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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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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农事活动

◆ 民俗

大雪是“进补”的好
时节，素有“冬天进补，
开春打虎”的说法。冬令
进补能提高人体的免疫功
能，促进新陈代谢，使畏
寒的现象得到改善。冬令
进补还能调节体内的物质
代谢，使营养物质转化的
能量最大限度地贮存于体
内，有助于体内阳气的升

发 ， 俗 话 说 “ 三 九 补 一
冬，来年无病痛”。此时宜
温补助阳、补肾壮骨、养
阴益精。冬季食补应供给
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易
于消化的食物。可常喝喝
姜枣汤抗寒；吃桔子、用
薄荷油防治鼻炎，消痰止
咳。

大雪节气前后，柑桔

类水果大量上市，像南丰
蜜桔、官西柚子、脐橙雪
橙都是大雪节气的当家水
果。适当吃一些可以防治
鼻炎、消痰止咳。大雪时
北半球各地日短夜长，因
而有农谚“大雪小雪，煮
饭不息”等说法，用以形
容白昼短到了农妇们几乎
要连着做三顿饭的程度。

进补

老南京有句俗语，叫
“小雪腌菜，大雪腌肉”。大
雪节气一到，家家户户忙着
腌制“咸货”。将大盐加八角、
桂皮、花椒、白糖等入锅炒
熟，待炒过的花椒盐凉透后，

涂抹在鱼、肉和光禽内外，反
复揉搓，直到肉色由鲜转暗，
表面有液体渗出时，再把肉
连剩下的盐放进缸内，用石
头压住，放在阴凉背光的地
方，半月后取出，将腌出的卤

汁入锅加水烧开，撇去浮
沫，放入晾干的禽畜肉，一
层层码在缸内，倒入盐卤，
再压上大石头，十日后取
出，挂在朝阳的屋檐下晾晒
干，以迎接新年。

腌肉

“大雪”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21个节气，更是冬季的第三个节气，标志着仲冬
时节的正式开始；其时视太阳到达黄经255度。《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大雪，十一月
节，至此而雪盛也。”大雪的意思是天气更冷，降雪的可能性比小雪时更大了，并不指降
雪量一定很大。

大大

雪雪

生命的节日
□ 宋莺

大雪，顾名思义，雪量
大。古人云：“大者，盛也，至
此而雪盛也”。到了这个时
段，雪往往下得大、范围广，
故名大雪。大雪和小雪、雨
水、谷雨等节气一样，都是
直接反映降水的节气。而水
是生命的源头和源泉，水生
万物，生命泅水而来，季节
依附于水生长，飘洒在春天
的雨水、浸润着冬旱的雪
水，都催生着万物，注满灵
性，丰盈生命，滋润、喂养着
生生不息的生灵，所以“大
雪”节气是生命的节日！

大雪，因为润泽的使
命，你获得了圣洁的内
涵；因为晶莹与纯洁，你
永不苍老；因为滋养与灌
溉，你永不枯竭。你企图
用天使洁白的翅膀去清扫
世间的灰尘；企图用天使
的眼泪去清洗尘世的污
浊，感化众生，冻死虫

害，滋养大地，积蓄养
分，供给春天蓄势待发的
生命，演绎着生命的传奇！

大雪，你如一支神来之
笔，在冬日的素笺上，用银
蛇狂舞的草书，奋笔疾书着
白茫茫的诗行，再次以水的
名义饱蘸希冀，为丰收埋下
伏笔，给苍白而内敛的季节
献上一份厚礼！“大雪”这个
温润而富有诗意的名字，如
一粒洁白的种子播进泥土，
长在土地，静待春来开在花
枝，飘进香茗，落入诗词。

“大雪”的意思是天气
更冷，降雪的可能性比小
雪时更大了，并不是指降
雪量一定很大。大雪后，
各地降水量均进一步减
少，有的地方还会出现冬
旱，可见降雪有利于缓解
冬旱，对农作物生长是极
其宝贵的，是生命的盛典
和节日，所以有“冬雪是

个宝，春雪是根草”的说
法。

我国古代将大雪分为
三候：“一候鹃鸥不鸣；二候
虎始交；三候荔挺出。”一候
是说此时因天气寒冷，寒号
鸟也不再鸣叫了，好一幅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的凄清景象。二候和三候
则蕴含了《周易》的哲学思
想所揭示的事物发展规律，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逆境
达到极点，就会向顺境转
化。“大雪不冻，惊蛰不开”，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大雪”正在悄悄孕育着生
命的萌动，雪下春深，在
这慢慢浸润的滋养中，春
天正在冬雪的孵化中生根！

人们常说“瑞雪兆丰
年”。大雪如天空洁白的羽
毛，织了件温暖的冬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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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消
除四边草，来年肥多害虫
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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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雪”为大地披上生
命节日的盛装，“千里冰
封，万里雪飘”，大地白雪
皑皑，绿树披银饰玉，雾凇
晶莹剔透，好一个银装素裹
的童话世界！到了大雪节
气，河里的水都冻住了，人
们尽情地滑冰嬉戏，玩雪、
滑雪……银铃般的笑声回
荡在冬的深处，像是在把春
天声声呼唤，在欢庆这生命
盛大的节日！

□ 江志强

我始终认为，雪，绝不仅
仅是自然意义上的物质形态转
换，而是一本厚重的书，需要
静心品读。

在夜深人静的晚上，第一
场雪翩翩而至。起先，寒风怒
吼，冰粒扑扑簌簌地从天滚
落，砸在树枝上，撞在窗台
上，滚到车顶上，颇具声势，
唯恐世人不知它的到来。我置
身阳台，隔窗而望，马路上迅
速铺了一地冰晶。在路灯的昏
黄光晕里，冰晶斑斑斓斓，形
若钻石。爱人和儿子，欢欢喜
喜地来到阳台，一家人集体品
读雪的“序言”。妻说，每年
的第一场雪，总是声势很大。
儿说，这声音像放鞭炮。我赶
忙点赞，这是庆祝丰收年景的
到来啊！妻儿异口同声，“瑞
雪兆丰年！”

未出半小时，冰晶止，寒
风息，雪花飘，天地一片肃
静，指甲盖大小的雪片降落人
间。马路、房顶、树木，纷纷
换装，纯纯白白。儿问，“这
雪能下多厚？”我说，“至少能
下五公分。”妻说，“无论大
小，有雪就是好兆头，不过我
还是愿意让多下些，‘冬天麦
盖三尺被，来年枕着馒头睡
嘛！’”一家三口，怀着梦，
满足地睡去。梦中，儿子还念
念有词：“草枯鹰眼急，雪尽
马蹄轻。遥知不是雪，为有暗
香来。”

清晨六时许，我正酣睡，
儿早醒来，兴奋地呼喊，“老
爸，雪下得太厚啦。”我忙穿
衣，直奔阳台。果然，外面白
雪皑皑。环卫工人们穿着厚厚
的棉衣，呼出浓浓的白气，清
出一条宽约两米的通道。儿子
感叹说，“伯伯真辛苦。”妻赶
紧说，“老师布置了一篇‘雪
中送炭’的作文，这不是一个
好题材吗？”儿大喜，坐回书
桌，提笔行文，一气呵成，虽
文笔稚嫩，却感情充沛，读来
朗朗上口。

不多时，友人打来电话，
踏雪寻梅。我们大喜，穿戴整
齐，直至郊野。孩子们笑着、
跳着、唱着，小小的脚印在平
展展的雪地上不规则地延伸。
妻指着儿子的小脚印说，“我
们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吧！”我
说，“是啊，现在变成了大脚
印。”妻一阵惋惜，我们再也
找不回小时候的“脚印”了。
我陷入沉思，年年下雪雪相
似，岁岁年年雪不同，人们在
雪地上留下深深浅浅、大大小
小的脚印，不知不觉已度过数
十寒暑。雪，实在是最深刻的
光阴印迹啊！

突然，友人指着前方不远
处惊呼。原来，那是数株梅
花。顿时，大人和孩子纷纷奔
梅而去。虽然雪大，梅花却傲
然绽放，映衬白雪，雪中有
花，花中有雪，花雪合一，分
外妖娆。友人忽发诗兴：“梅
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
香。”

儿子听得入神，大为点
赞，“叔叔，您的诗太有水平
啦。”友人大笑，“叔叔哪有这
等才气，写这首诗的人名叫卢
梅坡，宋朝人。”儿子兴奋得
手舞足蹈，“我要把这诗背下
来，加到我的作文里……”

雪，如书，如茶，悉心品
读，趣味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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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雪 封 地 ，大 雪 封
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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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赏封河

大雪时节，除华南和
云南南部无冬区外，我国
辽阔的大地已披上冬日盛
装，东北、西北地区平均
气温已达-10℃以下，黄河
流域和华北地区气温也稳
定在0℃以下，冬小麦已停
止生长。但此期间，农事
活动仍然不能放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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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下
雪不及时，人们偶尔还在
天气稍转暖时浇一两次冻
水，提高小麦越冬能力。
或者修葺禽舍、牲畜圈墙
等，助禽畜安全过冬。俗
话说“大雪纷纷是旱年，
造塘修仓莫等闲”。此时还
要加紧冬日兴修水道、积
肥造肥、修仓、粮食入仓
等事务。妇女们则三五成
群，扎堆做针线活。手艺
之家将主要精力用在手艺

上，如印年画、磨豆腐、
编筐、编篓等，赚钱补贴
家用。

江 淮 及 以 南 地 区 小
麦、油菜仍在缓慢生长，
要注意施好肥，为安全越
冬和开春生长打好基础。
华南、西南小麦进入分蘖
期，应结合中耕施好分蘖
肥，注意冬作物的清沟排
水。这时天气虽冷，但贮
藏的蔬菜和薯类要勤于检
查，适时通风，不可将窖
封 闭 太 死 ， 以 免 升 温 过
高，湿度过大导致烂窖。
在不受冻害的前提下应尽
可能地保持较低的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