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学富

立冬既是二十四节气之一，
也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立冬时
节，秋尽冬来，万木凋零，蛰虫伏
藏。此时正值秋冬交替之际，既
有秋的黄花、红叶，又有冬的寒
冷。元代学者陆文圭在《立冬》诗
中写道：“旱久何当雨，秋深渐入
冬。黄花独带露，红叶已随风。边
思吹寒角，村歌相晚春。篱门日
高卧，衰懒愧无功。”

在古代，立冬与立春、立夏、
立秋合称四立，是个重要的节
日，也是农历十月的大节。《礼
记·月令》说，立冬前三日，太史
公启奏天子说：“某日立冬，盛德
在水。”天子便开始沐浴斋戒，进
行准备。“立冬之日，天子亲率三
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天
子要在此日举行迎接冬天的祭
仪，面向北方祭祀颛顼、玄冥之
神。《后汉书·祭祀志中》记载：“立
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
冥，车旗服饰皆黑。”古人以冬与
五方之北、五色之黑相配，故于
立冬日，皇帝率领三公九卿大
夫，身着黑衣，所乘车辇装饰也
都是黑色的，来到北郊举行祭祀
仪式，迎接冬日到来。

天子出郊行迎冬之礼回来
后，还要赐群臣冬衣，褒奖那些
为国捐躯的烈士们，慰问抚恤其
亲属和孤寡之人，以鼓励民众抵
御外敌或贼寇的侵袭与掠夺。

《吕氏春秋·孟冬纪》说：“(迎冬仪
式后)还，乃赏死事，恤孤寡。”东
汉的高诱注：“先人有死王事以
安边社稷者，赏其子孙；有孤寡
者，矜恤之。”

天子有迎冬之礼，百姓有贺
冬之俗，在民间，有祭祖、饮宴、
卜岁等习俗。忙碌一年的人们，
迎来了冬闲，要在立冬这天，以
新收获的时令佳品向祖灵祭祀，
以尽为人子孙的虔诚和孝敬，以
求祖先在天之灵保佑平安，祈求
上天赐来岁再是丰年。作为一家
之主，也要犒赏全家人一年来的
辛苦劳动，人们更换新衣，往来
庆贺，一如年节。白居易有“迎冬
兼送老，只仰酒盈尊”的诗句；范
成大亦有“衔杯乐圣千秋节，击
鼓迎冬大有年”的咏唱。

早在汉代就有贺冬习俗，亦
称“拜冬”。在宋代，每逢此日，人
们穿上漂亮的新衣服，往来行走
庆贺，就像春节一般。据清代文
人顾禄的《清嘉录》记载，到了清
代，立冬之日，士大夫在家拜贺
年长辈尊者，还互相出去拜谒。
男女老少都要更换新衣，相互作
揖行礼，谓之“拜冬。”

立冬节气之后，人们食欲大
增，脾胃运化转旺，此时食补能被
充分吸收，发挥出更好的进补效
果，所以要吃些牛、羊肉等热量较
高的食品和新鲜蔬菜，吃一些富
含维生素和易于消化的食物，以
抵御冬天的严寒，补充元气。

北方有谚语云：“立冬不端
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据
说此习俗与“医圣”张仲景施舍

“祛寒娇耳汤”有关。张仲景告
老还乡回到南阳，正值寒风呼
啸的冬季，乡亲们的耳朵都生
了冻疮，求医者络绎不绝。张仲
景吩咐弟弟在院中搭起棚子，
在棚中盘一大锅，把辣椒和一
些祛寒的药物一并放在锅中熬
煮，再把用面皮和羊肉包成的

“娇耳”(即水饺)放到锅中煮熟。
每个生疮者可领一碗药汤和两
个“娇耳”。张仲景将之称为“祛
寒娇耳汤”。病人吃了祛寒娇耳
汤之后，只觉得浑身渐渐暖和
起来，两耳也发热，冻疮很快就
好了。立冬吃饺子这一习俗便
在我国北方流行起来。

在长江流域一带还有立冬

吃团子、麻子果、赤豆糯米饭、
咸肉菜饭、膏滋等习俗。江南地
区立冬则吃生葱，以抵抗南方
冬季湿寒，减少疾病的发生，所
以有“一日半根葱，入冬腿带
风”的谚语，这是因为大葱味
辛，性微温，具有发表通阳、解
毒调味的作用。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
说：“立，建始也”，即建立、开始
的意思；“冬，终也，万物收藏
也”，即是说秋季作物全部收晒
完毕，收藏入库，动物也蛰伏起
来准备冬眠。《说文解字》说：

“冬，四时尽也。”看来，立冬不
仅仅代表着冬天的来临，还有
万物收藏，归避寒冷之意。《东
京梦华录》记载，立冬前五日，
西御园进献冬季吃的菜。上自
宫廷，下至民间百姓，一齐收藏
各种蔬菜，以充作冬季食用。于
是用车载，用马拉，以致堵塞道
路。现代诗人左河水《立冬》诗
云：“北风往复几寒凉，疏木摇
空半绿黄。四野修堤防旱涝，万
家晒物备收藏。”

在江浙一带，立冬亦是开酿
黄酒之日，这天要祭祀“酒神”，
祈求福祉。《诗经》说：“八月剥枣，
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
寿。”意思是说，十月收割了稻
谷，用此在立冬酿酒，到春天才
能饮用，用春酒来求长寿。陆游
也有“十月可酿酒，六月可作酱”
的诗句。典籍上记载，立冬，十月
节。此时，江南人用新收割的稻
谷开始酿酒，这就是江浙一带世
代相传的“冬酿酒”习俗。用五谷
杂粮发酵酿出的酒，纯净透明、
醇馥幽郁、绵甜甘爽。

顾禄的《清嘉录》中记叙了
“冬酿酒”的习俗：立冬过后，乡
村田园人家会用草药酿酒，称
为“冬酿酒”，有秋露白、杜茅
柴、靠璧清、竹叶青等名字。农
历十月酿的酒，则称为“十月
白”。用白面造曲，用泉水浸白
米酿造的酒，称为“三白酒”。酿
造而未勾兑，直接用来饮用的，
称为“生甘酒”。他还引用清代
苏州文人蔡云的《吴歙百绝》中
的一首诗：“冬酿名高十月白，
请看柴帚挂当檐。一时佐酒论
风味，有爱团脐只爱尖。”

在深秋初冬季节，朋友相
聚，饮酒暖身，海阔天空，别有一
番情趣。唐代杜牧在《初冬夜饮》
一诗中写道：“淮阳多病偶求欢，
客袖侵霜与烛盘。砌下梨花一堆
雪，明年谁此凭栏杆?”抒发了诗
人怀才不遇，无法施展自己才华
的惆怅苦闷之情。立冬之夜，唐
朝大诗人李白坐在小炉前，温一
壶美酒，自斟自饮，案上的笔墨
都冻凉了而懒于写新诗，醉看点
点墨花，好似那一地的雪花竟是
月光一般。李白写下了《立冬》：

“冻笔新诗懒写，寒炉美酒时温。
醉看墨花月白，恍疑雪满前村。”
笔墨之下透露出诗人的思乡恋
乡之情。

立冬，预示着冬天的开始，
人们进入了冬闲季节。明末清初
诗人尤侗《喜迁莺·立冬》说“闭
户先生，拥书枯坐，只好敲冰煮
茗。”然而立冬前后，江南地区正
忙着抢种晚茬冬麦、移栽油菜，
华南地区却是“立冬种麦正当
时”，即使在北方，人们变“冬闲”
为“冬忙”，农事活动也是搞得热
火朝天，处处充满了希望和动
力。如陆游诗云：“一醉又驱黄犊
出，冬晴正要饱耕犁。”

【文化观】

立冬：秋深渐入冬

□孙葆元

北宋是一个文化的北宋，它之所以昌盛，与文
化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北宋立国就把文化建设放在
首位，那时就有藏书家，公共图书馆属于国家，但是
不叫图书馆，而是叫作馆阁。

北宋的馆阁不是单纯的图书收藏机构。除了图
书收藏还兼着典籍校勘、编撰国史的任务，实际上
是集图书馆、史志办、编辑部、研究院于一身的综合
文化机构。它的最终成果落在图书上，是把图书的
生产过程全程负担起来。

鉴于这种职能，馆阁内部有着严格的设置，如
同当代的社会科学院，按照学科分成各个研究所。
北宋馆阁细分为“三馆一阁”，即昭文馆、史馆、集贤
院谓三馆，阁是秘阁。昭文馆掌管收藏经、史、子、集
四部及修写校勘等事。史馆是监修国史的机构，集
贤院负责收藏校勘典籍。

需要注意的是，北宋是把经史子集与其他典籍
分开管理的，这与治国的文化理念有着极大的关系。
以上三馆沿袭唐朝的设置，只有秘阁是宋太宗在端
拱元年(988年)首创，把北宋之前散落在各处的珍本书
籍图画收集整理，藏于一室，这个地方就叫秘阁。三
馆一阁通称崇文院，归秘书省统领。到了宋真宗一
朝，又创建了龙图阁，这是专门收藏太宗御书、文集
和有关他的典籍、图画、御用之物的纪念馆。

由于崇文院管理者的职务极高，昭文馆和史馆
皆由当朝宰相兼领，其他的编撰人员均为朝臣充
任，直管和检讨须由京官以上的官员担任。集贤院
等级略逊，主持者也都是大学士、学士、直院、校理
等学位极高的官员主持。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馆阁之选，皆天下英
俊，然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于是我们
看到，北宋官员在官职后面总是缀以馆阁职务，比
如包拯，就是这样介绍的：“天圣进士，累迁监察御
史，历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入为
三司户部副使，权知开封府，权御使中丞、三司使，
枢密副使，除龙图阁直学士”。就可以看出崇文院里
的“编制”全是有高级职务和学术地位的人。

宋仁宗就说，“图书之府，所以待贤隽而备讨论
也。比来公卿之族，多以恩泽为请，殆非祥甚之意
也。其诏至今辅臣，两省侍从，不得陈乞子弟亲戚为
馆职……亦考所进文，召试入等者除之。”从这段话
可以看出北宋馆阁的地位让众官垂涎。宋朝的冗官
多，但是宋仁宗说，唯“图书之府”不可妄进，必须是
三等以上的进士，还必须考试才能录取。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宋太宗考察三馆，时三
馆称西馆，龟缩在城垣一角，只有房舍数十间，还是
前朝大梁所建。宋太宗皱起了眉头，说，是岂足以蓄
天下图书，待天下之贤俊也？于是下诏重建三馆，亲
授栋宇之制，并赐名“崇文院”。

崇文院一年就告建成，据宋人王明清《挥尘录》
记载，它“有书仅万二千卷”，也就是说崇文院几乎是
一座空院，有院无书。北宋之前五代十国连年混战，
导致图书散佚，北宋立国后除了振兴经济，另一个重
要任务就是抢救失散的图书典籍。宋太宗定下三项
措施，第一项是尽收十国宫掖内藏书，汇集京师三
馆。于是各地官员纷纷搜书，形成了一个浩大的政治
任务。第二项是奖励民间献书，“昭购亡书”，凡献书
先令史馆点检，有价值的书除高价购买，献书人经翰
林学士院考试可赐以官职科名。一时间天下献书，

《宋会要辑稿》记载，很多宋代以前的珍贵典籍得以
保存。第三项是派官员寻访、抄写、印刷。毕竟有些藏
书人不愿意把心爱的书籍交出去，宋廷就派能抄写
的吏员“借本抄写，即时给还”，结果“凡得古书六十
余卷，名画四十五轴，古琴九，王羲之、怀素等墨迹共
八本。”这是一个伟大的抢救工程，避免了绝版书的
断代。

北宋皇帝带头读书，宋太宗多次对臣下说，“无
所爱，但喜读书”。他为自己定规，日读《太平御览》
三卷，告诉身边的侍从“日进三卷，朕当亲览”。皇家

的读书传统传到宋真宗时代，他诏命将昭文馆中所
藏四部全书各抄一部，“置禁中太清楼以备御览”。

宋三馆藏书不是一藏了之，那么多学士集中于
此，不是空头职位，他们有一个任务，就是校书。校
书在宋代叫“勘书”，以后称“校勘”。校勘错别字，凡
错字以雌黄颜色涂掉；别字或多字，以雌黄圈之；缺
字，在字旁添入；如果行距密集，则用朱砂画圈，然
后在上下空纸处标写清楚；诸点语断处，以侧为正；
有人名、地名等需要细分者，以中间加细点分隔，这
就是顿号。

景德元年，宋真宗命校勘《汉书》，这一校勘发
现诸多问题，一位叫刁衔的校书郎上疏说，“《汉
书》，历代名贤竟为注释，其得失相参，互有章句不
合，名氏交错，除无可考据外，博访群书，遍观诸本，
校定凡三百四十九，签正三千余字，录为六卷以
进。”足见学风之严谨。

北宋的刻书业兴旺，给后世留下千种图书，计有
史书、经书、各家笔记、医书、卜书、农书、金石书等等。
随着岁月流逝，宋版书存世稀少，便有宋版一页值千
金之誉。但是经历朝翻印，书的内容得以留存下来。

盘点宋书，最著名的有四部：第一部是宋太宗
常读的《太平御览》，是他诏修的一部类书，太平兴
国二年(977年)三月诏翰林学士李昉编修，历时六
年，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十二月完成，其书55部，
5363类，“杂采经史传记小说，自天地事物，迄皇帝
王霸分类编次”。实际上这是三馆藏书的一个分类
与集合，它的序言是“四方既平，修文止戈，收天下
国书典籍，聚之昭文，集贤等四库。太平兴国二年三
月戊寅，诏李昉等十四人编集是书。”

第二部书是《太平广记》，这是与《太平御览》同
时着手编修的一部书，主编仍然是李昉，这部书的
侧重点是“野史小说”。它先于《太平御览》完成，其
书500卷，目录10卷。李昉说它是，“六籍既分，九流
并起，皆得圣人之道，以尽万物之情。足以启迪聪
明，鉴照今古。”一语道出了小说的典型性。

第三部是《文苑英华》。宋太祖不愧是一个善读
的人，他发现《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无法涵盖存
世图书的全貌，并且“诸家文集其数至繁，各善所
长，蓁芜相间。”于是决定按《文选》的思路，编撰本
朝的文选。《文选》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选自先秦
至本朝的一百三十位知名作家和佚名作家的优秀
文学作品汇集一册的重要选本，为后世称道。宋太
宗显然要彪炳史册，于是下令编撰是书。挂帅的主
编仍然是李昉，当时《太平御览》尚未完稿，这部书
又隆重举行，从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起至雍熙三年
(986年)底完成，上起萧梁，下至五代，收录作家220
人，作品20000篇，分38类为诗赋、歌行、杂文、中书
制高诰、翰林制诰、策问等，共计1000卷。

第四部是《册府元龟》。这是宋真宗于景德二年
(1005年)九月想起其父宋太宗，下诏编撰的历代君
臣事迹，他亲自制定了这部书的编辑方针：“所编君
臣事迹盖欲垂为法典，异端小说咸所不取。”元龟就
是大龟，古人以龟甲占卜未来，元龟就是一部向未
来的书，是推崇北宋社会正风正气的书。这部书
1000卷，规模比《文苑英华》多出一倍，它是为一个
历史时期树立榜样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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