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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说： “大雪， 十一月节。 大者， 盛也。 至此而雪盛矣。” 大雪节气
过后， 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骤降， 寒风呼啸， 大雪纷飞。 正如陆游 《夜大雪歌》 所云： “朔

风吹雪飞万里， 三更蔌蔌呜窗纸。 初疑天女下散花， 复恐麻姑行掷米。”

大雪的诗意

雪是雨雪风霜中最富有诗情画意的自然现

象， 洁白素装， 粉妆玉琢， 千百年来倍受文人雅

士的青睐， 对雪的描绘和咏赞妙笔生花， 令人目

不暇接。

早在 《诗经》 中就有对雪的描写： “上天同

云， 雨雪雾雾”， “如彼雨雪， 先集维霰”。 《小

雅·采薇》 中的“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 今我来

思， 雨雪霏霏” 的诗句更是被人传唱， 唱出了从

军将士的艰辛生活和思念亲人的浓浓情怀。 “北

风卷地白草折， 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然一夜春风

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唐代诗人岑参在 《白雪

歌送武判官归京》 中描写了西域八月飞雪的壮丽

景色， 抒发了塞外送别、 雪中送客的情感， 离

愁、 乡思蕴含在瑰丽浪漫、 浑然磅礴的诗意中，

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大雪漫天飞舞， 飘飘洒洒， 玉树琼枝， 气象

万千。 人们送给它很多如诗如画的雅号别称。

“漠漠复雰雰， 东风散玉尘” “定知谪堕不容久，

万斛玉尘来聘归”， 白居易、 陆游不约而同地把

雪喻为传说中仙家的食物“玉尘”。 “独往独来

银粟地， 一行一步玉沙声”， 杨万里则把雪比喻

成“银粟”。 “岘山一夜玉龙寒， 凤林千树梨花

老” “仰面观太虚， 疑是玉龙斗”， 吕岩、 罗贯

中把雪说成“玉龙”。 大雪在岭南地区更是罕见，

柳宗元在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中记载， 元和二

年冬天， 刚好遇到一场大雪， 一直越过五岭， 覆

盖了南越数州， 这几个州的狗， 都惊慌地又叫又

咬， 到处疯狂奔跑好几天， 到雪不下才停下来。

所以杨万里在 《荔枝歌》 中有“粤犬吠雪非差

事， 粤人语冰夏虫似” 的诗句， “犬吠” 竟成了

岭南人对雪的爱称。 雪花千姿百态， 奇妙各异，

古人在很早就发现它是一朵六角形的花瓣。 南北

朝诗人庚信有“雪花开六出， 冰珠映九光” 的诗

句。 唐代高骈的 《对雪诗》 咏道： “六出飞花入

户时， 坐看青竹变琼枝。”

雪冰清玉洁， 古人常咏雪言志。 唐顺宗永贞

元年， 柳宗元参加革新失败， 被贬官到有“南

荒” 之称的永州， 不得不在龙兴寺的西厢里栖

身。 精神上受到刺激和压抑的柳宗元写下了 《江

雪》 诗：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借景抒

怀， 抒发了自己在政治上失意的郁闷苦恼， 以雪

中渔翁来寄托自己清高而孤傲的情感。 积极推行

变法的王安石失败后， 被罢相退居南京钟山， 曾

写下“遥知不是雪， 为有暗香来” 的诗句， 以雪

喻梅， 以梅拟人， 通过对雪、 梅高洁品性的赞

赏， 借喻自己坚强孤傲的人格魅力。 然而历代咏

雪言志的诗篇当属毛泽东的 《沁园春·雪》。 1936

年 2月， 毛泽东率军从陕北瓦窑堡出发， 渡黄河

东征， 到华北抗日前线对日作战。 途经陕北清涧

县袁家沟时， 适逢大雪。 毛泽东登上海拔千米白

雪覆盖的塬上， 当“千里冰封” 的大好河山和白

雪皑皑的塬地展现在毛泽东眼前时， 不禁感慨万

千， 诗兴大发， 欣然提笔， 写下了气势磅礴、 雄

浑豪放的诗篇：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

飘……” 毛泽东描绘了一幅无比雄伟壮丽的江山

多娇图， 借雪抒怀， 抒发了共产党人伟大的政治

抱负及海洋般的胸怀， 豪情万丈， 傲视古今。 柳

亚子先生曾以“推翻历史三千载， 自铸雄奇瑰丽

词” 的诗句赞之， 可谓千古绝唱。

雪曾被当作才情的象征

雪曾被当作才情的象征。 曹雪芹在 《红

楼梦》 第五回“金陵十二钗正册判词” 中说：

“可叹停机德， 堪怜咏絮才。 玉带林中挂， 金

簪雪里埋。” 诗中赞林黛玉为“咏絮才”， 而

“咏絮才” 这个典故就出自东晋的谢道韫。

谢道韫， 东晋女诗人， 出身东晋名门望

族， 其叔父是当朝宰相谢安， 父亲是安西将

军谢奕， 公公是著名书法家王羲之。 才女谢

道韫不仅出口成章， 而且是优雅不俗， 遇事

临危不惧， 有侠女之风。 堪称巾帼不让须眉。

《世说新语》 记载： 谢道韫小的时候，

有一天漫天雪花， 谢安在家无事， 便把家中

几个孩子聚集在屋里火盆前， 给他们上课。

此时， 窗外的雪忽然下得大了， 雪花犹如鹅

毛般漫天飞舞， 大雪盈尺。 谢安来了情趣，

也想趁机考考孩子们的智力和文采， 于是他

说道： “每人说一句话比喻外边的大雪。” 谢

安的侄子谢朗脱口而出： “撒盐空中差可

拟”， 谢安听了认为过于平淡。 谢道韫思考片

刻， 充满遐想地吟诵道： “未若柳絮因风

起。” 谢安听后满意地点点头， 脸上充满了赞

许的神情。 从此， 后世称赞能诗善文的女子

为“咏絮才”。 这段事被编入 《三字经》 之中

所言： “蔡文姬， 能辨琴。 谢道韫， 能咏吟。

彼女子， 且聪敏， 尔男子， 当自警。”

《红楼梦》 第五十回 《芦雪庵争联即景

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可以说是大观园中

最热闹、 最高潮的文字。 “从玻璃窗内往外

一看， 原来不是日光， 竟是一夜的雪， 下的

将有一尺厚， 天上仍是搓绵扯絮一般。” 大观

园的群芳们在芦雪庵赏新雪， 烤鹿肉， 作即

景联句诗， 热闹非凡。 在赏雪联句活动中，

湘云、 黛玉和宝琴当属最活跃的人物， 你争

我抢， 吟诗联句， 各不相让， 所以湘云说：

“我也不是作诗,竟是抢命呢”。 十分的生动有

趣。 从“一夜北风紧， 开门雪尚飘” 开始，

一发而不可收拾。 你方唱罢我登场， 争先恐

后， “湘云那里肯让人？ 且别人也不如他敏

捷， 都看他扬眉挺身的说道： 加絮念征徭。

坳垤审夷险， 宝钗连声赞好， 也便联道： 枝

柯怕动摇。 皑皑轻趁步， 黛玉忙联道： 剪剪

舞随腰。 苦茗成新赏， 一面说， 一面推宝玉

命他联。 宝玉正看宝琴、 宝钗、 黛玉三人共

战湘云， 十分有趣， 那里还顾得联诗？”

芦雪庵吟咏， 参加联句者就多至十二人，

盛况空前。 联句诗多为游戏取乐而作， 参加

者争强斗胜力求压倒对方， 所以极事铺张，

堆砌概念和词藻。 贾家这棵借以荫庇栖身的

大树， 虽然表面枝叶尚茂， 但内部早已朽烂

不堪。 今日的欢笑隐伏着明天更大的悲哀。

雪天腌菜

俗话说“小雪腌菜， 大雪腌肉”， 就是说

到了小雪和大雪节气， 家家户户开始腌制、

风干各种蔬菜以及鸡鸭鱼肉等， 延长蔬菜、

肉类等的存放时间， 以备过冬食用。 这就是

“冬腊风腌， 蓄以御冬” 的民间习俗。

大雪之后， 各种蔬菜都已收获储存， 特

别是白菜、 萝卜等经霜以后， 更加成熟， 没

有了那种青涩之味， 味道醇厚丰满， 香甜怡

人。 唐代诗人白居易有一首写白菜的诗通俗

易懂： “浓霜打白菜， 霜威空自严。 不见菜

心死， 翻教菜心甜。” 此时腌菜正好将可口的

美味留住。 每到大雪之后， 家家户户都要杀

猪宰羊， 除保留够过年用的鲜肉之外， 还要

再留出一部分， 人们用食盐， 配上花椒、 大

料、 桂皮、 丁香等香料， 把肉腌在缸里。 十

几天之后， 挂在绳子上滴水晾干， 再用柏树

枝、 甘蔗皮熏烤干而制成腊肉， 这样可以长

期保存， 久放不坏。 腊肉看起来里外一致，

切片煮熟后色泽亮丽， 黄里透红， 吃起来味

道醇香， 肥而不腻， 风味独特。

在我的家乡， 主要是腌制咸菜和萝卜干，

家家户户都会。 咸菜是用辣菜疙瘩及其缨子

腌制而成。 辣菜是一种根用芥菜， 又称大头

菜， 十字花科植物， 像萝卜一样长在地下，

形状为圆球， 底下长了一个长须根。 先将辣

菜疙瘩去除长须根， 洗净， 连同洗净的辣菜

缨子一起放在粗瓷大缸里， 放一层菜加一层

盐 （必须是粗盐粒子）， 倒满清水， 盖上木

盖， 放在院子里任凭风吹日晒， 雨淋雪打。

经过一冬天的腌制， 来年开春捞出来暴晒，

辣菜疙瘩变成酱黄色， 表面皱皱巴巴的， 可

凉拌， 可用辣椒爆炒。 也可在清明节前后，

放在铁锅里煮成熟咸菜， 叫“炸咸菜”。 我们

这里有“桃花开， 杏花败， 李子开花炸咸菜”

的民谣。 村子里只要有一家炸咸菜， 满村飘

香， 炸好后的熟咸菜呈黑色， 可切成细丝，

或条、 块， 拌以大葱段、 辣椒丝、 香菜， 调

以香油食用， 香气袭人。 萝卜干是将萝卜洗

净后切成长段， 晾晒五六成干后收起放瓷缸

内， 一层萝卜一层盐， 腌三五天后捞出， 再

晒六七成干， 入缸腌一次。 将花椒、 八角等

香料炒熟， 捣成细面， 撒在萝卜干上， 翻动

拌匀， 压紧密封。 随吃随取， 色泽红润， 皮

嫩肉脆， 兼有辣味， 可切成片、 条、 丝， 滴

香油调拌， 甘香味美。 在贫困年代， 咸菜和

萝卜干成了人们的主要菜肴。 我在上世纪七

十年代末上高中时， 每周都带上一大瓶子用

辣椒炒的咸菜和一大包煎饼， 够一周的饭食。

现在， 反季节菜非常普遍， 一年四季都

有新鲜蔬菜， 很多人不会腌制咸菜和萝卜干

了， 反而成为一种稀罕物了， 在一些大酒店

的早餐上成了一道小菜， 偶尔也出现在老百

姓的餐桌上。 最近几年， 人们又发明了一种

综合腌菜， 即将酱油、 醋加水， 放上花椒、

八角等佐料在锅里煮开凉透， 再把黄瓜段、

藕段、 割开口的青辣椒、 开水焯过的扁芸豆、

姜片、 蒜瓣等放进去， 腌制两三天即可食用，

咸脆可口， 余味悠长。

最具诗意的节气———大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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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封河

“万山凋敝黯无华， 四面嘶鸣晃

树杈。 白雪欲求吟咏句， 穿枝掠院演

梅花。”

左河水的这首 《大雪》 诗形象地

描写了大雪时节的情景。 古人把大雪

分为三候： “一候鹖鴠不鸣； 二候虎

始交； 三候荔挺出。” 意思是因天气

寒冷， 寒号鸟也不再鸣叫了； 此时是

阴气最盛时期， 所谓盛极而衰， 阳气

已有所萌动， 老虎开始有求偶行为；

“荔挺” 为兰草的一种， 感到阳气的

萌动而抽出新芽。

俗话说： “小雪封路， 大雪封

河。” 大雪一到， 广袤的北方大地千

里冰封， 万里雪飘， 正如李白所云：

“燕山雪花大如席， 片片吹落轩辕

台。” 滔滔不息的河水被冰雪封住了。

天地间白雪皑皑， 玉树琼枝。 古时那

些求贤如渴的人专门选择大雪天拜访

贤者， 以示其心情之真， 感情之浓。

刘备三顾茅庐请军师诸葛亮， 其中第

二次就是冒着狂风大雪而去。

《三国演义》 描述了当时的大雪

纷纷的情景： “时值隆冬， 天气严

寒， 彤云密布。 行无数里， 忽然朔风

凛凛， 瑞雪霏霏： 山如玉簇， 林似银

妆。” 遗憾的是刘备没见到诸葛亮。

后人有诗单道玄德风雪访孔明：

“一天风雪访贤良， 不遇空回意感伤。

冻合溪桥山石滑， 寒侵鞍马路途长。

当头片片梨花落， 扑面纷纷柳絮狂。

回首停鞭遥望处， 烂银堆满卧龙岗。”

大雪重进补

大雪还是进补养生的好时节， 民

间有“冬天进补， 开春打虎” 的说

法。 此时进补能提高人体的免疫功

能， 促进新陈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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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畏寒的现象得

到改善。 进补养生最好的食物是萝

卜， 民间流传“冬吃萝卜夏吃姜， 不

劳医生开药方” 的谚语。 萝卜的营养

价值自古以来就被广泛肯定， 所含的

多种营养成分能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萝卜含有能诱导人体自身产生干扰素

的多种微量元素， 对防癌， 抗癌有重

要意义。 萝卜中的芥子油和膳食纤维

可促进胃肠蠕动， 有助于体内废物的

排出。 常吃萝卜可降低血脂、 软化血

管、 稳定血压， 预防冠心病、 动脉硬

化、 胆石症等疾病。 还能止咳化痰、

除燥生津、 清凉解毒。 郑板桥有一副

养生保健联说： “青菜萝卜糙米饭，

瓦壶天水菊花茶。” 萝卜的养生、 保

健、 药用效应与茶有着相融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