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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寒冬尽新春暖 □ 廖华玲

走进腊月，大寒不寒，新春不远。
说大寒不寒，是因为人们沉浸在

“忙年”的喜庆氛围中。其实，大寒时节
是相当冷的，陆游在《大寒》中便写道：

“大寒雪未消，闭户不能出”。如今虽然
由于温室效应，总体感觉大寒不如小
寒那般酷冷，但是仍处于寒冷时期。作
为农历的最后一个节气，大寒给人一
种期盼，那就是：大寒冬尽，情暖新春。

农谚云：“小寒大寒，杀猪过年”。
大寒是个农闲的时节，寒气可以杀死
农作物上的害虫和病菌，但却挡不住
人们“忙年”的热情。杀猪年、灌香肠、
腌腊肉、备年货，好一派热气腾腾的场
面，处处充溢着年味。即使户外飘雪下
雨，寒气逼人，但想到新春将至，亲人

将归，脱掉外套、挽起衣袖大“忙”一场
又何妨，真是大寒不寒，心中暖洋洋。

大寒时节，易患感冒等呼吸道传
染性疾病，中医认为可适当进补，民间
就有“大寒大寒，防风御寒，早喝人参、
黄芪酒，晚服杞菊地黄丸。”的说法。对
于养生，《黄帝内经》中写道：“智者之
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
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避邪
不至，长生久视。”由于大寒与立春季
节交替，人们的生活、精神、心态也应
随着节气的变化由“收藏”向“激发”加
以调整。其实，我们更应该把大寒的寒
当作新春派发的一味“励志”补药。因
为，在经历了寒气的洗礼与磨砺之后，
生命即将迎来春的活力与美丽。为此，

让我们大吼一声：“大寒不寒。”
对于大寒，我不觉得冷，反而有一

丝温暖的感觉，因为有美味的糯米饭
可吃。糯米不易被消化，且热量高，是
很适合御寒的食物，为此家乡便有了

“过大寒吃糯米饭”的食俗。糯米饭并
不是把糯米和少量黏米一起煮成饭就
可以了，它需要在饭有九成熟时加入
腊肉、香肠、花生、葱花等事先炒制好
的配料，搅匀后焖上几分钟即可。糯米
饭香喷可口，味美之极，吃上一碗后，
走出房门，昂首挺胸，居然感觉大寒不
寒。

大寒虽至，但并不太冷，因为我们
已经听见了春的脚步声，所有的一切
都会热情奔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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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寒是二十四节气中的最后一个节气。每年1月20日前后太阳到达黄
经300°时为大寒。《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十二月中，解见前（小寒）。”《授
时通考·天时》引《三礼义宗》：“大寒为中者，上形于小寒，故谓之大……寒气
之逆极，故谓大寒。”这时寒潮南下频繁，是中国大部分地区一年中的最冷时
期，风大，低温，地面积雪不化，呈现出冰天雪地、天寒地冻的严寒景象。这个
时期，铁路、邮电、石油、海上运输等部门要特别注意及早采取预防大风降
温、大雪等灾害性天气的措施。农业上要加强牲畜和越冬作物的防寒防冻。

2016

诗意大寒
大寒是二十四节气中的最后一个

节气，在每年 1月 20日前后，是一年中
最冷的时候，所以叫“大寒”。

南宋大诗人陆游在《大寒出江陵西
门》中写道：“平明羸马出西门，淡日寒
云久吐吞。醉面冲风惊易醒，重裘藏手
取微温。纷纷狐兔投深莽，点点牛羊散
远村。不为山川多感慨，岁穷游子自销
魂。”大寒时节的早上，陆大诗人骑着一
匹瘦马出城，虽然太阳无光，大风低温，
城外一片苍茫萧条的严冬景象，连动物
都很少见，这时候年关将近，他又身处
异乡，但却没有感到悲凉，反而心中涌
起一股山川依旧、悠然陶醉的豪情，这
是何等高境界的豁达人生啊！

宋代诗人文同，虽然名气现在看来
不怎么大，但却有一首诗写得很好——
《和仲蒙夜坐》，“宿鸟惊飞断雁号，独凭
幽几静尘劳。风鸣北户霜威重，云压南

山雪意高。少睡始知茶效力，大寒须遣
酒争豪。砚冰已合灯花老，犹对群书拥
敝袍。”寒夜漫漫，外面冷风呼啸，屋内
寂静凄清。睡不着的时候才知道是茶水
的作用，大寒节气，应该喝酒啊！屋里寒
冷，砚里的墨都结了冰，灯花堆积了很
多我也不管它。衣袍虽又破又薄，但只
要有书读就行了。这是一副让人钦佩的
寒夜苦读、舍我其谁的画卷，诗人那种
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精气神让人过目
不忘！

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
的《卖炭翁》、《长恨歌》，可谓家喻户晓，
他的《村居苦寒》也毫不逊色，“八年十
二月，五日雪纷纷。竹柏皆冻死，况彼无
衣民！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北风利
如剑，布絮不蔽身。唯烧蒿棘火，愁坐夜
待晨。乃知大寒岁，农者尤苦辛。顾我当
此日，草堂深掩门。褐裘覆絁被，坐卧有

余温。幸免饥冻苦，又无垅亩勤。念彼深
可愧，自问是何人？”在北风如剑，竹柏
冻死的大寒时节，农民尤其辛苦。这时
的我，住在温暖的房子里，坐时穿着裘
皮衣，睡时盖着绸被，既无饥冻之苦，又
不下地干活，和那些严冬之中仍在辛苦
干活的农人比较，我实在惭愧，我这算
是什么样的人呢？诗人自剖自责，忧国
忧民的情感确实难能可贵。

宋代方回的《用夹谷子括吴山晚
眺韵十首》、《永乐沽酒》，陈著的《游
慈云》，强至的《二月大寒偶书短句》
和陆游的 《大寒》、《示福孙井示喜
曾》等，写的虽然都是大寒时节的景
象，但却都看不到诗人畏寒退缩的心
态，而是喝酒、不服老、忧民、围炉
读书等豪情，可见，大寒节气寒与不
寒，不在于天气，而在于你的内心是
否有诗人一样的豪情！

俗话说：“小寒大寒，冻
成一团”。这时是一年之中最
冷的时候。不过到了这个时
候，天气却是晴朗居多，因而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始终充溢
着一股暖暖的冬阳。

早晨霜露更加厚重，干冷
的冬风吹得人脸庞发紫。面对
这些，我们并不怎么在乎。看
到田里厚厚的冰层，捡起一块
石头，用力敲几下，“咔啦”
一声脆响，冰层破了。伸手捞
起一块，对着太阳照着，整个
人便笼罩在一片灿烂的光芒
里。

小孩觉得好玩，大人们则
忙着准备过年的东西。煎米
糖、打粉皮、汆薯片……暖暖
的冬阳里，忙碌中盈溢出一片
洋洋喜气。煎的米糖黄得灿明
发亮，打的粉皮白的像雪一
样，让人看着就喜欢。薯片切
好后，在霜露里冻上几个晚
上，再晒干用油来汆。那样的
薯片又香又甜又脆，不要说
吃，闻闻那股味道都能使人感
到无比的熨帖！

在准备吃的同时，母亲还
要为家里人张罗新鞋新衣。她
寻些旧布片，熬上一锅薯粉
糊，把布片放在里面浸好，然
后贴在门板上，让太阳晒干，
这叫打鞋帮。在暖暖的冬阳
下，看到门板上的鞋帮，用手
摸摸，粗粗的、厚厚的，脚下
也感到暖暖的。做了新鞋便做
新衣。母亲用一年积攒下来的
钱扯上几尺布，请来裁缝做新
衣。裁缝用软皮尺给我量腰
围，弄得我腰里痒痒的，但心
里却是美滋滋的，仿佛新衣就
穿在了身上。这时，母亲总是
摸着我的头细细端详，笑着对
裁缝说：“师傅，做大些，孩
子长起来挺快的。”外面暖
和，裁缝把机子搬到坪里来
了。和煦的冬阳下，缝纫机

“咔嚓咔嚓”响个不停，我的
新衣做好了。一年年的新衣，
我也不知不觉的长大了。

当然，不会每天都是这样
晴朗的。晴了几日，天气说变
就变，一夜北风吹，万里雪花
飘，天地间一片苍茫。但是雪
后的晴天就更加可爱了。落雪
不冷融雪冷，于是提着一只小
火笼，坐在屋檐下一边烤火，
一边晒着太阳。融化的雪水

“哗啦啦”地从檐头流下，像
一挂亮晃晃的瀑布。这时，阳
光透过瀑帘，把我的身影映照
在斑驳的墙壁上，就连嘴里呵
出的热气，也在墙壁上腾腾飞
升。家里的小狗和小猫也凑过
来了。小狗紧挨着我的脚坐
着，还把头伸到小火笼边取
暖。而小猫则干脆团缩在我的
大腿上，不停地打着呼噜。

雪渐渐融化，第二天，檐
头吊着一两尺长的冰棱子。于
是，我们便高唱起了 《九九
歌》：“一九二九，好汉难出
手；三九二十七，檐头倒挂笔
……”唱着唱着，梅花开了，
鞭炮响了，新年到了……

暖暖的冬阳
□ 谢章成

□ 寇俊杰

□ 程中学
大寒里的情思情结

小寒大寒，一年全完。大寒，是一年
中最后的一个节气，此时的年味愈加的
浓郁了。光阴飞逝，在岁月的车轮面前，
每个人都在马不停蹄向前奔跑，泛起生
命的浪花点点。流年里的情思情事，却
并不曾随水东流去。

回望旧时的路，雪收藏了每个人一
年的丰收果，也掩藏了一年的辛劳：春
日暖阳，耕耘播种，撒下希望，又担心缺
垄少苗，春心一寸，几多苦笑；夏花一
地，青禾茁壮，汗珠摔八瓣，挥锄铲稗
草，暑多凉少，忍受酷暑煎熬；秋实梦
里，收获了果实，也收获了萧条；隆冬时
节，撷取冬阳一缕，也历经露重寒宵。这
追求幸福的流程，充满期盼、欣慰和欢
笑，也饱含多少酸楚、艰辛和烦恼。

新的一年，是梦想的延续。人生就
是一趟没有回程票的旅行，梦想，是照
亮前程的灯，就是前方最终的目的地。
追着这个航标灯，一往如前是不变的步
伐，一心向阳是不变的姿态。不同的是，

我们又走过了 2014的人生驿站，尽管
风雨兼程，却也所向披靡；尽管挥汗如
雨，也曾付出着收获着快乐着。这，就是
真实的生活。未来的路，坎坷泥泞不会
少，风霜雨雪何其多。新年新希望，梦
想，又在脚下延伸！

新的一年，是未了的情。回首往
昔，那些一起走过的人，共同经风沐雨，
洒下一路欢笑。如今，或渐行渐远，或消
失不见。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与自己并
肩走过，路过人生的十字路口，只因选
择不同，方向不同，造就人生的不同。收
获真情时，回报以温暖；无意间受到的
伤害，一笑置之。原谅别人，也就是释放
自己。皆以感恩之心来对待，一切，安然
而静好。然而，记忆中，总有一段情使人
感怀，总有些人让人牵肠挂肚，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真诚的牵挂，即使寒冬也
能送人温暖；真情的流露，保持人性的
本真与纯粹。人间有爱，美好如初！

新的一年，是未了的心愿。每当

这时，父母、亲情就是最敏感的字眼。为
了生活，一部分人注定暂时的漂泊。远
离故土，远离亲人。有多少人是南北相
离、东西相隔。聚少离多的日子，思念似
一张无形中的，布满生活的每个角落。
亲人之念，爱人之思，每逢佳节情更胜，
给人感触。此时，“常回家看看”成了一
种心愿，每个节日都是一杯思情的酒，
酒不醉人人自醉；每个关于亲人、关于
家乡的话题都是剪不断、理还断的情思
情结……新的一年是又一轮刚刚启航
思念，思团圆，盼相聚，父母的天伦之
乐，儿女的绕膝之情，一年的苦苦守侯，
加快了归乡的步伐，尽在辞旧迎新之际
诉衷情，岁岁年年永不变。

越过大寒就是春，越过大寒就是
年！新的一年，踏着冬的脚步，倾听着春
的心声，不惧严冬的寒冷，蕴育希望的
种子，继续踩着生活的节奏向前，努力
为生命营造一个个冬季里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