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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金路

农历十二（腊）月初八，俗称腊八
节。“在聊城，腊八节这天既有喝腊八
粥、腌腊八蒜的习俗，还有扎耳朵眼和
济贫施舍等习俗，腊八节是年前的一个
重要日子，有些讲究。”1月4日，耄耋之
年的聊城民间文史学者刘洪山说。

喝腊八粥 腌制腊八蒜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
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

“喝了腊八粥，就把年来数”，这是聊城
多年来流行的歌谣，喝腊八粥是腊八节
的传统习俗之一。传说，佛祖释迦牟尼
于这天得道成佛，故寺院每逢这天煮粥
供佛，民间相沿成俗。腊八节当天，居
民多在早晨起床后喝“腊八粥”，有喜庆
丰收和预祝来年五谷丰登的意思。以
前，每到腊八这一天，朝廷、宫府、寺院
都要做腊八粥，老百姓也会在合家团圆
时喝腊八粥。

研究聊城民俗文化多年的聊城大
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生导师孙
雪岩表示，聊城一带的腊八粥多是用
黄米（黏米）和红枣做成。用枣和黄米
做粥有两层意思，一是，当年释迦牟尼
于腊月初八这天一早喝了粥离开家
门，枣是“早”的谐音，意味着今天喝的
腊八粥就是当年释迦牟尼喝的粥，象

征吉祥；二是，米是粮食的一种，黄
米黏性大，黏与“连”谐音，腊

八粥做得稠一些，黏黏的，
意味着可以连年丰收。
但是，各地方的腊八粥
原料又有所差异。阳
谷、东阿一带多用米豆
制作，馆陶一带多用黍
米掺杂大枣，高唐则在
粥里再添加豆腐、粉条、

菠菜以及胡椒等，冠县则以
黍黍、、米米、、豆豆、、枣等做粥枣等做粥，，做好腊做好腊

八粥后八粥后，，邻里之间会相互馈赠喝邻里之间会相互馈赠喝
粥粥。。当然当然，，腊八腊八粥的传说还有“岳飞

说”“朱元璋说”等，不一
而足。

在腊八节这天，人
们还有腌制腊八蒜的习
俗，将剥了皮的蒜瓣儿
放到密封的罐子里，倒
入醋，封上口，蒜瓣儿会
逐渐变得像翡翠一样。
聊城市民王立贵说，在
春节，将腌制的腊八蒜
打开，蒜瓣儿呈翠绿色，
味道酸脆爽口。

为何于腊八节腌蒜，64 岁的鲁西
民俗画绘制者王发社说，到了腊八，也
就快到年关了，生意人开始盘点货物、
讨账、还账。民间有一个说法，腊八蒜
的蒜字和算同音，快到年关了，商家要
在这天把一年的收支都算清楚。债主
要账时就会泡一些腊八蒜送人，欠债
的收到后心照不宣，一年的债务该清
算了。

腊八节是济贫施舍日

过去，聊城民间把腊八节这天作为
济贫施舍的日子。孙雪岩表示，旧时，
施舍腊八粥在聊城十分流行。各寺
院，如城关的静业禅林、铁塔寺，东乡
和南乡的王官寺、青龙寺、白马寺、洪
福寺，西乡和北乡的阎觉寺、高佛寺、
弥陀寺等，都会用大锅熬粥，凌晨将粥
放在庙门外，另备碗筷，过路行人都可
以喝。

腊八正值隆冬季节，天气寒冷，聊
城多年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叫作“腊
七腊八，冻死叫花”，意即腊八节这一时
段，天气比较寒冷，若不济贫施舍，要饭
的叫花子就会被冻死。因此，腊八这
天，无论穷富人家，只要有乞丐上门，则
有求必应。此外，一些大户人家，尤其
是无儿无女的富户，为了祈求得到子
女，腊月初八早晨便做些腊八粥，抬出
家门向穷人施舍。

在临清，寺庙有腊八化缘的习俗。
这天，和尚、尼姑、道士纷纷到村里化
缘，当地百姓多信仰佛教和道教，也十
分乐于施舍钱米，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他们化缘得到的钱米就足够维持一年
的生活。抗日战争时期各寺庙多被毁
坏，从此，就没人施舍腊八粥了。

驱疫鬼 盼丰收 扎耳朵眼

古代在农历十二月里合祭众神叫
做腊，因此，农历十二月叫腊月。从先
秦起，腊八节就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
是祈求丰收和吉祥的节日。汉代以后，
以冬至后第三个戌日为“腊日”（即冬祭
日）。自南北朝开始，改十二月初八为

“腊日”，又称“腊八”或“腊八节”。自
此，腊八节便固定为十二月初八。

腊八节除祭祖敬神的活动外，人们
还要逐疫。旧时，人们会在腊八这天用
驱傩禳祭的方式驱除疫鬼，以祈求平安。

刘洪山说，在聊城城区东北部的董
付村、柯针寨村一带，居民在腊八节前一
天削好枣树枝条，在枝条上插约2公分长
的格档瓤子，起早将枝条插到粪堆上，枣
树枝条代表庄稼，格档瓤子代表粮食，意
即庄稼长在肥沃的粪堆上，能五谷丰登。

旧时，聊城还有在腊八这一天给小
女孩扎耳朵眼的习俗。扎耳朵眼之前，
先让女童到室外冻一会儿，趁两耳冻得
麻木时，在两个耳垂各扎一孔，穿入红
线，待小孔长好，再戴上银耳环。传说
这天扎耳朵眼，“腊八姑姑”会保佑被扎
女童不疼痛，耳朵不发炎。

在王发社的腊八节民俗画里，有这
样的注解：腊八数九天，扫尘忙不闲；处
处亮堂堂，衣被觉鲜艳；穷气晦气一起
赶，除尘布新迎新年。王发社说，“腊八
节扫屋子”也是聊城人多年传下来的习
俗，很多居民在这天忙着大扫除。由于
担心招惹了“宅神”，平时都不随便在家
里大扫除，而腊八节这天就没有这个禁
忌，可以放心大胆地扫屋子。如果腊八
这天没扫屋的话，就只好等到腊月廿三

“祭灶”时再扫了。

以前，腊八节聊城人打扫屋子的情景。王发社 作

1月5日17时14分“小寒”

时处二三九，腊月梅花开
新华社天津1月3日电（记者 周

润健）“小寒时处二三九，天寒地冻冷
到抖。”北京时间1月5日17时14分迎
来“小寒”节气，我国大部分地区开始
进入冰天雪地的严寒时期。

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罗
澍伟介绍说，每年公历1月5日或6日，
太阳到达黄经285度时，“小寒”节气开
始，它是二十四节气中第二十三个节
气，冬季第五个节气，也是进入新一年
的第一个节气。从字面上看，“月初寒
尚小……月半则大矣”，即“大寒”比

“小寒”要冷；若从气象记录观察，“小
寒”往往是全年最冷的时节。

今年“小寒”正值“二九”第七天。
1月8日进入“三九”，1月10日迎来“腊
八”，都在“小寒”节气内。“腊七腊八，
冻死寒鸦；腊九腊十，冻死小鱼”。此
时节，强冷空气活动频繁，气温下降明
显，北方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南方霜
雪交加，冷透肌骨。

在新的一年里，“小寒”时节虽然
最冷，但人们同时也能看到春意正在
萌动。“小寒”的三候为“一候雁北乡，

二候鹊始巢，三候雉始鸲。”意思是说
因感知到天地间的阳气回升，大雁开
始北迁，喜鹊开始筑巢，雉鸡开始鸣
叫；“小寒”的“花信”三候是：“一候梅
花，二候山茶花，三候水仙花。”尤其是
梅花，在腊月迎寒怒放，代表着大自然
在寒冬中积蓄力量，走向未来的悦动。

“小寒”时节，公众该如何养生？
罗澍伟结合民间传统和养生专家的建
议说，严寒是进补的好时节，中医认
为，宜多食温热食物，以抵御寒冷对人
体的侵袭，但应注意有的放矢，万不可

盲目进补。
在寒暑交替的天时更迭中，坚持

良好的起居习惯也很重要，如“早睡晚
起，必待日光”，克服在闲散中熬夜的
毛病；临睡前热水浴足，既能御寒保
暖，又能解除疲劳，促进睡眠；浴足后
进行足底按摩，还可促进血液循环和
新陈代谢。

此外，还应谨记“冬练三九”的古
语，不惧严寒，常去户外锻炼，在阳光
充足时，多做伸展肢体的运动，增强自
身御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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