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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20日 星期五二十四节气·小雪

清寒小雪前
肖复兴

□节气·民俗

□诗意·小雪

□节气·物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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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雪和雨水、谷雨、寒露、霜降等节气一样，都
是直接反映降水的节气。小雪一般落在公历 11 月
22—23日，这时太阳黄经到达240°，今年小雪交节
是11月22日23时25分。

古人称“雨下而为寒气所薄，故凝而为雪。小
者，未盛之辞”，这时由于冷空气南下，中国北部温
度会逐日下降，使气温降到0℃以下，于是降水就变
成了雪，但雪量还比较小，所以称“小雪”。

先看唐代诗人元稹的 《咏廿四气诗·小雪十月
中》：

莫怪虹无影，如今小雪时。阴阳依上下，寒暑喜
分离。

满月光天汉，长风响树枝。横琴对渌醑 （美
酒），犹自敛愁眉。

古书上说，小雪的三候为“一候虹藏不见；二候
天气上升地气下降；三候闭塞而成冬”。诗的前二句
即是说“虹藏不见”，三、四句指“天气上升地气下
降”，由于阳气上升，阴气下降，导致天地闭塞不
通，所以到三候万物失去生机而进入冬天。

所谓“小雪十月中”，即小雪为“十月中气”，是
农历十月的标志。十月是冬季的第一个月，又叫“孟
冬”。冬天是闭藏的季节，按易卦的解释，十月为

“坤”，是个全阴的月份，但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孤立看
待这个“全阴”，古人认为，十月虽然全是阴，但暗
含一点纯阳，所以反称十月为“阳月”。

从十月的实际气候来说，由于夏秋贮存的地热还
尚未散尽，虽然气温逐日下降，但地表一般还不会特
别冷，在晴朗无风之时，甚至还会出现温暖舒适的天
气，所以民间有“十月小阳春，无风暖融融”的谚
语。

宋代诗人戴复古有《海棠》诗，就写出了这一情

景：
十月园林不雨 （降） 霜，朝曦赫赫似秋阳。
夜来听得游人语，不见梅花见海棠。
北方农谚称“小雪封地，大雪封河”，一到小

雪，农民已经没有什么田野作业了，顶多做一些蔬菜
贮藏、副业生产等活动。民间有“冬腊风腌，蓄以御
冬”的习俗，一些农家开始动手做香肠、腊肉，等到
春节时享受美食。

至于江淮地区，“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
霜枝”，也是秋尽冬来的景象了。

可是，中国领土太大了，比如在岭南，小雪时仍
然很温暖，诗人对那里的气候是怎么描写的呢？看唐
人张登的《小雪日戏题绝句》：

甲子徒推小雪天，刺梧犹绿槿花然。
融和长养无时歇，却是炎洲雨露偏。
瞧，按干支推导节气，此节气徒称“小雪”，因

为不但没有雪，而且刺梧桐叶犹绿，朱槿花如火燃，
风光融融，适宜养生，毕竟是南国炎洲啊，老天的雨
露都偏向了这里！

今年立冬之前，北京下了一场小雪。这是多年没见
过的。记得去年初雪是在大年初一，按照日子算，今年
的初雪早了整整三个月。前年的初雪则是立春过后的第
三天，相比起来，今年的初雪来得真够早的，有点儿急
不可耐赶赴冬天的什么约会。

难怪人们常常将初雪比作初恋，那种晶莹洁白，落
地转瞬即化的样子，很像是纯真又飘忽乃至飘逝的初
恋。记得很多年以前，曾经读过一篇小说，讲一个少女
的初潮来临的那一天，她跑出门外大叫，正好看见初雪
飘落。当然，小说是虚构的，是想以初雪比喻初潮，让
这样红白对比得更纯洁而美好，是初恋朦胧的前奏，也
是人生新的觉醒和开始。

其实，小雪节气时赶上初雪的概率是很低的。因
为，小雪只是立冬过后的第一个节气，不过是冬天刚刚
起步，天气渐冷，却还没有完全寒冷彻骨，到了飘雪的
时候。我喜欢放翁的一句诗：久雨重阳后，清寒小雪
前。这句诗里的小雪是对仗于重阳的节气，并非指真的
下雪。小雪未雪，是北方尤其是干燥的北京常见的，只
是这个节气里，天气变得如放翁所说的，有些清寒。这

“清寒”二字，是这个节气最恰当而形象的指示牌。如果
说冬至后的大寒才会露出冬天真正的面目，那时候的寒
冷可以称之为酷寒，“小雪”节气里的“清寒”，便由此
对比得如同一位清瘦的旗袍女人，而那种“酷寒”的季
节，则像是一个必得穿上羽绒服的臃肿的胖美人了。所
以，在我国从古至今，给女孩子起名字的，有叫小雪
的，而很难见到叫大寒的。

小雪时节，赶上真的飘起细碎小雪花的，在我漫长
的人生中，只赶上一次。那是47年前，我刚刚到北大荒
插队不久，记得很清楚，是大田里的豆子刚割完收到场
上，还没有完全入囤。一天上午，天忽然飘了小雪花。
由于北大荒的田野甩手无边，一眼望过去，无遮无拦，
一直连到远远的地平线。那种小雪花仿佛迈着细碎的小
碎步，跳着芭蕾的小精灵一般，从天边慢慢的飘过来。
起初，根本看不见，渐渐的，才见它们拉着洁白的轻纱
一样，罩满了天空和田野，也罩满了我们的晒场。那时
候，我正在晒场上装满满一麻袋一麻袋的豆子入囤，眼
瞅着小雪花就铺满了晒场的地上，绒毛毛的薄薄的一
层，像是前些日子早晨起来常常看到过的秋霜。而沾在
大豆上的雪花，更像是割豆子时常常冻僵我手指的霜
花。而入囤要爬上的那三阶高高的跳板上，已经像铺上
了一层银白色的地毯一样，飘忽在雪花中。

北大荒地处我国最北方，天气显得更冷，小雪前下
雪很常见。当地老农告诉我，还有在“十一”国庆节就
下雪的时候呢。但是，对于我却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早下
雪的。而且，雪越下越大，到了下午，已经是铺天盖
地，白茫茫一片。跳板上全是雪花，太滑，入囤的活儿
没法干了。队上放假，我们跑到当时的知青大食堂里
玩，那里有我们自制的乒乓球球台，年轻时，吃凉不管
酸，以苦为甜，找乐穷开心。尽管47年过去了，记忆里
情景还是那样的清晰，我和伙伴打兵乓球比赛，谁输谁
要买一桶罐头请客。那时候，队上小卖部只剩下了香蕉
罐头，那种香蕉罐头，到现在我也忘不了，一个罐头
里，直杵杵的，只立着四根，是两根香蕉从中间切成了
两截。我们的比赛，一直打到小卖部的香蕉罐头卖光。

以后，小雪时节，我再没有见过下雪。当然，我再
也没有见过这样的香蕉罐头。

云暗初成霰点微，旋闻蔌蔌洒窗扉。
最愁南北犬惊吠，兼恐北风鸿退飞。
梦锦尚堪裁好句，鬓丝那可织寒衣。
拥炉睡思难撑拄，起唤梅花为解围。

小雪是个降水类节气。俗话说，节
到小雪天下雪，小雪时节不耕地。小雪
期间，田里的农活已经不多了，人们就
修补农具，做好牲畜的御寒保暖工作，
为来年开春做准备。

不过，这时天气还不算太冷，早晚
上了冻，中午还能耕，有的农人就继续
给小麦浇水，做好小麦越冬工作。

小雪的相关习俗大多与吃有关。这
也好理解，因为马上就要进入食物匮乏
的冬季，因此必须做好越冬准备。

南方地区，小雪节气开始要准备御寒
衣物、手炉、汤婆之类，同时房内挂棉帘
防寒。南京有谚语：“小雪腌菜，大雪腌
肉。”小雪之后，家家户户开始腌制、风干

各种蔬菜，包括白菜、萝卜，以及鸡鸭鱼
肉等，延长蔬菜肉类的存放时间，以备过
冬食用。

因此一到小雪节气，人们上菜场就比
较关心有没有可以腌制的菜。这
时，萝卜、雪里红、青菜都长得很
好，勤快的主妇们把它们买回家
腌，然后曝晒七八个晴日。食用时
用滚开水烫，烫上两三次就可以吃
了。

这个习俗古已有之。清人著作
《真州竹枝词引》 中记载：“小雪
后，人家腌菜，曰‘寒菜’……蓄
以御冬。”真州在今天江苏仪征。
杭州人往往也会趁着这个节气开始
腌制酱鸭、腊肉。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在小雪这个
节气开始腌菜、腌腊肉呢？专家解

释，如果天气热，腊肉、酱货很容易变坏
发臭。小雪过后，气温基本就呈直线向下
的状态，不太会反弹，天气变得干燥。当
年，这些东西做好后，刚好就到了快过年
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当做年货，慢慢地便
成了风俗。

加工制作腊肉的传统习惯不仅久远，
而且普遍。每逢冬腊月，即“小雪”至

“立春”前，家家户户杀猪宰羊，除留够过
年用的鲜肉外，其余乘鲜用食盐，配以一
定比例的花椒、大茴、八角、桂皮、丁香
等香料，腌入缸中。

等 7—15 天 后 ， 用 棕 叶 绳 索 串 挂 起
来，滴干水，进行加工制作。选用柏树
枝、甘蔗皮、椿树皮或柴草火慢慢熏烤，
然后挂起来用烟火慢慢熏干而成。或挂于
烧柴火的灶头顶上，或吊于烧柴火的烤火
炉上空，利用烟火慢慢熏干。

忙腌菜，过年正好吃

在南方某些地方，还有小雪时节吃糍粑的
习俗。古时，糍粑是南方地区传统的节日祭
品，最早是农民用来祭牛神的供品。有俗语
称“十月朝，糍粑禄禄烧”，指的就是祭祀事
件。

糍粑由糯米蒸熟再通过特质石材凹槽冲打
而成，手工打糍粑很费力，但是做出来的糍粑
柔软细腻，味道极佳。有纯糯米做的，也有小
米做的，也有糯米与小米拌和做的，还有玉米
与糯米拌和打成的。此外，还用黏米与糯米磨

成粉，倒在一种木雕模里做的。这种模内刻有
图案花纹，俗称“脱粑”。糍粑的制作非常费人
力，必须要几个人一起才能制作完成。

上面提到的“十月朝，糍粑碌碌烧”里，
“碌碌烧”是非常形象的客家语言。“碌”，是像
车辘那样滚动，意思指用筷子卷起糯米粉团，
像车辘那样前后上下左右，四周滚动粘上芝麻
花生沙糖；“烧”，即是热气腾腾。吃糍粑一要
热，二要玩，三要斗 （比较），才过瘾，才能体
味“十月朝，糍粑碌碌烧”的农家乐趣。

十月朝，糍粑碌碌烧

小雪时，台湾中南部海边的渔民们会开始晒鱼
干、储存干粮。乌鱼群会在小雪前后来到台湾海峡，
另外还有旗鱼、沙鱼等。台湾俗谚：“十月豆，肥到
不见头”，是指在嘉义县布袋一带，到了农历十月可
以捕到“豆仔鱼”。

说到晒鱼干，一般要选大鱼，因为小鱼一晒没多
少肉。买回鱼后，把鱼去鳞，若鱼身较大，应在脊背
骨下及另一边的肉厚处，分别开片，使卤水易于渗
透，然后将鱼身剖腹，去掉内脏。将鱼清理干净后，
一般不拿水清洗，那样鱼容易坏，如果想洗，洗后必

须把水沥干、擦干。
然后，将盐、花椒、大料、陈皮、小茴香放入锅

中炒至微黄，均匀抹在鱼的内外两侧，调料多少依自
己口味而定。抹完后，便可以将其平放在一个相对较
大的容器里面，在阴凉处进行晾置。4到5天后，将容
器内的鱼上下翻个，以便调料均匀吸收。如此再过四
五天，便可将鱼挂在阴凉通风处，想让鱼干到什么程
度都行。

一般两三个月后便可取下来，剁成段，用保鲜膜
包起来放入冰箱。

十月豆，肥到不见头

“小雪杀猪，大雪宰羊。”包头农村的风俗习
惯，每到小雪、大雪两个节气，村民们便开始杀猪
宰羊准备年货。无论哪家宰畜，邻居、亲朋都要过
来帮忙。杀了猪，东家要用腌酸菜、卤豆腐、宽粉
条、沙土豆做一锅猪烩菜，再配上米饭、小菜，略备
薄酒，邀请四邻聚餐，寓意团结、和睦、万事兴旺。

少数民族也有类似习俗。小雪前后，土家族
群众就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杀年猪，迎新年”民
俗活动，给寒冷的冬天增添了热烈的气氛。

吃“刨汤”，是土家族的风俗习惯。在“杀

年猪，迎新年”民俗活动中，用热气尚存的上等
新鲜猪肉，精心烹饪而成的美食称为“刨汤”。

土家人所说的“刨汤肉”，指的是刚刚宰杀
的猪，经过开水煺掉了毛。虽说已经是死猪了，
但是，人们要乘着猪肉还没有完全冷却，也就是
还没变成僵硬的肉块前，还是热呼呼，软绵绵的
劲儿，即烹制做成各种美味的鲜肉大餐，就叫

“刨汤肉”。也有人说这叫“吃活肉”或者“吃活
食”。这也体现出少数民族那种喜欢捕获鲜活猎
物的天性。

刨汤肉，美味迎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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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雪时，台湾中南部的渔民们开始晒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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