班长。他带领我们去食堂
领了饺子馅和面粉等。大家在教室里把课桌
拼到一起，开始热火朝天地包饺子。教室里
简直沸腾了，同学们兴奋地喊着、笑着。大家
在一起包饺子，班级俨然就是一个大家庭。

一切准备就绪，开始包饺子了。我负责
擀饺子皮，其余5个同学负责包。我从小就
练就了一手好功夫，擀皮特别快，饺子皮在
我手中飞速地翻飞着。我擀出来的饺子皮，
外薄里厚，圆溜小巧，非常好用。同学们都
惊叹我的擀皮速度，都说我的手快得像机
器。蓦然，我用眼角的余光，发现我们的组
长在很专注地看着我。

其实，他一直是我心里喜欢的男生。他
多才多艺，长得也帅，是我们女生的偶像。
总之，他这个人，有才、帅气、性格好，在我眼

里，他完美得无可挑剔。
我飞快地擀着饺子皮，眼睛却偷偷地瞟

向他。他看我时，眼神里有欣赏，有惊叹。
我越发感到受到了莫大的鼓舞，擀得更起劲
了。我们一边包饺子，一边聊天。他忽然
说：“我妈说，一个人擀皮能供上3个人包饺
子，这个人肯定是个过日子的好手。”同学们
打趣说：“这样的女孩，将来肯定是个好老
婆。”说得我脸都红了。他又说：“我最爱吃
饺子了。”别的同学说：“那一定要找个会包
饺子的老婆。”我瞥见他在偷偷看我。

吃饺子的时候，我负责给同学们盛。
谁都看得出来，他碗里的饺子比别人的多
很多。同学们都说我偏心，他呵呵地笑
了。那天吃完饺子，我收到了他的贺卡。
他的贺卡上写着：“这个冬至又冷又暖。冷
的是天气，暖的是你的饺子。”我幸福地笑
了。

如今，我和他一起生活了十年。他总
说，我擀饺子皮的时候最有魅力。

冬至牵姻缘
□王纯

桌上的台历翻到最后一页，心里开始有
了些美好的期待，因为有个节日就要到了，
这个节日就是冬至。而我知道，冬至这个节
日的到来，对我其实是一个承诺。

小时候小时候，，我是喜欢冬至这个节日的我是喜欢冬至这个节日的。。冬冬
至这天早上至这天早上，，我通常是被母亲剁饺子馅的声我通常是被母亲剁饺子馅的声
响唤醒的响唤醒的，，慵懒地起床慵懒地起床，，进厨房看看进厨房看看，，母亲和母亲和
父亲已经忙开了父亲已经忙开了，，剁馅剁馅、、切葱切葱、、搅拌……小小搅拌……小小
的厨房里溢着浓浓的甜蜜味道的厨房里溢着浓浓的甜蜜味道。。我总觉得我总觉得
搅拌饺子馅的过程很诗意搅拌饺子馅的过程很诗意，，就像把生活的百就像把生活的百
般滋味搅拌到一起般滋味搅拌到一起，，只有苦辣酸甜都尝过只有苦辣酸甜都尝过，，
才知道生活的醇厚香甜才知道生活的醇厚香甜。。

最喜欢的场景当然是包饺子了最喜欢的场景当然是包饺子了。。一家一家
人围坐在桌旁人围坐在桌旁，，我和姐姐负责擀皮我和姐姐负责擀皮，，父亲和父亲和
母亲负责包母亲负责包。。母亲总是嗔怪我们擀得不好母亲总是嗔怪我们擀得不好，，
而父亲则打圆场而父亲则打圆场：“：“她们还这么小她们还这么小，，已经会帮已经会帮
大人干活了大人干活了，，很难得很难得。”。”我和姐姐就在父亲宠我和姐姐就在父亲宠

溺的目光下，把饺子皮擀出各种各样的形
状。母亲能用巧手包出各种形状的饺子：元
宝样的、小鱼样的、小老鼠样的……

此去经年，我和姐姐都已经长大，为人
妻，为人母，回娘家的时间急剧减少。

可是今年，在我做了母亲之后，我开始
热切地盼望着能回到父母身边，做个小孩
子，像小时候一样被父母宠爱。

打电话跟姐姐说起，我们的想法不谋而
合。于是，电话里就约定，今年冬至这天，一
定要赶回家，和父母一起再包次冬至节的饺
子，因为我们知道，饺子里藏有最深沉的爱，
也有我们对父母最真切的想念，更有我们对
一家人平淡相守的珍惜。

我知道，今年冬至，对我其实是一个承
诺。这个承诺，关乎爱，关乎珍惜，亦关乎一
份情。

冬至本来是要吃饺子的，可是，在北
宋时，京城汴梁的人们在冬至吃的是馄
饨。

北宋时期，非常看重冬至这个节日，
冬至又称冬节、大冬，俗话说：“冬至大如
年。”

在北宋时期的京城汴梁，人们把冬
至与春节、中秋节一起，看成是一年中的
三大节日，意义非凡。孟元老在其《东京
梦华录》中说：“十一月冬至，京师（汴梁）
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
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
祖，官放关扑（以商品为诱饵赌掷财物的
博戏），庆贺往来，一如年节。”可见当时汴
梁的百姓对于冬至的重视，他们在冬至这
天换上新衣，摆下酒宴，祭祀先祖，来往祝
贺，而且，官府还号召各单位的工作人员，
以各种形式的庆贺活动欢度冬至。

北宋时期，汴梁城里过冬至不是吃
饺子，而是吃馄饨。据当时的史料记载，
北宋时，冬至这天的汴梁，生意人都暂停
了各自的生意，大家在一起吃馄饨、喝

酒，尽情欢乐。当时，汴梁城里的贵家富
豪把馄饨作成各种颜色，放在金银器中，
称之为“百味馄饨”。

由于冬至的时候家家户户吃喝玩
乐，到了春节时，有的人家就显得财力不
足，于是，过春节时就未免捉襟见肘了，
所以，当时的汴梁城里就有俗语：“肥冬
至，瘦年。”当时的汴梁城里还流传有这
样的俗语：“新年已过，皮鞋底破，大担馄
饨，一口一个。”除了吃馄饨，北宋时期的
人们过冬至还有别的风俗，比如迎日、戴
一阳巾、荐黍糕、献冬至盘等。

北宋朝廷也很重视冬至这个节日北宋朝廷也很重视冬至这个节日，，
冬至这天冬至这天，，京城的政府部门要组织团拜京城的政府部门要组织团拜
会会，，凡是在京城的大大小小的官员都要凡是在京城的大大小小的官员都要
穿着崭新的朝服去朝贺皇帝穿着崭新的朝服去朝贺皇帝，，仪式非常仪式非常
隆重隆重。。

““天时人事日相催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冬至阳生春又
来来。”。”冬至是春节的序幕冬至是春节的序幕，，在这个节日在这个节日
里里，，不论是吃饺子还是吃馄饨不论是吃饺子还是吃馄饨，，都充满都充满
着新的希望着新的希望，，让人在寒冬的美味中感受让人在寒冬的美味中感受
着温暖着温暖。。

今年 12 月 22 日迎来冬至节气。冬至
是我国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也是一个传统
节日。冬至俗称“冬节”“长至节”“亚岁”
等。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已经用土圭观测太
阳测定出冬至了，它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定
出的一个。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十一月
中，终藏之气，至此而极也。”《三礼义宗》是
这样解释“冬至”的，（冬至）有三义：“一者阴
极之至，二者阳气始至，三者日行南至，故谓
之冬至也。”

《吕氏春秋》说“冬至”是“日行远道”，
就是太阳离我们最远的意思。根据现代天
文学的测定，此时阳光几乎直射南回归线，
北半球出现一年中白昼最短、夜晚最长的一
天，因此又称“日短至”。过了冬至，白天就
会一天天变长。

我国古代将冬至分为三候：“一候蚯蚓
结；二候麋角解；三候水泉动。”据说蚯蚓是
阴曲阳伸的生物，此时阳气虽然生长，但阴
气仍强，土中的蚯蚓仍蜷缩着身体；古人认
为麋的角朝后生长，所以为阴，而冬至阳生，
麋感阴气渐消而角解；由于阳气初长，此时
山泉水能够流动且渐渐温热。

冬至过节的习俗源于汉代，盛于唐宋并
相沿至今。汉朝以冬至为“冬节”，这天官府
要举行名为“贺冬”的祝贺仪式并例行放假，
欢乐地过一个“安身静体”的节日。唐宋时
期，冬至是祭天祭祖的日子，皇帝在这天要
到郊外举行祭天大典，百姓在这一天要向父
母尊长祭拜。

伴着俗语“冷在三九，热在三伏”的说

法，冬至过后，全国各地都进入最寒冷的时
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数九”。虽然天寒，
冬至却是一个让人温暖的节日，大人们教着
孩子唱数九歌，全家一起包饺子温馨度过。

全国各地都流传着从冬至起算的数九
歌，在洛阳这么唱：“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
四九冰上走，五九和六九沿河看杨柳，七九
冻河开，八九燕子来，九九杨落地，十九杏花
开。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一冬的天
气、农事，都在简单的数九歌中唱出了。

河南人都说，冬至吃饺子的习俗是为了
纪念医圣张仲景。张仲景是南阳人，有一
年，入冬后天寒地冻，他看着白河两岸的乡
亲面黄肌瘦，饥寒交迫，其中不少人的耳朵
都生了冻疮。张仲景便让弟子在南阳东关搭
起医棚，支起大锅，在冬至那天施舍“祛寒娇
耳汤”医治冻疮。他把羊肉、辣椒和一些驱寒
药材放在锅里熬煮，然后将羊肉、药物捞出来
切碎，用面包成耳朵样的“娇耳”，煮熟后分给
来求药的人，还有一大碗肉汤。人们吃了“祛
寒娇耳汤”，浑身暖和，两耳发热，冻伤的耳朵
都治好了。后人便学着“娇耳”的样子，在冬
至包饺子吃。

如今，冬至的“吃”文化依旧盛行。在北
京，有吃“九九火锅”“九九酒肉”等九九消寒
饮食民俗。凡是数九的头一天，如一九、二
九，一直到九九，都要吃火锅，每次吃不同的
东西，第一次以涮羊肉开头。银川则有冬至
日喝粉汤、吃羊肉粉汤饺子的习俗，老百姓
还为冬至日的羊肉粉汤起名为“头脑”。南
方不少地方在冬至则要吃汤圆，取圆形象征
天与阳，寓意年终团聚。

除了丰富的吃文化、祭祀活动，旧时洛
阳的冬至还有不少文化习俗。

学生会在冬至日向老师表达敬意。私
塾里，学生们一起祭拜孔子先师；有的学生
会将私塾老师请到家中做客，酒菜款待，送
束脩（老师的工资）；也有的家长带孩子到私
塾，给老师献上酒肴，付束脩。到了民国时
期，学校则会在冬至给学生们放假，叫作“学
生过年”。

富户豪门家中，流行着描画“消寒图”的
习俗。史料记载，“图以一纸绘九格，格绘九
圈，凡八十一圈，自冬至日起，日涂一圈。其
法上阴下晴，左风右雨雪当中。圈涂尽，则
九九闭”。

风雅之士和大家闺秀，则以绘画梅花代
替，以八十一枚花瓣代表“九九”八十一天。
不禁让人联想到这样一幅画面，纤纤素手握
着长锋，蘸上色彩淡雅的颜料，轻轻地点染
纸上梅花，日染一瓣，待到把八十一瓣都染
尽了，也就过完了“九九”，可以迎接温暖的
天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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