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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是古时一个很重要的节日，除了吃饺子
的传统，在岁月的变迁中，古人也有数九、画九、写

九的习俗。
早在公元 550 年南北朝宗懔所著的《荆楚岁时记》中，

就有数九的记载，“俗用冬至日数及九九八十一日，为寒
尽”。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跟外婆学会了数九歌：“一九二

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
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农耕时代，人们的生活与天气息息相关，有了
这数九歌，即使不识字的农妇，也能依据数九歌，及

早为家人做好棉服，抵御寒冷。而农夫们也依据
时节修整好农具，为开春后的农事做好准备。

这朗朗上口的数九歌，有着实用的生活美学。
相传“画九”的习俗缘起南宋爱国志士

文天祥。文天祥被元军押赴京城时，适逢
冬至，面对死亡的威胁，他临危不惧，在

狱中的墙壁上画了一株红梅，九枝，每
枝九蕾，每度一日，便将一蕾改缀成

花，九九八十一朵梅花画满，寒消春
来，他却慷慨就义。为纪念这位

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后人逐渐
演变出了画九的习俗。

明朝刘侗在《帝京景物
略》中有这样的描述：“日

冬至，画素梅一枝，为瓣
八十有一。日染一瓣，

瓣尽而九九出，则春
深矣。曰‘九九消寒

图’。”明朝杨允孚

有诗：“试数窗间九九图，余寒消尽暖回
初。梅花点遍无余白，看到今朝是杏株。”
其自注云：“冬至后，贴梅花一枝于窗间，
佳人晓妆，日以胭脂日图一圈，八十一圈
既足，变作杏花，即暖回矣。”九九消寒图
的形式多样，对于不擅画者，也可以画铜
钱，在八十一个方格中各画一圆即铜钱，
每天涂一钱，涂法是“上阴下晴、左风右雨
雪当中”。这不只为消遣，农人据此可预
卜来年收成的丰歉。

清人入关后，画九的习俗也传入了清
廷，并逐渐演变出“写九”的习俗，清道光
年间尤为盛行。清朝吴振棫《养吉斋丛
录》记载：“道光初年，御制‘九九消寒图’，
用‘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九字，字皆九笔
也。懋勤殿双钩成幅，题曰‘管城春满’。”
管城春满，即笔成春满庭之意。写九也有
写九体对联的，如上联为：柔柳轻盈香茗
贺春临，下联是：幽柏玲珑浓荫送秋残。
还有做消寒诗图的，全图每九诗四句，共
三十六句。

数九、画九、写九，前人以风雅御严
寒，让漫漫冬日不再难耐，颇富生活情
趣。如今生活条件好了，冬日的娱乐丰富
多彩，但借此古人意趣，颐养心神，静气遣
兴，也是诗意的栖居。今年冬至，我在写
九的同时，自创了“读九”的计划——每日
读九页书，待九九八十一天后，待庭前垂
柳，绿绦满枝，我便文思飞扬……

许是冬至吃了饺子的缘故，我便又忆起了
那年的往事。那一年，街坊邻居都议论着吃饺
子过冬至。我家里没有一点儿白面了，当时，
我们兄妹四人，尤其是小妹，眼巴巴地望着母
亲，母亲愁得在厨房来回转圈圈。

那些年，农村还没有土地改革，是属于生
产队管理，谁家劳力多了，小麦才能多分一
些。而我家，父亲在外地上班，家里家外全靠
母亲一人，自然我们的口粮就很少了。离冬至
还早着呢，我家的白面早就吃完了。

当时，我弟兄三人都上学了，唯有小妹年
幼，缠着母亲要吃饺子，母亲就心疼小妹，脚一
跺，急出来三个字：去借面！母亲拿个面瓢就
出去了。母亲去了远门的大爷家，他家都是大
人，挣工分多，白面应该还有剩余。到了他家
里，母亲说明了情况，大爷看到母亲只拿一个
面瓢，训了我母亲，说一年就这一个冬至，连饺
子也不让孩子们吃饱，那孩子们心里啥滋味
呀！大爷拿了个面盆，从他家的面缸里舀了实
实在在一盆面。母亲看着大爷，眼含热泪……
她分明看到，大爷把面挖出来以后，剩下的面
还盖不住缸底儿。

面借来了，可家里没有肉，人家
吃饺子都是一大早就到镇上
的集市把肉割回来了，
这时已快中午了，
就算是有钱

割肉，早市也没人了。母亲看着家里的唯一的
公鸡，对大哥说，把它给杀了吧。那只公鸡，是
妹妹养大的，妹妹知道春节的时候父亲就会回
来，想到那时让父亲吃。

那天，母亲把一盆面都包成了饺子，要我
们敞开了吃，我不记得吃了几碗饺子，可从那
天开始，我与哥哥、妹妹一下子都懂事了，都争
抢着干家务，为母亲分担忧愁和劳动。

这件事情过去三十多年了，每当冬至我便
清晰地记起，当然不是为了冬至这天吃饺子，
而是想起母亲的辛酸。如今，她已经快八十岁
了，每每冬至，都会提起这件事情，说我们几个
从小就懂事。

今年冬至，我放下手里的工作，
回了一趟故乡，给母亲包了顿
饺子，看着老母亲一脸
的幸福，我的眼圈
湿润了……

冬至，又称“亚年”，在乡
下，迎接冬至，几乎等同于过
年，是正式而又隆重的事。

冬至，寒冷一天胜似一天。
旧日乡下，为了御寒，父亲把干
黄的谷草抱回家，捋齐整，然后
续在床铺上。厚厚的一层谷草，
让床铺瞬间就高起许多。晚上，
躺在被窝里，谷草窸窣作响，清
香氤氲，它们抱成团，偎着我的
身体，阻隔寒气。四肢暖暖的，
连梦都分外香甜了。

除此，我的母亲，临近冬至
时是闲不住的。新棉花已经弹
好，母亲白天要把旧棉被抻展
来拆开，用手触摸着，哪里薄
了，就用新的棉花续上、熨平，
然后一针一线缝制。阳光刺
白，好像也被缝入了棉被里。
夜晚掌上灯，我们姐弟脱下的
棉衣棉裤，母亲要细致地检查，
找到破洞，就着昏黄的光线修
修补补。幼时顽劣，袖头特别
容 易 磨 破 ，棉 花 时 常 被 我 掏
掉。母亲就要另接一块布，续
一些棉花，如此忙到子夜。

冬至节，占据我对美食所
有想象——羊汤。冬至当日，
我会拿到几元零钱，走几里山
路，到镇上喝羊汤。在小镇的
三岔路口，有一家羊肉汤馆，简
易的苫房，门口吊着几扇羊排，
矮角凳，长条桌，黑脸膛敦实厚
道的掌勺师傅。筒子锅热气
蒸腾，肉香弥漫。粗
瓷 蓝 边 畅 口 大
腕 ，高 高
码

放。一元钱的汤，杂肝，肉片一
铺，几乎已经平了碗面儿，加一
勺汤，辅以油辣椒，吃得满头流
汗，通体发烫，那寒气，早被抵挡
在身子之外。

冬至时节，河沟里的冰冻结
实了，家长不再担心小孩撒野。
我央求父亲给我做一个陀螺。
也许是受节日的感染吧，不苟言
笑的父亲，脸色有了温暖。他拿
出板斧，用槐木条子削陀螺，先
削岀一个锥尖，用锯子锯到合适
长短，在砂石上打磨一番，最后
用手掌一熨，满意地递给我。印
象中，我的陀螺在冰面上转得最
为平衡持久，我挥动鞭子抽打
着，我上下被棉衣包裹着，臃肿
得像企鹅，嘴上哈着热气，一会
儿就汗涔涔了。

冬至那天，村小学的老师也
格外的开恩，课间我们晕头巴
脑地挤油、斗鸡，老师并不阻
止，而是笑眯眯地盯着看。校
园里吊的那一节铁轨钟，也提
前响了，一向古板的老师痛快地
说，都回家吃饺子去吧。然后我
们像一阵风，消失在巷子的各
个角落。此时，饺子的香气
开始在村子的上空悠
悠弥漫……

前段时间二
十四节气申遗成

功，中国人“通过观察太
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

识体系及其实践”被世界教科文组
织认可，可喜可贺。

冬至俗称“冬节”“长至节”，是二十四节气
中最早制定的一个，时间在每年阳历 12 月 21 日
至23日间。

冬至更是自古以来最为重要的节气之一，皇
家有“祭天大典”，民间也有各种“消寒”活动。

俗语说，冬至到，吃水饺。冬至是数九寒天
的开始，北方有冬至吃饺子的习俗。据说张仲景
曾在长沙做官，告老还乡时正赶上隆冬季节，他
在白河边看到很多流浪者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由于天寒，耳朵都被冻烂了。医圣心里很难过，
回家潜心研制出一个食疗方子，叫“祛寒娇耳
汤”——把羊肉、辣椒和一些祛寒的药物放在一
起煮熟，剁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的形状，再用原
汤煮熟。张仲景让徒弟们在南阳东关搭棚舍药，

治病救人，开张那天正是冬至日，因而形成了冬
至吃饺子的习俗。

南方冬至日盛行吃汤圆，取团圆之意。山东
滕州等地则流行冬至当天喝羊肉汤驱寒。这里也
有一个传说：汉高祖刘邦冬至这天吃了樊哙煮的
羊肉，觉得味道异常鲜美，赞不绝口，从此在民间
形成了冬至吃羊肉的习俗。其实无论是水饺还是
汤，都有用羊肉祛寒养生的功效。

记得上大学时，冬至当天校园里会贴出“冬至
一定要吃水饺，不然会冻耳朵”的温馨标语，颇有
趣味。各系自行发起包饺子活动，师生齐参与，买
面粉、肉、大葱，剁馅、擀皮，人人有份，热闹非凡，
仿佛有了家的温暖。由于各地风俗不同，包出的
饺子形色各异，吃到嘴里自然别有一番风味。至
今想起，那样的冬至节真是令人回味无穷，成为
记忆长河里一颗闪闪发光的明珠。

现今冬至吃饺子已成寻常，在严寒的冬日，
这一习俗给人们带来丝丝缕缕温暖的记忆。又
是一年冬至到，让我们来一碗热腾腾的水饺驱驱
寒气吧！

□娄丽萍

风雅御严寒

“借来”的饺子
□魏杭州

儿时的冬至
□布衣

闲话冬至
□张小丽

女儿的婚期选在 12 月 21
日，二十四节气中的冬至，别说，还
真是个“大吉之日”。

我国古代人民，早在周朝和春秋
时，就会用土圭观测日影，而定夏至、冬
至、春分、秋分，把一年中土圭影最长的
一天，也即是太阳在它的路线上，移到最南
方的一天，叫冬至。

古代中国，冬至非常重要，早在先秦时，
冬至长期是“岁首（大年）”。汉武帝颁行太初
历之后，不再以冬至为岁首，但仍是“冬至大如
年”，从汉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都拿冬至当
年一样过。

古代人重视冬至，是因为冬至是“大吉之日”，是
典型的“黄道吉日”；也因为在这个“大吉之日”来临前，
夜长天短，地冻天寒。到了冬至，太阳直射南回归线，北
半球的白天最短，黑夜最长。冬至是“最黑暗”的一天，又
是萌生希望的一天。“吃了冬至饭，一天长一线”。冬至这一
天代表一个新循环的开始，这一天对整个自然界都很重要，是
季节转换的标志。在最冷、最黑暗的一天，一切发生逆转，一阳
复生，否极泰来。因此是“大吉之日”。

二十四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在国际气象界，这一时间认知体系被誉为“中国的
第五大发明”。

今年冬至，是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的第一个冬至，冬至又是
二十四节气中第一个被测出的节气。因此，今年冬至是吉中有
吉，喜上加喜。

大吉之日
□王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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