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铤

农历十一月初一，讲究点的日
历上，都会标注冬月初一。农历十
一月古称“冬月”，又称辜月、畅月、
后十月、仲冬、葭月等。

我们常说寒冬腊月，指的是春
节前最冷的三个月。其中，寒是寒
月，也就是农历十月；冬是冬月，也
就是农历十一月；腊月就是农历十
二月。

因为每个季节都是三个月，故
冬季又有三冬之称。

唐杜甫《杜工部草堂诗笺》十
五《遣兴》之一：“蛰龙三冬卧，老鹤
万里心。”唐薛逢《九日郡斋有感》：

“白日贪长夜更长，百般无意更思
量。三冬不见秦中雪，九日惟添鬓
畔霜。”宋吴潜在《望江南》中歌咏
冬天：“家山好，好处是三冬。梨栗
甘鲜输地客，鲂鳊肥美献溪翁。醉
滴小槽红。”

和其他季节一样，三冬以孟仲
季作别。故，冬又分孟冬、仲冬和
季冬。其中，仲冬也就是农历十一
月。《书·尧典》有云：“日短星昴，以
正仲冬。”《史记·五帝本纪》也有引

述这句话。
古人以十二斗建称十二个月，

这种标记法以北斗七星斗柄所指
的方位作为确定月份的标准，故称
为“斗建”。“建”代表北斗七星斗柄
顶端的指向，斗柄旋转而依次指向

“十二辰”，称为“十二月建”。分别
为：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三月建
辰，四月建巳，五月建午，六月建
未，七月建申，八月建酉，九月建
戌，十月建亥，十一月建子，十二月
建丑。宋张虙《月令解》十一：“仲
冬者，斗建子之辰也。”唐杜甫《杜
工部诗史补遗》二《草堂即事》：“荒
村建子月，独树老夫家。”故而，冬
月又称子月。北周庾信《庾子山
集》四《寒园即目》诗：“子月泉心
动，阳爻地气舒。”唐李頎《送相裡
造入京》：“子月过秦正，寒云覆洛
城。”

冬月还称为辜月。《尔雅·释
天》：“十一月为辜。”清郝懿行义
疏：“辜者，故也。十一月阳生，欲
革故取新也。”在古汉语中，辜的本
义是罪，但有时会通“故”，一般当
原故、原因讲，如《史记·屈原贾生
列传》就有“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

夫子之辜也”之句。郝懿行的注
释，将“辜”解释为旧的东西，说称
十一月为辜月，是因为此月阳生，
旧去新来。

还有称畅月。《礼记·月令》说：
“（仲冬之月），命之曰畅月。”古人
对“畅”字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充实
的意思，认为十一月是充实之月，

“当使万物充实，不发动”。二是当
读为“畼”，意为“不生”。十一月太
阴用事，万物未生，故有此名。

冬月最美的别称还是葭月。
就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
伊人，在水一方”那个葭。蒹是没
长穗的荻，葭是初生的芦苇。十一
月的葭草微微吐绿，因此将之称为
葭月。古人将芦苇内膜烧成灰，置
于律管中，放密室内，以占气候。
某一节候到，某律管中葭灰即飞
出，示该节候已到，称之为葭灰占
律。《幼学琼林》载：“立秋而桐叶
落，冬至而葭灰飞。”冬至那一天，
把葭灰放在地面上，一到冬至那一
刻，葭灰会飞起来，表示“冬至一阳
生”的“阳气”把葭灰吹起来了。

如此意境，想来，都是美。
（《渭南日报》）

农历十一月为什么叫“冬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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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志

板栗也叫栗子，已有两千多年的栽培和种植历史，
与桃、李、杏、枣并称为“五果”。在西汉司马迁撰写的

《史记》中就记载“燕秦千树栗……此其人皆与千户侯
等”。西晋的陆机在为《诗经》作注释时也说：“栗，五方
皆有，惟渔阳范阳生者甜美味长，地方不及也。”同时，
板栗也是我国最早的一种坚果类食品，素有“千果之
王”的美称，在国外被誉为“人参果”，其吃法甚多，可生
食，炒熟食，水煮食，也可制成罐头、蜜饯食用，尤以糖
炒栗子最为香甜诱人。上等的板栗以北京地区的京东
板栗为上品，随之有黄山的毛栗、河北的迁西板栗、湖
南的山栗等。

关于板栗，还有这么一段传说故事。相传晋朝时晋
王曾率领部队追击敌人，追至一半的时候粮草突然断
了，士兵们行军乏累，又没有食物饱腹，顿时军心大乱。
恰巧，晋王看见附近的山上栗树茂密，便命士兵采板栗
充饥。士兵们吃完之后，忽觉乏累全无，身体的酸痛、腹
泻也都好了，顿时士气大振，乘胜追击，大获全胜。因
此，板栗也有了“河东饭”的称号。

儿时，每到秋冬季节最爱吃的美食就是糖炒板栗。
记得那时学校旁边的十字路口就开了一家小店卖糖炒
板栗，玻璃橱窗上贴着红色的“糖炒栗子”字样，每次路
过窗后隐隐约约透露出店面里一箩筐一箩筐的炒栗子
和冒着热气翻腾着的黑砂。每次从学校出去都会看见

“糖炒栗子”，听见扩音器播放的叫卖声，被香味吸引的
我经常去买五角钱的糖炒板栗。刚出锅的栗子热得烫
手，正巧冬季手冻，捧在手里也不觉得烫。后来我离开
这所学校去另一个地方上学，但每到板栗飘香的季节，
总是千方百计去街头寻找，一买一大纸包，百吃不厌。
有时放学回家时，将买来的一包板栗放在衣兜里捂好，
回到家还是温热的，于是边吃边写作业。其实早在古
代，人们就学会了这种闲适的生活方式，宋代一位名叫
薛泳的小文青，写过这样的一句诗：“一盘消夜江南果，
吃栗看书只清坐。” （《甘南日报》）

糖炒栗子扑鼻香

□谭汝为

关于“三山”的说法有多种。仅以江苏省境内为例：
南京西南长江东岸，有三峰排列，南北相连，世称“三
山”。南朝谢朓名作《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唐李白《登金
陵凤凰台》“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皆有
提到。镇江的长江江滨和江中的金山、焦山、北固山夹
江相峙，世称“京口三山”。

另一种流传最广的说法，认为“三山”即古代传说
中的东海蓬莱、方丈、瀛洲三座虚无缥缈的山岛，为神
仙所居，上有长生药，宫殿皆用金银建造。《史记·秦始
皇本纪》载：“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
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童男女求之。于
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但徐市没有找
到三座神山，更没有采回长生药。故而李白《梦游天姥
吟留别》发出“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的慨叹。

古人认为高山“峻极于天”，对其崇拜有加，尊称为
“岳”。中华传统文化的五大名山，统称“五岳”，是古代
民间山神崇敬、五行观念和帝王巡狩封禅相结合的产
物。分别是中岳嵩山（河南登封）、东岳泰山（山东泰
安）、西岳华山（陕西华阴）、南岳衡山（湖南衡阳）、北岳
恒山（山西大同浑源）。

东岳泰山、中岳嵩山、西岳华山自汉宣帝确定后就
再无改动。而南岳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指安徽天柱
山（古称霍山），别名潜山。到隋文帝时则下诏把南岳的
名头给了湖南衡山。北岳在明清以前一直指河北曲阳
大茂山（古称恒山）。恒山在汉代为了避汉文帝刘恒之
讳，改称常山。明清时期，因京师在北岳之北，故将北岳
迁至今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的恒山。

东岳泰山脚下的泰安市及其岱岳区、泰山区、新泰
市，其地名中的“泰”“岱”分别是泰山大名及别称（岱
岳）的体现。西岳华山脚下的华阴市、华州区（原华县），
中岳嵩山西侧的嵩县，南岳衡山脚下的南岳区、衡山
县等，皆为五岳崇拜在地名中的反映。

历代皇帝宣称“五岳”是群神所居之所，有的帝王
还亲临祭祀。其实，在我国群山中，五岳并不算特别高
大，它们之所以博得人们的青睐，是由于其处于平原地
区的边缘，从平地远望，气势磅礴，令人生出敬畏之心。

今天的五岳，以其风景优美成为旅游胜地，又以其
保存着大量古建筑物和碑刻，成为文物宝库。今人所说
的“三山五岳”，泛指祖国的名山。 （《今晚报》）

“三山五岳”探源

□叶海燕 柯普忠

谈到冰雪，人们首先想到的就
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
飘”的壮阔，以及“今冬麦盖三层
被，来年枕着馒头睡，瑞雪兆丰年”
的农谚。冰雪总给人无限的遐思与
想象，成为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和普
通百姓都喜欢的场景。

作为一种气候和地质现象，冰
雪在给人带来欢乐的同时，其强大
的地质破坏作用同样不可小觑。这
一点，古人和我们也有同样的感
受，并把它记录在诗歌中。

冰雪冻融 易形成地质灾害

日暖泥融雪半消（唐·杜牧）。
这句诗的背景是，公元 839 年，安
徽宣城郊外，太阳温暖和煦、积雪
消融，远行的道路上布满了泥泞。
冰雪冻融时节恰是别离之时，泥泞
的融雪也隐约预示了诗人对朋友
和自己前途的担忧。作为一种典型
的物理风化过程，冻融作用伴随着
冰雪的形成、消融与蒸发的全过
程。冬季随着冰雪的形成，地表岩
石地层急速降温，在天气转暖时又
快速融化，部分雪水在融化后侵入
岩石或岩体裂缝，在晚上或降温时
又转化为冰。

南风融雪北风凝（宋·杨万
里）。这句诗的大意是，温暖的南风
让冰雪消融，而寒冷的北风又让它
重新凝结。雪作为水的一种存在形
式，随着温度的变化在固液之间自
由切换。但由于冰的密度小于水，
当雪水转化为冰时体积膨胀约
10%，对周边围岩产生强大劈裂作
用，进而扩大水体侵入时的裂缝体
积，导致更多的雪水侵入，产生更
大的劈裂作用，如此循环往复。一
方面，裂缝体积的增大加大了岩体
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也使岩体
浸入了更多的水体，增加了岩体的

不稳定性，进而增大了滑坡或崩塌
发生的概率。一旦到达临界值，就
会滑动垮落形成地质灾害。

冻雨灾害 破坏力不容小觑

冻雨霏霏半成雪，游人屦冻苍
苔滑（宋·苏轼）。这句诗描绘了南
方的冻雨落下，半为雨半为雪，落
在地即化为冰，十分湿滑，让人步
履艰难。冻雨出现于初冬或冬末春
初，是一种由冰水混合物组成,与
温度低于0℃的物体碰撞立即冻结
的降水。作为一种灾害性天气，当
冻雨冻结成外表光滑而透明的冰
层，严重时会压断树木、电线杆、输
电线路，使通讯、供电、交通中止，
甚至能威胁飞机的飞行安全。

冀北近来风土别，一冬和气满
郊畿。去年记得江南路，冻雨潇潇
雪乱飞（明·谢铎）。在明代诗人谢
铎的眼里，河北的冬天风和日丽，
和前一年江南冬天冻雨潇潇、雪花
飞舞的景象截然不同。我国地域广
大，南北方跨越纬度大，气候差异
较大，冻雨几乎成为南方的“特
产”。虽然在我国北方冻雨发生较
少，但一旦发生，其破坏力也不容
小觑，会给供电供水、交通、农业等
造成大面积的损害。

凌汛 抬高水位引发溃堤

日上山融雪涨江（宋·苏轼）。
这句诗描绘太阳出来，温暖的阳光
融化了积雪，汇聚成水流汇入江
河，江河随着融化积雪的汇入，水
位急剧上涨。这其实也就是凌汛产
生过程的一个真实写照。

凌汛，也称“冰排”，是指在冬
季冰凌堵塞河道引起上游水位上
涨，引发堤防溃决、洪水泛滥的水
文现象。从形成原因看，凌汛主要
受气温、水温、流量与河道形态影
响。特别是上游河冰先融化或下游

河水先冰冻的河道或河段，极易产
生凌汛。在我国北方地区，黄河、黑
龙江、松花江都是凌汛的高发河
流。除了抬高水位导致河水倒流泛
滥外，凌汛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
其巨大的摧枯拉朽的摧毁力。这是
因为凌汛是由河水和冰块形成，整
体密度大于河水，根据动能定量，
密度越大势能就越大，破坏力也就
越大。 （《华西都市报》）

古代诗人笔下的冰雪

▲吴石仙《溪山积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