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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彩斑斓冬月味

十一月通常又称辜月、冬月、仲冬、中冬、畅月、龙
潜月。这个月份，你若到苗家做客，能刚好赶上苗年。苗
年，苗语称“能酿”，是苗族人民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据说
是中国上古时代，苗族后裔为纪念蚩尤创制农耕历法而
创设的节日。各地区过苗年的时间并不相同，从农历九月
至正月不等。一般历时三、五天或十五天。有的在农历十
一月的第一个亥日（猪日），有的在九月、十月、十二月的
第一个卯日（兔日）或丑日（牛日）。

兴文是四川最大的苗族聚集地。兴文苗族过苗年，每
年在冬月初一至初三这段时间都要举行隆重的庆祝仪式，
开展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年前，各家各户都要备丰盛的
年食，除杀猪、宰羊（牛）外，还要备足糯米酒。年饭丰
盛，讲究“七色皆备”“五味俱全”，并用最好的糯米打
“年粑”互相宴请馈赠。

每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江祖羌族则要过牛王节，这是
羌族传统节日，节期一天。这一天，要让耕牛休息，用面
做的馍馍和麦草喂它。有的地方，要做日月形馍馍挂在牛
角上，然后放它出圈自由活动。主人到牛王庙焚香烧纸，
并宰羊一只、鸡一只，祈求牛王爷保佑耕牛平安不遭受瘟
疫病痛。

农历冬月十六，是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蟹螺藏族乡木
雅藏族传统的节日——晒佛节。为了感恩过去一年的富足

生活，同时也为新的一年祈福，石棉县蟹螺藏
族乡的木雅藏族同胞们共聚猛种堡子，共庆晒
佛节。如今，在蟹螺藏族乡猛种堡子，还保存
着两幅祖辈留下的大唐卡，每年农历冬月十五
或十六，堡内外的木雅藏族，都会举行盛大的
仪式，“请”出两幅唐卡。晒佛节是当地木雅
藏族同胞每年最重要、最神圣的仪式。

每年农历冬月开始，楚雄农村就有杀猪请
客的风俗习惯。这个时候的农村，热闹极了。
每家每户都会杀一两头猪，请亲朋好友左邻右
舍来吃一顿热热闹闹的杀猪饭。什么是杀猪饭
呢？你会看到小炒肉、蒸山药排骨、香菇炖土
鸡……其中的美味，真是得身临其境，才能舒
坦到五脏六腑。

落雪见晴天，瑞雪兆丰年

大雪，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十一个节气，顾名思
义，雪量大。古人云：“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也”。这
时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温度都降到了0℃或以下。

我国古代将大雪分为三候：“一候鹃鸥不呜；二候虎始
交；三候荔挺出。”这是说此时因天气寒冷，寒号鸟也不再
呜叫了；由于此时是阴气最盛时期，正所谓盛极而衰，阳
气已有所萌动，所以老虎开始有求偶行为；“荔挺”为兰草
的一种，也感到阳气的萌动而抽出新芽。

人常说，“瑞雪兆丰年”。严冬积雪覆盖大地，可保
持地面及作物周围的温度不会因寒流侵袭而降得很低，
为冬作物创造了良好的越冬环境。积雪融化时又增加了
土壤水分含量，可供作物春季生长的需要。另外，雪水
中氮化物的含量是普通雨水的 5倍，还有一定的肥田作
用。所以有“今年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的农
谚。

民间有“小雪腌菜，大雪腌肉”的说法，大雪节气一
到，家家户户忙着腌制“咸货”。将盐加花椒等入锅炒熟，
待炒过的花椒盐凉透后，涂抹在鱼、肉和家禽内外，反复
揉搓，直到肉色由鲜转暗，表面有液体渗出时，再把肉和
剩下的盐放进缸内，用石头压住，放在阴凉背光的地方，
半月后取出，挂在朝阳的屋檐下晾晒干，以迎接新年的到
来。

各地还有“小雪封地，大雪封河”的奇景。北方有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自然景观，南方也有“雪花飞
舞，漫天银色”的迷人图画。到了大雪节气，河里的冰都
冻住了，人们可以尽情地滑冰嬉戏。

大雪是“进补”的好时节，民间素有“冬天进补，开
春打虎”的说法。

冬至阳生春又来

冬至又称“冬节”“贺冬”，华夏二十四节气之一、八
大天象类节气之一，与夏至相对。冬至作为一个节日，至
今已有2500年以上的历史。古人认为自冬至起，天地阳气
开始兴作渐强，代表下一个循环开始，是大吉之日。因
此，后来一般春节期间的祭祖、家庭聚餐等习俗，也往往
出现在冬至。

我国民间对冬至很重视，冬至被当作一个较大节日，
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而且有庆贺冬至的习俗。《汉
书》中说：“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人们认为：过
了冬至，白昼一天比一天长，阳气回升，是一个节气循环
的开始，也是一个吉日，应该庆贺。《晋书》上记载有“魏
晋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僚称贺”。

现在，一些地方还把冬至作为一个节日来过。北方地
区有冬至宰羊，吃饺子、吃馄饨的习俗，南方地区在这一
天则有吃冬至米团、冬至长线面的习惯。各个地区在冬至
这一天还有祭天祭祖的习俗。

侗族的“吃冬”从“吃冻”演变而来。每年冬至前
后，天气渐冷，侗族同胞选择一个日子，家家户户放塘抓
鱼，用酸菜或酸水煮鱼，加上鱼香草、小茴香、生姜等作
料，熬成鱼汤，放置在室外自然降温，经过一夜，第二天
鱼汤结冻成为“鱼冻”，味道特别鲜美，为吃冬节里必不可
少的一道美味佳肴。“吃冻”以吃鱼冻为主，其他美酒佳肴
也应有尽有，所以叫“吃冬”或“过侗年”。

民间还流行填“九九消寒图”以供消遣。“九九消寒
图”通常是一幅双钩描红书法，上有繁体的“庭前垂柳珍
重待春风”九字，每字九画，共八十一画，从冬至开始每
天按照笔画顺序填充一个笔画，每过一九填充一字。填充
完，便是冬去春来。

过了冬月，下个月便是腊月。一年又快到头了，你是
充实还是惆怅？是满足还是遗憾？都只能更待来年了。

有时候会感到很惶惑，因为一些

传统节日不是渐渐地被岁月淡化了，

就是被人们遗忘了。然而农历十一月

的“冬至节”却历久弥新，反而推衍

成盛大的民间美食节。冬至又被称为

“小年”，是说年关将近，余日不多

也。临近这一天，报刊、电视、网

络，都在连篇累牍地告诉我们，冬至

该吃什么，那样亢奋且生动地展示着

民间生活发生的巨大转变。

冬至，俗称“冬节”“长至节”或

“亚岁”等。文献上说，人们早在2500

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就开始过冬至了。

据记载，周秦时代是以冬十一月为正

月，以冬至为岁首。也就是说，人们是

在这一天过新年的。《汉书》说：“冬至阳

气起，君道长，故贺……”另外有云：古

人认为自冬至起，天地阳气开始兴作

渐强，即下一个循环开始了，为“大

吉之日”。还有一种说法是，冬至作为

节日来源于汉代。冬至为“冬节”，所

以被视为大节日，有“冬至大如年”

的说法。

古时有“冬至一阳生”的说法，

就是说从冬至这天开始，阳气慢慢开

始回升了。就如现代诗所云：冬天到

了，春天还会远吗？古时漂在外地的

人到了这时节都要回家过冬节，所谓

“年终有所归宿”。据说这一天，官府

要举行“贺冬”仪式，官员互贺称作

“拜冬”。官方放假，军队待命，边塞

闭关，商旅停业。《后汉书》记载：

“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

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在民

间，人们则亲朋相互拜访，并以美食

相赠。这一天，后辈还要向父母长辈

拜节呢。

冬至还是一个传统的祭祀之日。

据说，宋朝以后，冬至逐渐成为祭祀

祖先和神灵的节日。唐宋时期冬至就

是祭天祀祖的日子，皇帝要到郊外举

行祭天大典，百姓则要向父母尊长祭

拜。明、清两代的冬至日，皇帝要举

行祭天大典，谓“冬至郊天”。民间在

这一期间同样有祭祖、家庭聚餐等习

俗。故而冬至才被称为“小年”。

回想一下，我们会发现历朝历代

的传统节日，无论大节也好，小节也

罢，都包含着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

那就是祭祀亡灵，寄托哀思。由此我

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中华民族是一个

重情重义重亲的民族，特别是在人们

欢乐喜庆的日子里不能忘记先辈。如

此看来，一个民族的亲和力、凝聚

力，正是在这样一个又一个节庆中得

以延续，得以传承。我也曾浪漫地

想，随着科学的进步，经济的发展，

智能化水准的不断提升，人的劳作也

将逐渐地被“机器人”所替代，那

么，富起来的人们干什么呢？怎样才

能将赋闲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丰富

多彩？最靠谱的方法，就是从传统的

节令之中寻找答案。

冬至里最为普遍的风俗，便是吃

饺子了。俗话说：“冬至到，吃水

饺。”而南方则是吃汤圆。据说在山东

滕州等地，冬至有喝羊肉汤的习俗。

而苏南人在冬至时则吃大葱炒豆腐。

总之，一年将尽，新春即来，忙了快

整整一年了，人生的滋味、工作的辛

劳、创业的艰难、人际的纠结，等

等，等等，可谓是酸甜苦辣咸，喜怒

哀乐悲，尝了个遍。到了冬至，这种

种的担子要放下了，喘口气，歇一

歇。不是累吗？放下就轻松了，心情

自然就好。有道是“好受不如倒

（躺）着，好吃不如饺子”。上街买肉

包饺子喽。其实，每到农历十一月的

时候，在街头，在集市，已经可以看

到卖春联，或代人写春联、写福字的

摊子了――这就意味着，这年呀，就

快要到了。

农历十一月，在冬三月的正中间，也称仲
冬、冬月。另外，它还有辜月、畅月、鼠月、
葭月等别称，律中黄钟。辜者，故也，有“吐
故纳新”的意思，因为十一月阴极阳生，新年
伊始。“畅”则是“充”的意思，辜、畅都表
示此月万物充实，准备向外发的状态。

为什么说十一月是“新年伊始”呢？原
来，十一月是“建子之月”，按古人关于月份
与十二地支的对应，此月排在首位，故又称
“鼠月”。这个月有重要的节气“冬至”，冬至
是阴极阳生的转折点。据说在先秦的周代，就
把这一月当做岁首（即一年的开始），汉代以
后，才使用以“寅月”为岁首的夏历。因为冬
至的特殊地位，再加上有周历把它作为正月的
历史，所以它常被当作真正的年周期之始。

至于“葭月”，很多书说“冬月葭草吐绿
头，故称葭月”。这是望文生义的解释。冬至
月正冰天雪地，葭草（芦苇）又不是梅花，是
不可能吐绿头的。实际上，这里的葭指的是
“葭灰”，来自古代的实验，冬至那天，十二律
管中最长的律管——黄钟管有葭灰飞出，所以
我们说十一月“律中黄钟”。

十一月的天象，《尚书?尧典》中就有“日
短星昴，以正仲冬”的记载，是说十一月冬至
的白天最短，晚上天黑后正南方向可以看到昴
星高挂。古人常把这一典故用在诗中，如南朝
诗人傅亮的《冬至》，就有“星昴殷仲冬，短
晷穷南陆”之句，后一句是“白天最短、太阳
最南”的意思。

古代写到十一月的诗，大都是围绕“寒
冷”这一主题来写的。唐代边塞派诗人高适有
《蓟门行五首》，其一为：

边城十一月，雨雪乱霏霏。元戎号令严，

人马亦轻肥。羌胡无尽日，征战几人归？

除写出边塞将士的严整、艰险外，也写出
了边城十一月大雪纷飞的景象。

十一月中国北方是这样，那么江南呢？气
候则温和得多，看唐人吕渭的《状江南?仲
冬》：

江南仲冬天，紫蔗节如鞭。海将盐作雪，

出用火耕田。

江南的冬天，紫甘蔗长得还很茂盛，没有
下雪，只好把海边的晒盐场想象为雪地了，农
民正放火烧荒，准备耕种下一季的作物了。

（本版配图均来自网络）

邯郸冬至夜思家
（唐）白居易

邯郸驿里逢冬至，

抱膝灯前影伴身。

想得家中夜深坐，

还应说着远行人。

张占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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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俗

农历冬月：又逢“九九消寒”时
郁 华

□ 物候

十一月仲冬 建子阳生
王玉民

□ 农历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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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十一月，冬寒料

峭。十一月既有冷风吹、

左手暖右手的凄然，也有

肃静的美，有独钓寒江雪

的苍茫与辽阔。

在中国民俗里，农人

这个月可以闲适地串门聊

天，互相谈起今年能否迎

接一场瑞雪，捎带来一个

丰年。孩子们的梦里，则

迎来了阔别一年的雪人朋

友。这时，祖国各地的少

数民族也活跃起来，用原

生态的方式表达着对天地

人的感念。

□ 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