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朝《酉阳杂俎续集·支植下》记载：
“蜀中有木类柞，众木荣时如枯枿，隆冬
方荫芽布阴。蜀人呼为楷木。”楷树，俗
称黄连木。众树茂盛它隐退，众树枯萎
它茂盛，有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境
界。相传这种树最早生长在孔子墓旁，
所以又称“孔木”。

明朝《水东日记》载：“模树生周公冢
上，其叶春青，夏赤，秋白，冬黑，以色得
其正也。”相传模树最早生长在周公的墓
旁，它的叶子随季节变化，春天青翠碧
绿，夏季赤红如血，秋日变白，冬日变黑，
因其色泽纯正，不同于“尘俗”，亦为众树
的榜样。 （《贵阳晚报》）

“楷模”是两种树

45年前，中国现代漫画第一人丰子
恺逝世，给后人留下了四千余幅漫画作
品。时至今日，完整保存下来的漫画作
品不足其全部作品的一半，彩色漫画更
是少之又少，仅有两百余幅。这两百余
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成《白云无事
常来往：丰子恺画语》出版。这是市面上
唯一一部丰子恺彩色漫画集，弥足珍贵。

《白云无事常来往》一书共分为四个
部分：稚子儿童、民间都市、古诗新画和
护生护心，212 幅彩色漫画无不浸润着
丰子恺对世间生活的无比爱意。

稚子儿童是丰子恺漫画中较早关照
的对象。他最早的漫画集《子恺漫画》收
画60幅，多描绘家中的儿童生活。

于是，可爱的儿女便成了他的模特，
他创作了大量反映儿童生活的漫画，如

《阿宝赤膊》《爸爸回来了》《穿了爸爸的
衣服》《瞻瞻底车》《“爸爸耳朵里一支铅
笔”》等。这些漫画多为寥寥几笔，有些
甚至连五官都未画全。为此，有人说丰
子恺的画“不要脸”。但正是这些“不要
脸”的漫画每每能传达无穷的趣味。其
实，这正是丰子恺所追求的“意到笔不
到”的境界。当初朱自清欣赏了丰子恺
的漫画为其所折服：“我们都爱你的漫画
有诗意，一幅幅的漫画，就如一首首的小
诗——带核儿的小诗。你将诗的世界东
一鳞西一爪地揭露出来，我们就像吃橄
榄似的，老咂着那味儿。”

丰子恺有一篇著名的散文《儿女》，
淋漓尽致地传递了他的儿童观。他在文
章结尾动情地写道：“近来我的心为四事
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
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
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
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
位。” （《光明日报》）

丰子恺画作里的爱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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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蜡像 （资料图）

在腊月，品一碗热乎乎的腊八粥，
读作家笔下的腊八佳作，别有一番滋
味。

沈从文的腊八粥：
闻到香味就得咽三口以上的唾沫

沈从文在《腊八粥》一文中这样描
写孩子喝腊八粥的场景：“初学喊爸爸
的小孩子，会出门叫洋车的大孩子，嘴
巴上长了许多白胡胡的老孩子，提到
腊八粥，谁不口上就立时生一种甜甜
的腻腻的感觉呢。把小米、饭豆、枣、
栗、白糖、花生仁儿合拢来，糊糊涂涂
煮成一锅，让它在锅中叹气似的沸腾
着，单看它那叹气样儿，闻闻那种香
味，就够咽三口以上的唾沫了，何况是
大碗大碗地装着，大匙大匙朝口里塞
灌呢……锅中的栗子已稀烂到认不清
楚了罢，花生仁儿吃来已是面了！枣
子必大了三四倍——要是真的干红枣
也有那么大，那就妙极了！糖若多了，
它会起锅巴……”

冰心的腊八粥：
蕴含对母亲最深的怀念

冰心散文《腊八粥》把对母亲的怀

念之情娓娓道来：“从我能记事的日子
起，我就记得每年农历十二月初八，母
亲给我们煮腊八粥。这腊八粥是用糯
米、红糖和十八种干果掺在一起煮成
的。干果里大的有红枣、桂圆、核桃、
白果、杏仁、栗子、花生、葡萄干等，小

的有各种豆子和芝麻之类，吃起来十
分香甜可口。母亲每年都要煮一大
锅，不但全家大小都吃到了，有多的还
分送给邻居和亲友。母亲说：‘这腊八
粥本来是佛教寺院煮来供佛的——十
八种干果象征着十八罗汉，后来这风
俗便在民间流行，因为借此机会清理
橱柜，把这些剩余杂果煮给孩子吃，也
是节约的好办法。’”

老舍的腊八粥：
粥里有各种豆，像“农业展览会”

老舍在《北京的春节》中写道：“按
照北京的老规矩，过农历的新年，差不
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头了。‘腊七腊
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
候。可是，到了严冬，不久便是春天，
所以人们并不因为寒冷而减少过年与
迎春的热情。在腊八那天，人家里，寺
庙里，都熬腊八粥。这种特制的粥是
祭祖祭神的，可仔细一想，它倒是农业
社会的一种自傲的表现。这种粥是用
各种米、各种豆与各种干果——杏仁、
核桃仁、瓜子、荔枝肉、莲子、花生米、
葡萄干、菱角米等熬成的。这不是粥，
而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

（《漯河日报》）

沈从文沈从文、、冰心冰心、、老舍笔下的腊八粥老舍笔下的腊八粥

腊八节，每年农历十二月初八，北
方俗称腊八，有喝腊八粥的习俗。民
间说法是，过了腊八就是年，意味着拉
开了过年的序幕。每逢腊八，老百姓
一家人齐聚，泡腊八蒜、喝腊八粥，一
派热闹的节日氛围。腊八节起源于两
晋南北朝时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腊八本是佛教的盛大节日，因佛祖释
迦牟尼当天成道，腊八节又被称为“法
宝节”“佛成道节”，后几经演变，逐渐
成为民间流行的节日。

家喻户晓的腊八粥最早的文字记
载见于宋朝，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载：

“此月八日，寺院谓之腊八。大刹等
寺，俱设五味粥，名曰腊八粥。”腊八粥
是一种由大米、小米、玉米、薏米、红
枣、莲子、花生、桂圆和各种豆类熬制
而成的粥，又称“佛粥”“大家饭”。每
逢腊八，无论官府、寺院、百姓家都要
做腊八粥，成为一种习俗，明清时期达
到鼎盛。

今日就撷取几首古代诗词，从中
一窥古人如何过腊八节。

去哪里喝腊八粥？
雍和宫里最热闹

《腊八》
清·夏仁虎

腊八家家煮粥多，
大臣特派到雍和。
圣慈亦是当今佛，
进奉熬成第二锅。

清朝，腊八节的庆祝活动到达鼎
盛，雍和宫作为皇家寺院，自然成为熬
制、分发腊八粥的最著名地点。夏仁
虎的诗作描写了腊八节的热闹氛围：
腊八节一到，家家户户煮起了腊八粥，
而皇帝皇太后也将雍和宫的腊八粥赏
赐给王公大臣和妃子。

此作虽有曲意逢迎的动机，但无
碍我们通过这篇诗作想象腊八节皇家

出动、万人如潮的盛景。

杜甫的腊八节
纵酒狂饮来一醉？

《腊日》
唐·杜甫

腊日常年暖尚遥，
今年腊日冻全消。
侵陵雪色还萱草，
漏泄春光有柳条。
纵酒欲谋良夜醉，
还家初散紫宸朝。
口脂面药随恩泽，
翠管银罂下九霄。

诗中写道，往年的腊八节一般还
很寒冷，今年的腊八节却温和，冰冻全
部消散，萱草在雪里冒尖，柳条有了生
机，天气中已经有些许春天的感觉。
杜甫心情很好，纵情饮酒，欢庆节日，
高兴之余准备回家，但感念唐肃宗的
恩泽，久久不愿离开。

这首诗创作于大唐至德二年，此
时郭子仪收复长安、洛阳两京，平息了
安史之乱，唐肃宗心情大悦，士大夫阶
层欢欣鼓舞。“大寒之后，必有阳春；大
乱之后，必有至治。”腊日而暖，意味着
冬天的结束、春天的来临，这对于刚刚

经历战乱的大唐王朝来说无疑是“乱
极而将治”的喜兆，杜甫便有了“纵酒
一醉”的兴致和感慨。

冬日山行
腊八节也有无限浪漫

《行香子·腊八日与洪仲简溪行其夜雪作》
宋·汪莘

野店残冬，绿酒春浓。念如今，此
意谁同。溪光不尽，山翠无穷。有几
枝梅，几竿竹，几株松。

篮舆乘兴，薄暮疏钟。望孤村，斜
日匆匆。夜窗雪阵，晓枕云峰。便拥
渔蓑，顶渔笠，作渔翁。

这首宋词清新淡雅、风格活泼，词
人描述了一番腊八日登山的雅趣：郊
外的小店歇息，几盏美酒下肚，酒浮绿
色泡沫犹如春色，沿途的山川和小溪
一派好风光，夹杂着几枝梅花、几竿竹
子、几棵松树。乘着竹轿，不觉夜色已
晚，夜宿孤村，又逢大雪拍窗，寒风凛
冽。到了天明，便着蓑衣、戴斗笠，做
一个渔翁，体验“独钓寒江雪”的情怀。

雍和宫里食腊八粥，长安城里纵
酒一醉，踏雪孤舟蓑笠翁，诗词的背后
都体现了古人对腊八节的喜爱。

（新华社）

从诗词看古人如何过腊八节从诗词看古人如何过腊八节

▲蒙恬大将军故里颛臾庙遗址的千
年古黄连树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