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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拈沉水祈天寿，散作非烟满王
虚。

农历十月十五，是传统节日下元
节，亦称“下元日”“下元”。下元节
的来历与道教有关。道家有三官——
天官、地官、水官，谓天官赐福，地
官赦罪，水官解厄。三官的诞生日分
别为农历的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
月十五，这三天被称为“上元节”
“中元节”“下元节”。下元节，就是
水官解厄之辰。到了这一天，水官根
据考察，录奏天廷，为人解厄。《中
华风俗志》也有记载：“十月望为下
元节，俗传水宫解厄之辰，亦有持斋
诵经者。”

是日，道观做道场，民间则祭祀
亡灵，并祈求下元水官排忧解难。在
古代，朝廷这一天还有禁屠及延缓死
刑执行日期的规定。此外，在民间，
下元节这一日，还有民间工匠祭炉神
的习俗。炉神就是太上老君，大概源
于道教用炉炼丹。
“斋三官”之俗起源甚早。南宋

吴自牧《梦粱录》载：“十月十五
日，水官解厄之日。官观士庶设斋建
醮，或解厄，或荐亡。”可见唐宋时

代道教对此已极为重视。而道教诸神
之中，“三官”地位颇高，特别是在
黎民百姓之中影响较大，其起源乃是
土生土长的原始民间信仰中人们对
天、地、水的自然崇拜。

对于水官的崇拜，南方比北方
流行。可能因为江南多属水乡，农
村多种水稻，副业捕鱼捉虾、驶舟
航船等等，皆与“水”有深厚的缘
分，所以人们对“水官生日”不敢
怠慢。

我国的传统节日大多对应着饮食
表达。下元节这天，正值农村收获季
节，很多地方人们用新谷磨糯米粉做
小团子，包素菜馅心，蒸熟后在大门
外“斋天”。因此有俗谚云：“十月
半，牵砻团子斋三官。”道教徒家门
外均竖天杆，杆上挂黄旗，旗上写着
“天地水府”“风调雨顺”“国泰民
安”“消灾降福”等字样。民国以
后，此俗渐废，下元节少了一道风
景。

十月是灰色的，随着凛冬将至，
人愈加渺小，比添衣更重要的，是如
何暖心。当寒流来袭，但愿日有熹，
宜酒食，居必安，乐无事。

农历的十月初一，在坊间

是一个送寒衣的日子，俗称

“送寒衣节”。我小的时候就知

道孟姜女千里送寒衣，哭倒长

城八百里的故事。这个故事听

来真是感天动地。由此我也联

想到，中国农历十二个月中的

传统节日几乎极少与文学无

关。这无论如何是一个文化上

的奇迹。我们应当感谢历代的

文人们，为我们今天的生活增

添了许多瑰丽多姿的色彩。

农历的十月初一又称“十

月朝”“祭祖节”“冥阴节”“秋

祭”，民众则称之为“鬼头

日”。寒衣节与春季的清明节、

秋季的中元节，并称为三大

“鬼节”。相传“鬼头日”起源

于周代，后人要在这一天里祭

奠已逝的亲朋好友，而祭奠中

顶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焚化

纸衣，即俗称的“送寒衣”。此

时节正值寒冬，在民间也会选

择这一天故友亲朋赠送御寒的

衣物。家之高堂也会在这样的

时节将冬衣捎给远在外地戍

边、经商、求学的游子，以释

悬念之心。毕竟十月初一是入

冬的第一天，后人担心生活在冥

间的先人缺衣少穿，因此在祭祀

时必要供奉冥衣。所谓“冥

衣”，就是用纸折叠成的衣物，

而且其寒衣必须是亲人亲手叠成

为好。将冥衣在供坛前焚化，让

先人有衣即可以扺御寒冷了。所

以，十月初一又称之为“烧衣

节”或“送寒衣节”。

诗人李白在《秋夕旅怀》咏

道：“凉风度秋海，吹我乡思

飞。连山去无际，流水何时归。

目极浮云色，心断明月晖。芳草

歇柔艳，白露催寒衣。梦长银汉

落，觉罢天星稀。含悲想旧国，

泣下谁能挥。”其中的“芳草歇

柔艳，白露催寒衣”正是这一节

日的写照。如此而来，“十月初

一烧寒衣”成为了北方凭吊已故

亲人的风俗。

至于孟姜女千里送寒衣，

哭倒长城八百里的故事，坊间

流传说，秦时孟姜女的配夫范

杞良被抓去修筑北疆长城，孟

姜女千里寻夫送寒衣，寻到长

城脚下，不料丈夫已死，并被

埋筑城墙里。孟姜女悲愤交

加，跪向长城昼夜痛哭不已，

终于感天动地，哭倒长城，露

出丈夫尸骨。或因此故，民间

便将农历十月初一这天称作为

“寒衣节”。民间送寒衣通常会

在十字路口焚烧一些五色纸，

象征布帛类，意思是救济那些

无人祭祖的绝户孤魂，以免给

亲人送去的过冬用物被他们抢

去。这一景也是很感人的。

十月初一所谓“十月朝”，

即“祭祖节”，则是自古以来流

传下来的祭祀祖宗的习俗。这

时节正是收获稻谷之际，人们

会在这一天祭祀祖先，其中有

家祭亦有墓祭之习俗。据说在

江南的许多地区也有十月初一

祭新坟的习俗。《礼记?月令》
云：“是月也，天子始裘。”相

传明初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在

十月初一这天的早朝行“授

衣”礼，将刚收获的赤豆、糯

米做成热羹赐给群臣尝新。故

民谚云：“十月朝、穿棉袄，吃

豆羹、御寒冷。”

过去，我并不知道有“十月

朝、穿棉袄，吃豆羹、御寒冷”

风俗。但是，一夕晚饭后出来散

步的时候，见街巷路口几多焚烧

冥帀纸衣的火堆，粗略的认为是

寻常的祭奠而己，并未深究十月

初一这天为何有如此之多的民间

祭奠。鸣呼，国人之良俗大扺便

是在我等的粗略判断中渐行渐远

的吧。惭愧。

十月初一
送寒衣

阿 成

农历十月，是冬季的第一个月，又叫“孟
冬”，按地支排列，是地支的最后一个月——建
亥之月（猪月）。按古代月份与音律的关系，十
月对应最后（也最短）的那只律管“应钟”。

另外，十月又有吉月、良月、坤月、阳
月、玄冬等别称。《吕氏春秋》说：“孟冬之
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意思是说，
农历十月的时候，太阳的位置在尾宿（今天蝎
座），天黑后，危宿（今飞马座）出现在南方正
中，拂晓时刻，星宿七星（今长蛇座）出现在

南方正中。
冬天是闭藏的季节，一入冬，万物都开始

了收敛后的闭藏。按中国传统文化：春三月谓
之生发，是推陈出新、生命萌发的时令；夏三
月谓之滋长，是繁茂旺盛、结实秀穗的时令；
秋三月谓之收敛，是万物成熟、枯萎收获的时
令；冬三月谓之闭藏，是生机潜伏，万物休眠
的时令。归于一句话，即“春生夏长秋敛冬
藏”。古人认为，无论是大自然阴阳二气的变
化，还是动植物的生长规律，还是农业生产过
程、人类养生，都需要遵循这一规律。

冬十月虽然开始收藏，但按易卦的解释，
其含义还很丰富。在十二消息卦中，十月为
“坤”，六爻全为阴，即十月是个全阴的月份，
但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孤立看待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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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月的气候本
身来说，由于夏半年贮存的地热还尚未散尽，
虽然气温逐日下降，但地表一般还不会太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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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十月这种奇特的位置，秦统一中国
后，曾实行以十月 （亥月） 为岁首的秦历，
夏历的十月初一成了秦历的元旦，这种历法
一直用到西汉的汉武帝时代。汉武帝以后则
又改回通用的夏历（以寅月为岁首），一直用
到现在。

（本版配图除标注外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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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十月，即是孟冬，北风便要呼啸着来接管瑟瑟发抖的大地。忙完了春秋，农人终于能把手抄进

袖笼里，咂吧着烟斗品味粮满仓，盘算着过年要宰哪只牛羊。诗人们则不可遏制地陷入哀伤，收获与萧

索，存在与轮回，没有什么时候比秋冬之交更让人触动，仿佛每一个人骨子里都是哲学家。

为逝者寄哀思，为生民佑来年。孟冬十月，给世界以深沉。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
春夏秋冬往复循环，农历十月

一是进入寒冬季节的第一天，此后
气候渐渐寒冷，谓之“十月朝”“十
月朔”，又称“祭祖节”“烧衣节”
“寒衣节”。这一天与春季的清明
节、秋季的中元节，并称为中国一
年之中的三大“鬼节”。

妇女们要在这一天将做好的棉
衣拿出来，让儿女、丈夫换季。如
果此时天气仍然暖和，不适宜穿

棉，也要督促儿女、丈夫试穿一
下，图个吉利。男人们则习惯在这
一天整理火炉、烟筒。安装完毕
后，还要试着生一下火，以保证天
寒时顺利取暖。

由生者的御寒加衣，想到死者
的防冷需要。于是产生了“十月

一，送寒衣”的风俗。此外，我国自
古以来就有新收时祭祀祖宗的习俗，
以示孝敬、不忘本。祭祀时，除了食
物、香烛、纸钱等一般供物外，还
有一种不可缺少的供物——冥衣。
在祭祀时，人们把冥衣焚化给祖
先，叫做“送寒衣”，又称为“烧衣

节”。据说这个节日来源于孟姜女千
里寻夫的传说。如今，十月初一上坟
烧纸、烧寒衣的习俗已淡化，许多人
特别是城里人，只是到坟前默哀或献
上一束鲜花，来怀念逝去的亲人。

过去，十月初一还是长工的下
工日，所以又叫“散工节”。雇主要
在这一天设筵犒劳雇工，清算工
钱，宣布是否继续留用，留下的叫
“打冬”或“打冬活”。因此，这一
天还关系到很多人来年的生计。

十月一，送寒衣

细雨生寒未有霜，庭前木叶半青
黄。

十月初一之后，过不了多久，便
是立冬。立冬了，日照时间将继续缩
短，正午太阳高度继续降低，中国又
把立冬作为冬季的开始。

立冬是十月的大节，古时此日，
天子有出郊迎冬之礼，并有赐群臣冬
衣、矜恤孤寡之制。汉魏时期，这一
天，天子要亲率群臣迎接冬气，对为
国捐躯的烈士及其家小进行表彰与抚

恤，请死者保护生灵。
民间则要贺冬，亦称“拜冬”，

汉代即有此俗，宋代每逢此日，人们
更换新衣，庆贺往来，一如年节。清
代则士大夫家拜贺尊长，又交相出
谒。平民男女，亦必更鲜衣以相揖，
谓之“拜冬”。民国以来，贺冬的传

统风俗似有简化，但有些活动，逐渐
固定化、程式化，更有普遍性。如办
冬学、拜师活动，都在冬季举行。立
冬，往往有祭祖、饮宴、卜岁等习
俗。卜岁尤其隆重，人们相信，立冬
这一天的天气情况，预示着未来的天
气收成，于是便有了“重阳无雨看立

冬，立冬无雨一冬干”“立冬落雨会烂
冬，吃得柴尽米粮空”等民谚。
“立冬”日，还要杀鸡宰羊或以其他

营养品进补，称“补冬”。很多地方有吃
饺子的风俗。这一天，改善一下生活，
就选择了“好吃不过饺子”，象征咬破
混沌天地，迎来新生。而在我国南方，
立冬人们爱吃些鸡鸭鱼肉。在台湾立
冬这一天，街头的“羊肉炉”“姜母鸭”
等冬令进补餐厅高朋满座。许多家庭
还会炖麻油鸡、四物鸡来补充能量。

立冬晴，一冬晴

十月半，斋三官

□ 物候

十月孟冬 潜闭收藏
王玉民

□ 诗意

渔家傲?十月小春梅蕊绽
（宋）欧阳修

十月小春梅蕊绽，红炉画阁新装遍。锦帐美人贪睡暖，羞起晚，玉壶一夜冰澌满。

楼上四垂帘不卷，天寒山色偏宜远。风急雁行吹字断，红日短，江天雪意云撩乱。

□ 农历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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