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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草的冬至（外一首）

□ 西杨庄

灰蒙与苍白将天空霸占
满纸。谁逞英雄豪气
谁的狂草喷洒沾染，落墨
其上，枝杈纵横缭绕
这跃马驰骋的冬至的风，瞬间
化身现代书法，少了工工整整的
一横一竖，夸张地歪斜了一撇一捺
向阳光里的光线并列，如风
和鸟儿狂欢

这是隶书与正楷鄙视后的白眼
如一名刚参加工作的男子
借着冬至的风力，大力甩粗壮的胳膊与腿
从旷野围猎到城市南端，轻松地
扫过城北，挤身书房案板时
猖狂中点缀一句怒吼，今天冬至
真像是童话里的野兽，泼洒着斑点
素描着寒冬，偶尔
也扑腾成一锅沸水中的三鲜饺子

冬至的风真的很冲，很冽
好像是国画大师手中那支毛笔
而冬雪就下得比较温暖了，笑看冷风
一路狂奔，一路走低，瞧
一枚珍贵的果实破空而至，叮咚
一声响亮，枯枝下一抹宁静的意境
绽开了笑，滋养着又一个生命的四季
狂风，已经演绎春天的色彩

冬至

温度连日走低
这是播音员预告说的
露面五分钟的她，借助模拟的版图
把西北风和雨雪夹杂在一块，从最北端
轻松地拨拉到最南边，东西方都绕了个圈
明日有风，她说，声音甜美表情淡定
让人聆听的同时更加无言，无奈
还有点孤单

我坐在电脑前
感受着暖气的亲热，日子就这样
从初冬一路追到冬至，鼻孔猛力掀翼
是谁在拍打窗户，那声声唤我
如同当年的父亲母亲。真的冬至了
妻子，你有没有想起包饺子
或者拨打一下亲情热线

寒冷已经声控着美丽的雪花
纷纷扬扬，一如朵朵礼花从天而降
覆盖一层洁白的大地啊，冬至日
竟然幻化一个神奇的童话世界
白色森林，结着冰凌的遥远小木屋
雪中奔跑的狗，墙角里的杂草
纸屑和塑料袋挤在一起瑟瑟发抖
哪一个都是我的至爱，冬至
终于模糊了我的双眸

冬至大如年
□ 崔道斌

俗话说：“冬至大如年，人间小团圆。”每当冬至来临，新
年也就近在眼前。

冬至，又称冬节、亚岁、拜冬等，是四时八节之一，被视
为冬季的大节日，也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其实，冬至的

“至”并不是到了的意思，而是指极致，尽头。古人对冬至的
解释是：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之
至，故曰“冬至”。

在古代，冬至有许多讲究的“仪式”。汉代以冬至为“冬
节”，官府要举行祝贺仪式称为“贺冬”。《后汉书》中有这样
的记载：“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
辰而后省事。”所以这天朝廷上下要放假休息，军队待命，边
塞闭关，商旅停业，亲朋各以美食相赠，相互拜访，欢乐地过
一个“安身静体”的节日。魏晋六朝时，冬至称为“亚岁”，民
众要向父母长辈拜节。宋朝以后，冬至逐渐成为祭祀祖先

和神灵的节庆活动。唐、宋时期，冬至是祭天祀祖的日子，
皇帝在这天要到郊外举行祭天大典，百姓在这一天要向父
母尊长祭拜。明、清两代，皇帝均有祭天大典，谓之“冬至郊
天”。宫内有百官向皇帝呈递贺表的仪式，而且还要互相投
刺祝贺，就像元旦一样。

冬至是二十四节气中最让人欢喜的节日，也是最有仪
式感的节日，而冬至最明显的习俗就在于吃。“冬至到，家家
户户吃水饺。”我的家乡有冬至吃饺子的习俗，冬至这天，不
论贫富，饺子是必不可少的节日饭。母亲说，“冬至不端饺
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冬天天寒，容易冻着耳朵，而饺子
形如耳朵，冬至吃饺子可以保护耳朵。

忙碌了一年，人们在冬日里稍事休息，是最大的享受。
在我的家乡，人们还喜欢吃狗肉。俗话说：“寒冬至，狗肉
肥。”又有说：“狗肉滚三滚，神仙站不稳。”寒冬正是吃狗肉

的好时节，狗肉是冬令进补的佳品。人们围炉温酒，大快朵
颐，既暖胃又暖身。

冬至这天，白天最短，黑夜最长，气候开始进入一年中
最冷的阶段，也就是“交九”。民间习惯于自冬至之日起数
九，从冬至这天算起，每九天算一个“九”，数到九个“九”，也
就是八十一天后，便迎来了春暖花开。小时候，母亲教会了
我许多与数九相关的乡谚俚语，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
就是那首脍炙人口的数九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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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冬至是一个令人难忘的节点，也
是一个温情满满的日子，一锅热腾腾的狗肉，一碗香喷喷的
饺子，在冬至的记忆里，飘荡着节气的清香，氤氲着亲情的
味道，牵动着游子的乡愁。

阳生春又来
□ 李坤

在静美的时光隧道里，在传统节日的谱系里，冬至是一
个非常特别的节日——安静、祥和，就像一位精神矍铄、神
采奕奕的老人坐在春天的门槛向我们招手。

古人对冬至的说法是：“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日南至，
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故曰冬至。”冬至已至，天寒地冻，从
冬至这天开始“数九”，一年中最寒冷的节气迫不及待地来
临了。

在日趋寒冷的日子里，人们开始添衣御寒，动物们开始
冬眠，午后草垛旁的老人们依偎着阳光，轻轻地品味着白日
缕缕绵长的话。白日越来越短，黑夜变得越来越长，梦也越
做越长、越做越香。

冬至，与春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书》中说：“冬至
阳气起，君道长，故贺。”清人徐士宏在《吴中竹枝词》就记录
了“冬至大如年”这一句响彻古今的俗语，就是说冬至这一
节日盛大如同春节，所以冬至和年一样，需要铆足劲儿庆贺
一番。

在我的老家，冬至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节日，有“冬至吃
饺子”的习俗。冬至到饺子香，不管家里生活如何，入不敷
出也罢，拮据也罢，冬至这天一定要吃上热气腾腾的猪肉馅
饺子。就像任聘在《中国民间禁忌》中说的那样：“冬至日，
作馄饨为食，取天开于子(按干支计算，农历十一月属子），
混沌初分，人食之可益聪明。”端起饺子这碗“人间烟火”，是
对冬至这个节日最起码的尊重。

《深泽县志》里也有记载“冬至，祀先，拜尊长，如元旦
仪”等，这是明确把冬至提升到春节地位的历史表述。冬至
里有生命的神圣氛围，有五千年来炎黄子孙历史文化凝聚
成的不可逾越的情感。在我的老家，冬至那天就是要去祭
祀先人的，祭祀摆的就是饺子。

在情感里，冬至也有浓墨重彩的一笔。白居易在《冬至
夜思家》中写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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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了浓浓的思亲之情。
再结合着读陆游的《辛酉冬至》：“今日日南至，吾门方寂

然。家贫轻过节，身老怯增年。”便又有另一番感受涌上心
怀。每逢冬至倍思亲，带着丝丝温暖，冬至里有对家的渴
望。远方的游子或在外打工者，夜晚灯火可亲，可亲人不在
身边，只能在摇曳的灯火里，垂泪自怜。可冬至后年来到，
又有另一种期盼在眼前。

记忆里，冬至这天母亲早早就包好了饺子。忙完农事
的父亲刚推开家门，烟火氤氲的灶屋里，母亲就娴熟地把一
篦子冬至饺倾入锅内。饺子打着旋转沉入沸腾的水底，母
亲用勺子在水底来回扒拉几次，当锅中一次次沸腾再加入
冷水过凉，几次下来饺子就可以出锅了。饺子蘸着酱油蒜
末水，入口清香辛辣，每次我们都是狼吞虎咽囫囵吞下几大
碗。母亲的冬至饺，承载了我们太多的美食记忆，至今想起
有母亲的冬至，还是满口饺子香。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天来了，春天
还会远吗？在远远眺望季节的目光里，冬至欣然而至，日子
开始渐渐温暖，春天的讯息若隐若现……

冬至情深似故人
□ 崔安宁

在我心中，二十四节气里的冬至，像一位体贴的美食
家，她将不同的感情，全都藏进了美食里。

小时候，冬至将温暖送进我家的饺子馅里。携着浓郁
香味的饺子馅带着冬至的馈赠，与薄薄的面皮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奇迹。无论是元宝形饺子、月牙形饺子，还是波浪形
饺子，都安安静静地守在原地。

吃饺子，是感受冬至温暖的最佳方式。刚出锅的饺子挤
在碗里，共同抵御瓷碗外的严寒。这时，奶奶会趁热挑一个
大碗递给我，随之而来的是一句“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
没人管”的俗语。就这样，冬至将温暖藏进饺子里，而饺子将
温暖从我的嘴里，传递在我的心坎里。

上学后，冬至将思念搓进了汤圆里。各式各样的馅料，
裹着一层厚厚的思念，变成了小巧圆润的汤圆。这时的

“圆”意味着“团圆”与“圆满”，而在冬至里诞生的汤圆又叫
“冬至圆”。

南方的同学悄悄告诉我，这里流传着“吃了汤圆大一岁”
的说法。于是，我便迫不及待地尝了几个。软糯香甜的汤
圆，带着清香与甜蜜，不断地回荡在口中。于我而言，变大的
不仅是年龄，更是住在心底的思念。

工作后，冬至将好运塞进番薯汤果里。甘甜的番薯把
自己揉成小块，与小巧的圆子在锅里相遇。这场相遇注定
撒满了甜蜜，而好运在香甜的番薯汤果里等待着追随它的

有缘人。
请我吃番薯汤果的同事曾说过，因“番”与“翻”同音，冬

至吃番薯，寓意着过去的霉运全部都“翻”了过去。而汤果
和汤圆类似，它们个头小，没有馅料，也被叫做圆子，有“团
圆”“圆满”之意。在做番薯汤果时，再加点酒酿，更是取其

“财运高涨”“福气高涨”的好彩头。这时，喝一碗番薯汤果，
让甜蜜的味道携着积攒的好运，四处弥漫。

我想，冬至更似一位情深义重的故人。她将饺子里的
温暖，汤圆里的思念，还有番薯汤果里的好运，分享给每一
个人，让严寒的冬至飘满了幸福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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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说”二十四节气》之“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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