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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永夏

大雪是二十四节气的第21
个节气，也是冬季的第三个节
气，一般在12月7日前后。同小
雪一样，大雪也是一个反映降
水变化的节气。此时北方天寒
地冻，江河冰封，大雪纷飞，故
称“大雪”。南朝梁崔灵恩《三礼
义宗》中说：“大雪为节者，行于
小雪为大雪。时雪转甚，故以大
雪名节。”元代吴澄《月令七十
二候集解》中也说：“大雪，十一
月节。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
矣。”这些记载都是说大雪节气
到来后，下雪的次数增多，雪量
增大，天气更加寒冷。

古代将大雪十五天分为三
候：一候鹖鴠不鸣，二候虎始
交，三候荔挺出。意思是说，此
时因为天气寒冷，鹖鴠(即寒号
鸟)停止了鸣叫；老虎开始发情
交配；荔挺(兰草的一种)破土
而出，开始萌芽。

尽管大雪时节天气寒冷，
万木萧条，却深为人们所喜爱。
这是因为大雪营造了一个冰雪
世界，它给人们带来了丰收和
欢乐。

大雪给人们带来丰收，主
要体现在冰雪的实际功用上。
因为积雪能保护土壤热量的
散发，对小麦过冬生长十分有
利；冰雪能将地里的害虫冻
死，减少病虫害；冰雪融化后
又可增加土壤中的水分，促进
小麦的生长发育。所以民谚
说：“今冬麦盖三层被，来年枕
着馒头睡。”“三层被”就是指
厚厚的冰雪。正因冰雪有这么
多好处，所以过去每到大雪时
节，北方农村的农民都忙着向
麦田里搬运冰雪，以争取来年
小麦丰收。

大雪给人们带来欢乐，主
要体现在围绕冰雪展开的娱乐
活动上，主要有赏雪和冰嬉。赏
雪作为一种高雅的娱乐活动，
古已有之。宋人吴自牧在《梦粱
录》中说：“豪贵之家，如天降瑞
雪，则开筵饮宴，塑雪狮，装雪
山，以会亲朋，浅斟低唱，倚玉
偎香，或乘骑出湖边，看湖山雪
景，瑶林琼树，翠峰似玉，画亦
不如。”南宋周密在《武林旧事》
中也说：“禁中赏雪，多御明远
楼，后苑进大小雪狮儿，并以金
铃彩缕为饰，且做雪花、雪灯、
雪山之类，及滴酥为花及诸事
件，并以金盆盛进，以供赏玩。”
这些文字都生动地描述了宋代
的王室贵戚在大雪天里，或塑
雪狮、堆雪山、做雪灯观赏，或
伴着瑞雪饮酒作乐、浅唱低吟，
或骑马来到湖边，欣赏美丽如
画的湖山雪景，尽情享受着大
雪带来的欢乐。

在民间，赏雪的活动更为
普遍。过去一到大雪纷飞、满地
皆白的时候，孩子们便会兴高
采烈地跑到街上堆雪人玩。他
们用铁锨把积雪培成人的行
状，用炭块或鸡蛋壳做眼睛，插
根长长的胡萝卜做鼻子，有的
还给雪人戴上草帽，插上破蒲
扇，披上衣服，塑出各种形态的
雪人。打雪仗也是孩子们常玩
的游戏。他们将地上的白雪捧

起来团成团，相互扔向对方，一
边扔一边嘻嘻哈哈地追逐奔
跑，常常是身上沾满雪，头上冒
大汗，心里乐无边。

赏雪需要在下雪的时候进
行，而在不下雪的日子里，人们
则利用河湖坚冰封冻的特点，
进行滑冰、拖冰床等“冰嬉”活
动。

滑冰也叫溜冰，通常有多
种形式。一般是滑冰者脚穿带
铁条或铁齿的冰鞋，在冰面上
飞速滑行。清人潘荣陛在《帝京
岁时纪胜》中记载说：“冰上滑
擦者，所着之履皆有铁齿，流行
冰上，如星驰电掣，争先夺标取
胜，名曰溜冰。”《北京竹枝词》
则这样描写人们滑冰时的快乐
心情：“往来冰上走如风，鞋底
钢条制造工。跌倒人前成一笑，
头南脚北手西东。”

有一种叫“打冰挞”的滑冰
更刺激：找一个结了冰的较陡
的崖坡，滑者从坡顶飞速滑下，
以不倒为胜。这种滑冰游戏在
清代也很盛。清人陈康祺在《朗
潜纪闻》中就写道：“冬月打冰
挞，高三四丈，莹滑无比。使勇
健者着带毛猪皮履，其滑更甚，
从顶上一直挺立而下，以到地
不仆者为胜。”

拖冰床也是大雪期间比较
常见的冰上娱乐活动。冰床又
称“凌床”“冰爬犁”等，其形制
有大有小。河湖坚冰封冻后，人
们可坐在冰床上，由一人在前
面牵拉着，在冰面上飞速滑行。
此俗宋代已有记载，明代更加
普及。明人刘若愚在《酌中志·
大内规制纪略》中说：“冬至冰
冻，可拉拖床，以木作平板，上
加交床或藁荐，一人在前引绳，
可拉二三人，行冰上如飞，积雪
残云，点缀如画。”至清代，此俗
更盛，慈禧太后就十分喜爱这
一娱乐活动。每到大雪前后，她
就常和众多妃嫔及各府福晋、
格格一起，分坐在冰床上，由太
监在前面拖着冰床，飞一般前
进。

大雪给人们带来丰收和快
乐，也给诗人们带来灵感和诗
兴。他们触雪生情，写出了不少
脍炙人口的咏雪诗句。如“燕山
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
(唐李白《北风行》)；“忽如一夜
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唐
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黄云半夜满千里，大雪平明深
一尺”(宋曾巩《咏雪》)……都
写出了大雪的壮阔之美。最堪
称道的，是毛泽东的《沁园春·
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
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
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
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
高……”短短几句诗，就把北国
风光中大雪纷飞的景象刻画得
淋漓尽致。无疑，这也是大雪诗
词的经典之作。柳亚子先生称
其为“千古绝唱”，实在恰如其
分。

□雨茂

在中国，酒桌社交引发的事
端不胜枚举，轻则恶语相向，重
则拳脚相加。有的是酒后失德，
有的则是借酒放纵。前段时间，

“某企业女员工自爆遭男领导性
侵”一事被传得沸沸扬扬。性侵
事件因其隐秘敏感的特征，最易
引起社会舆论强烈关注，探究起
来，源于不合时宜的酒桌文化，
其中的催化剂就是酒，但酒并不
是万恶之源，只不过壮了色胆，
潜规则才是幕后推手。

认真思考酒桌文化背后的
潜规则，起因于二十多年前的一
件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一
所中专学校任教，学生来自全国
各地。当时没有互联网，每到招
生季，学校就把教职工撒出去招
生，招生多的除了公开表彰，还
有奖金。一位学生科某科长到北
方某市招生，宴请当地招办负责
人，酒至半酣，双方都微醉了，招
办负责人突然提出，在正常的名
额之外，如果某科长多喝一杯，
就增加一个招生名额。最后，血
气方刚的某科长连饮13杯，这可
是在已经差不多喝醉的前提下，
而且是高度白酒。当晚，某科长
烂醉如泥，被紧急送到医院输
液。

此后若干年，这个“壮举”被
反复演绎传颂，故事的主人公也
被塑造成了学校的功臣。我不得
不提的是，因为健康原因，这位
科长50多岁就病退了。到了最近
10年，熟悉这段历史的人渐次离
开，年轻陌生的面孔充满校园，
没有人再谈这件事了，因为年轻
人不感兴趣。他们无法理解，为
什么不按制度办事，要靠喝酒去
解决问题？为什么不对充满江湖
气的酒桌文化说不，偏要伤害自
己的身体？

我工作的地区，酒桌文化颇
盛，不是请吃，就是吃请，遇事不
摆场子，会被人瞧不起的。托人
办事，送还人情，需要置办宴席；
逢年过节，生意开张，需要摆酒
助兴；买房置业，考学升迁，需要
借酒添彩……酒席的规矩十分
繁复，仅排座次就让人头疼。家
族宴会讲辈分，官场接待按职
位，朋友聚会要序齿，同门宴请
论先后。当职位与年龄、辈分甚
至亲疏关系搅和在一起时，不仅
考验做东人的智慧，也考验客人
的心胸与见识。

按我们这里的习惯，八个凉
菜(四荤四素)上齐之后，宴席就
开始了。先是暖场酒，用量酒器
倒满，约二两，由各人倒入小杯，
每人先饮三杯，这叫三杯过后尽
开宴(颜)。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由主人开始依次敬酒，每人两
杯，其他人依此办理。酒席以10
人计，用三钱杯，每人转一圈，敬
别人的酒要喝18杯，别人回敬的
也是18杯，共36杯酒，保守估计
也有一斤，酒量稍差的早就不行
了。如果有人再领酒，基本上就
没有漏网之鱼了。领酒的规矩是
先喝一杯请示酒(请示地位最高
或者年齿最长者)，得到许可后

喝一量酒壶或者大半壶，然后拎
着酒瓶挨个倒酒。倒酒之前，被
敬人先要清杯，倒酒的量以不超
过领酒人为度，被敬人必须一口
喝干，不能“养鱼”。如果酒席上
有三人领酒，每人至少又要喝半
斤。一斤半高度白酒下肚，除了
极少数“酒仙”，绝大多数人是架
不住的。

为了劝酒，有人胡诌什么
“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酒
是美人霜，越喝脸越光”……为
了应付劝酒，有人先吃饱喝足，
有人先吃醒酒药，有人中途到厕
所吐掉，有人用水杯、毛巾作弊，
有人瞒天过海、偷梁换柱……几
百数千元一瓶的酒就这样浪费
了。有人说宴会上喝酒从来不在
乎酒，在乎的只是喝酒的人。从
地里的粮食到杯中的佳酿，要经
历阳光雨露、寒来暑往，有的甚
至历经数年时光，经过几十道繁
复工艺，有的名酒的酿造工艺有
一两千年历史，无数人为之付出
了艰辛的劳动。酒是天地精华，
是文明的见证，豪饮也好，狂饮
也罢，都不是爱酒，而是糟蹋酒。

年轻时，我曾经无数次被这
种酒桌文化所伤，深知在看似文
明谦恭、尊卑有序的酒桌文化背
后，是利益的交换、权力的博弈，
还有身份的认同与圈层的分野。
喝什么由主局者决定，喝多喝少
由身份地位最高的人掌控，喝到
什么程度由利益链条驱动。无论
是有所求的人、陪酒的人还是凑
热闹的人，都成了喝酒的工具。
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的表白，看
似情深义重、豪情满怀，不过是
对酒桌文化的无奈屈从。如果是
道义之交与君子之交，人们在乎
的并不是酒，而是意气相投、知
己倾心，“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
之交甘若醴”。酒桌文化的内涵
及推崇的价值观，非文化两个字
可以界定，用潜规则概括也许更
准确。

庆幸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开始厌恶甚至反对这种由潜
规则控制的酒桌文化。他们认同
AA制，反对劝酒与过度饮酒，提
倡小聚小饮，一人可以呷，两人
可以对酌，三人可以小饮。没有
人做东，没有酒司令，没有端酒
仪式，没有“打通关”“滴水观音”
之类的酒场规则，没有“感情铁
喝出血”一类的劝酒词，喝什么
自己定，喝多喝少，大家并不在
意。这样的酒桌没有江湖气，没
有森严的等级，没有利益交换，
更没有心理负担，营造的是一种
杜绝伤害的健康社交文化，维护
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尊重。

繁琐的酒桌文化，不仅伤身
体，也消耗大量时间与精力。至
于金钱与食物的浪费，更是让有
社会道义的人感到自责与悔恨。
酒桌也是名利场，是功利性的，
有投入就要有产出，赔本的买卖
是没有人做的。觥筹交错之中，
法律、规则、纪律被无视，道义遭
践踏，诚信受嘲弄，潜规则畅行
无阻，社交成本不断累积，最后
害人害己害社会。

乐见年轻人远离酒桌文化，
敢于对酒桌潜规则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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