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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为什么说““冬至大如年冬至大如年””

□傅延龄

“知医”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古人说“为
人子者，不可不知医”，不知医会被视为不慈不
孝。

古代儒者多以不知医为耻，可现如今，人们
好像不怎么重视耻了。古人重视耻到什么程度？

《管子》把耻列为国家的“四维”之一——礼、义、
廉、耻是维持一个国家和平稳定的四大力量，它
们就像固定一座大厦的四根粗大的绳索，“一维
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
灭”。以不知医为不慈不孝，以不知医为耻，可见
知医在古人的心目中是多么重要！

一句是“上医医国，其次下医医疾”，一句是
“治国犹治身”，这两句话都把医学和理政“扯”到
一起。中医学将人体视作一个王国，其中蕴含着
治国施政的精神、原则、智慧，而中医学里的不少
观念和方法，也可以用于国家、地方、单位、家庭
的治理。《黄帝内经》中也有与之相似的观点。

知医不仅能保健治病，以至于治家、治国，知
医还能让一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更富趣
味，更有品位。一个人在学习中医的过程中除了
要接触医学知识，还要接触哲学、文学、历史学、
理学、农学、工学等方面的知识，自己的人生观、
世界观、价值观也会得到良好的熏陶和锤炼。

为什么中医人与非中医人的思维方式和行
为模式不同？盖因中医人受到中医学的影响。中
医学讲究平和，讲究适度、适中，讲究天人相应、
天人合一，讲究以人为本、以正气为本，讲究辨
证……这些观念，都是中医人常有的思维，这些
思维，又很自然地影响中医人的行为。

知医就是一种修行，能够促成身体、心智、
心灵的和谐共生与超凡脱俗。 （《北京晚报》）

“知医”是一种修行

□周文洋

千百年前，不论是帝王的皇宫、
富豪的楼阁还是百姓的居舍，都没
有类似今日的集中供暖。隆冬时节，
南方清冷湿寒，北方冰天雪地，古人
怎样取暖过寒冬呢？

自人类有了住所以来，最原始
的取暖方式是火塘：在屋中央垒一
或方或圆的矮墙，燃起火焰，全家围
坐取暖。半坡、姜寨等古人类遗址均
有火塘出现。直到现在，江南大山深
处的普米族、纳西族、白族、傣族等
少数民族，仍有使用火塘的习俗。

秦汉时期，住房依靠“火墙”和
“壁炉”取暖。

考古学家挖掘秦代长乐宫遗址
时发现，火墙是用两块筒瓦扣成管
道，砌于墙内，锅灶相通。壁炉是将房
屋的墙壁砌成空心，墙下垒出火道，

添火口设于房外，劲风一吹，灶火升腾，
室外寒风凛冽，房内温暖如春。

唐宋时期，富贵人家开始使用青铜
制作的熏笼取暖。熏炉内放入烧透的炭
火，小巧的熏笼可捧在手里、置于袖中，
颇似现在的“暖宝”。平民百姓没那么多
讲究与排场，干脆从锅灶里扒出一大瓦
罐炭火置于屋内，称之为“火盆”。

后来又出现了“汤婆子”，它是铜
或瓷制成的扁圆壶，灌进热水塞紧壶
口，睡觉时放在被窝，这无疑是如今热
水袋的鼻祖。黄庭坚《戏咏暖足瓶》诗
曰：“千金买脚婆，夜夜睡到明。”

在明清时期，有钱人家盖房子，要
在各个房间地下砌循环烟道，烟火沿
主、支道分流循环，灶口设在屋外，既
能避免烟气污染室内，又可防止煤气
中毒，与如今的地暖几乎无异。而普通
百姓家没有那么多屋子，就把“地暖”
垒高，变成了火炕。

古时的皇宫宽敞高大，宜消暑热，
却难保暖，金碧辉煌的殿堂又不宜生
火，于是从汉代开始，就有人为皇帝建
造“温殿”。《汉宫仪》记载：“温殿称椒
房，以椒涂室，主温暖除恶气。”古人发
现花椒不仅可食，捣碎和泥涂在墙壁，
可除湿保温。《西京杂记》也记载称：

“皇宫墙壁涂数层椒泥，壁挂锦绣，设
有屏风与鸿羽帐，地铺西域毛毯。”

古人的取暖燃料多是煤炭，称“燃
石”，唐代《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长安
早冬，有胡人贩炭，捆百根、长尺余。色
青坚如铁，名曰瑞炭。烧于炉无焰生蓝
泽。每捆可烧月余，皇宫凡民皆燃其取
暖。”

明清时期，朝廷设有为百姓解决
取暖问题专门机构，明代叫“惜薪司”，
清代改称“营造司”，其工作人员称为

“炭军”，负责煤炭的采购、储运与发
放。 （《中国气象报》）

古人如何取暖过寒冬

□程醉

韩愈，字退之，被后世尊为“唐宋八大家”之
首。除了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诗词，这位唐中
期的文坛巨匠留给我们的，还有他创造的三百
多个成语。

唐贞元十七年，已经33岁的韩愈第四次参
加吏部的考试。韩愈通过了铨选，于次年被任命
为国子监四门博士。“有忧天下之心”的韩愈，郁
郁寡欢，很不得志。于是，他在常常感叹“伯乐不
常有”的同时，写下了著名的《马说》。韩愈说：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
不常有。”这就是成语“伯乐相马”的出处。

韩愈三岁丧父，由兄嫂抚养长大。但在他9
岁那年，兄长韩会病逝于韶州刺史任上。从那之
后，他便只能跟随六嫂郑氏过着颠沛流离的生
活。由于从小相守长大，他与侄子韩老成感情特
别深厚。唐贞元十九年，韩愈突然听闻韩老成的
死讯，不由得悲从中来，写下了《祭十二郎文》。
十二郎也就是韩愈的侄子韩老成，他在祭文中
说：“承先人后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
身，形单影只。”意思是说，十二郎去世后，自己
孤独一人，没有了同伴。由此，也引出了成语“形
单影只”。

韩愈也曾经郁郁不得志，眼看年龄又逐渐
老去。于是，他在著名的《进学解》中说道：“子
云，相如，同工异曲。”这也是成语“异曲同工”的
出处。大意是比喻不同背景、不同的人的文章、
语言可以一样的精彩。

韩愈给好友柳宗元写的墓志铭中说：“俊杰
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
率常屈其座人。”意思是说柳宗元在辩论时也是
一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模样。成语“踔厉风
发”便从此流传开来。

我们如今常用的成语“痛定思痛”“坐井观
天”“垂头丧气”“驾轻就熟”“摇尾乞怜”等，都出
自韩愈的文章。 （《今晚报》）

“成语达人”韩愈

□常钦

中国农业博物馆二十四节气研
究中心副主任唐志强说，冬至日太
阳几乎直射南回归线，是北半球全
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
因此“冬至”又叫“日短至”或“日南
至”。当冬至开始的时候，表示天气
开始进入最寒冷的一段时间，也就
是人们常说的“进九”。冬至是二十
四节气中最早测定出的节气之一。
相传是人文初祖伏羲通过测日影发
现冬至点，并以冬至日为岁首。

冬至到，“数九寒天”来了

中国天气·二十四节气研究院
副院长宋英杰说，冬至日是北半球
全年中白天最短的一天。北京地区
白昼仅有 9 小时 20 分。日落最早
的一天、日出最晚的一天，各地大不
相同，但白昼最短的一天却是相同
的，这是古人所提炼的高度共性。
人们不仅根据白天的长短变化来判
断冬至的到来，还根据麋鹿角开始
脱落、泉水开始流动来推测冬至时
节，古代文人也根据“早梅绽放”“腊
柳抽芽”与否来判断冬至节气。

冬至意味着北半球冬季的开
始。宋英杰说，冬至期间，东北大地
千里冰封，黄淮地区也常常是银装
素裹。江淮之间到大巴山以北的广
大地区平均气温已降到 0℃以下，
进入一年中最冷的严寒季节。南方
地区也只有 6℃至 8℃左右。华南
沿海平均气温则在 10℃以上。因
此，我国人民把冬至过后的日子称
作“数九寒天”，不同的地区流传着
不同的反映本地冬至后，天气由冷
到最冷再逐渐转暖的变化规律及物
候现象的“九九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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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志强说，我国民间有数九
的习俗，即从冬至算起，每九天为一
个阶段，称为“冬九九”，并有“数九
歌”，一直数到“九九”八十一天，即
为“出九”，此时已是春暖花开时
节。由于中国气候差异较大，所以

“数九歌”版本众多，此处选取的为华
北版本的九九歌。而“数九”的本质，
是“九九数尽，寒尽春归”，物候意义上
的春天来临。

冬至时节，由于气温继续下降，农
活也很少，正是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
本建设、积肥造肥，进行冬种作物田间
管理的大好时机。唐志强说，冬耕深
翻土壤，可以松土保湿，促进根系生
长，既能将残余的枯枝落叶等翻入土
中，增加土壤有机质的储存，还可以消
灭越冬害虫，有效控制病虫害的发
生。冬至的时候，对于旺长的麦田要
及时进行镇压。“冬至镇压，人们适当
踩一踩或用石磙子轧一轧麦地，保墒，
抑制小麦生长以顺利过冬，还可以促
进分蘖。”

过冬至，民俗饮食何其多

我国古代对冬至很重视，视其为
冬季的大节日，其礼俗和过新年相差
无几，有“冬至大如年”的讲法。唐志
强说，冬至也是最早制订出的一个节
气。周代以农历十一月为正月，以冬
至为岁首，即新年。古时候，漂泊在外
地的人到了冬至时节都要回家过冬
节，所谓“年终有所归宿”。冬至日还
是中国古代的“教师节”，学生要拜谒

老师，祭祀先圣孔子。
冬至之“大”在于民俗之多样。民

间有贺冬、拜冬之俗，《汉书》：“冬至阳
气起，君道长，故贺。”同时，要向长辈
敬赠鞋袜，取“迎福践长”瑞意。旧时，
人们还会举行“消寒会”，亲友相聚、宴
饮作乐，名曰“暖冬”。

冬至之“大”在于饮食之丰盛。冬
至饮食文化丰富多彩，典型的时令节
物包括馄饨、饺子、汤圆、糯米饭、面
条、羊汤等，以求“扶阳抑阴”、身体康
健。过去，亲友间多在冬至以食物相
馈送，民间称“冬至盘”，等等。冬至作
为古代大节，包括饮食在内的各项花
费经常“超支”，以致“肥冬瘦年”。

在中国北方地区，一直有冬至吃
饺子的习俗。唐志强说，冬至正是阴
阳 转 换 交 替 的 节 气 ，故 称“ 交 子 之
时”。饺子，寓意交子。“冬至不端饺子
碗，冻掉耳朵没人管”，河南人将饺子
称为“捏冻耳朵”，意谓在冬至吃“捏冻
耳朵”，冬天不会被冻掉耳朵。

饺子起源于东汉时期，为东汉河
南邓州人张仲景首创。当时饺子是药
用，张仲景用面皮包上一些祛寒的药
材用来治病（羊肉、胡椒等），避免病人
耳朵上生冻疮。距今已有 1800 多年
的历史了。而冬至吃饺子，也正是为
了纪念“医圣”张仲景在冬至时舍药而
形成的习俗。

冬至也是养生的重要节气，应顺
应时令特点，遵循“冬藏”的养生之道，
科学、合理、适度养生。唐志强说，俗
语说：“冬至进补，春天打虎。”中医讲
究保护初生的阳气，认为冬至前后是
进补的时期，宜吃温性食物。不宜进
行高强度的体育锻炼，避免损伤阳
气。静神少虑，保持畅达乐观的心情；
多晒太阳，以利阳气的生长；防寒保
暖，预防风寒感冒。

冬至时节吃萝卜的好处非常多，
可以消谷食、去痰癖、止咳嗽、解消渴，
能够通利脏腑之气，有利于身体健
康。萝卜是一种冬季进补的理想蔬
菜，可以生吃，也可以做成其他的美
食，比如和牛羊肉一起炖着吃，有非常
高的保健功效。女性冬至时节日常可
多吃养肝食物，如菠菜、芹菜、莴笋、大
蒜等。

（《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