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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载：鲁襄公十九年，齐国高唐叛。
叛乱源于夙沙卫，一个寺人，也就是所谓的太监。寺

人，是周时官名。《周礼·天官·序官》：“寺人，王之正内五
人。”寺人掌管王宫中女御和女奴的戒令，经常出入内宫，通
常由太监担任。寺人常被蔑称为“刑臣”，就是指受过宫刑的
奴隶。与后世的太监在政权与史书中强大的存在感不同，春
秋史书中极少出现寺人的名字和身影，就算出现也不过是一
闪而过或寥寥几笔，真正被记录在史的多是正面的形象，与
周星驰口中的“死太监”大相径庭。比如向秦孝公引荐商鞅
的秦国寺人景监，比如奉命刺杀晋文公重耳却被晋文公不计
前嫌重用的寺人披，可若论能带兵，地位能力无出其右的寺
人，当属齐国的寺人夙沙卫。

夙沙卫最先出现在《左传》中，是鲁襄公十六年，即公元
前557年。这一年春天，齐灵公率兵讨伐莱国。莱国是东夷
古国，因抢夺齐国土地，与齐人结下了仇怨。此次讨伐莱
国，是齐人吞并纪国之后，向东扩张策略的延续。所以，政
治策略当前，所谓仇怨，所谓纠葛，都只是借口。就
在这次重大的军事行动过程中，齐灵公带上了一位
寺人：夙沙卫。一个后宫寺人，能让齐灵公外出作
战都带着他，其宠可窥一斑，其能力也可窥测一
二。莱人得知夙沙卫在前线军中，就特地精选了百
匹良马、壮牛送给夙沙卫，请求齐国高抬贵手。果
然，在夙沙卫的劝说下，齐灵公退军了。

齐灵公最牛的先祖，号称春秋第一霸的齐桓公
也宠信寺人竖刁，留恋他的厨艺和忠心，可在称霸过
程中，齐桓公从未让竖刁插手过军政大事。因此，

《左传》评价：“君子是以知齐灵公之为‘灵’也。”《谥
法》曰：不勤成名曰灵；乱而不损曰灵；好祭鬼神曰
灵；极知鬼神曰灵；不遵上命曰灵。灵，妥妥的恶谥，
贬义。

伐莱之战也告诉我们，夙沙卫似乎就是个贪婪
谄媚之人。呃……夙沙卫第一次出场确实不怎么
光彩，更谈不上光辉。不过，此时盖棺定论为时过
早，故事未完待续，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鲁襄公十七年，公元前556年，齐国一言不合
兵分两路攻伐鲁国。在防邑之战中，齐军俘虏了鲁国大夫
臧坚。齐灵公深知臧氏家族在鲁国的地位树大根深，便派
夙沙卫前去安抚臧坚，并命人不要杀他。行过稽首大礼，臧
坚像他的名字一样坚定且坚决地说：“拜命之辱！抑君赐不
终，姑又使其刑臣礼于士。”说完，毫不犹豫地用小木樁刺进
自己的伤口，自杀了！齐侯好心派人慰问他，且一再叮嘱

“勿死”，咋就自杀了呢？原因当然是夙沙卫，鲁国士族出身
的臧坚觉得齐侯让一位阉人来安慰一位士人，是对他的极
大侮辱，愤而自杀。

春秋战国，历来被学者称为中国历史上意气风发的少
年时代，彼时，诸侯争霸,群雄割据,思想争鸣，竞相变法,是个
战乱变革的时代，也是个思潮解放的时代，更是个天真热血
的时代。在士人的价值观念里，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有很
多，名声、德行、义气、信仰、恩情和承诺，所以，孟子才会慷
慨陈词：“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义者也。”才会长篇大论何为“大丈夫”，为中国文
化注入了一份“骨气”。

齐灵公的宠爱，使得夙沙卫地位高过一般士人，可无论
多高的地位、多大的权势，也抵挡不住士人对他们根深蒂固
的偏见与歧视。而后发生的事更是向
我们印证了这一点。

鲁襄公十八年，齐灵公再次入侵鲁
国。鲁国的“带头大哥”，霸主晋国终于
召集诸侯大军，一同伐齐。自信心爆棚
的齐灵公毫不示弱，亲率大军在平阴
（今山东平阴）一带组织防御。洞察时
势的夙沙卫看出了局势不妙，他提醒齐
灵公：“既然无法与敌人正面对抗，不如
去驻守那些险要之地！”夙沙卫之意，诸
侯联军人多势众，硬刚肯定刚不过，不
如退守险要关卡，与诸侯联军长期对
峙，时间一长，各怀心思的诸侯大军自
然就会不战而退了。

妄想称霸天下的齐灵公怎甘心示
弱，他断然拒绝了夙沙卫的提议，也理
所当然的遭到了当头一棒，齐军大败。
在晋军随之而来的疑兵之计下，齐灵公

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赶紧下令：连夜撤军！
一直被人看低，遭人诟病的夙沙卫，主动请求断后。他有

胆有谋，从容不迫地将军中大车连结起来，堵住了道路，以阻
挡诸侯联军的追赶速度。是可忍，孰不可忍！低贱的寺人夙
沙卫居然成了领兵断后之人，齐国勇士殖绰与郭最深感受辱：

“子殿国师，齐之辱也。子姑先乎！”寺人来殿后，是齐国的耻
辱，你赶紧先撤吧！说完，两人自告奋勇，代替夙沙卫担当了
殿后之责。被排斥的夙沙卫并未一走了之，他又杀死战马堵
在路上，然后才不慌不忙地撤退了。平阴之战，寺人夙沙卫居
然握有兵权，居然能带兵作战，这在春秋时期的寺人中算是第
一人！可即便如此，又如何呢？他依然身份卑微，依然是将自
尊放在地上被人任意践踏的低贱之人。

挑战晋国霸权失败的齐灵公在鲁襄公十九年郁郁而
终。只是，这位爷真对得起他的谥号“灵”，真正的不走寻常
路，不干正常事。齐灵公死前，突然将太子光废掉，改立公子
牙为太子。他不仅令世袭上卿的高厚做公子牙太傅，更将自

己的亲信夙沙卫任命为少傅。不太灵光的齐灵公以
为，有了高厚的威望和夙沙卫的忠心，公子牙的太子
之位定然固若金汤。

然而，原太子光作为太子长达十多年，无论威
望还是人脉，无论势力还是根基，早已根深蒂固。

不久，齐灵公突发疾病，卧床不起。权臣崔杼偷
偷将公子光接回，并联合大臣公开拥立公子光为太
子。不顾病重卧床的父亲齐灵公，太子光强行闯入
宫中把支持改立太子的庶母戎子杀死，在朝堂曝
尸！果然是，男人不狠，地位不稳。

此时，夙沙卫的境遇就尴尬了。不论他是否曾
支持改立太子，他都成了太子光的政治敌人！

7月，齐灵公病逝，太子光顺利继位，史称齐庄
公。齐庄公是个狠角色，他发起疾风暴雨般的政治
清洗：把庶弟公子牙软禁，又将上卿高厚杀死。

政治嗅觉异常灵敏的夙沙卫抢先一步，逃到了
高唐，然后据城而叛！

齐庄公派庆封率兵前往平叛，围攻了数月，却
始终无法攻克高唐。11月，齐庄公亲率大军前来攻

打高唐。齐庄公看到夙沙卫在城上，《左传》载：“号之，乃下。”
或许，此时的夙沙卫心里仍然怀有一丝希望，期望齐庄公能像
齐灵公一样看中他的才华，能明白他的身不由己，能大度地原
谅他。

可齐庄公问的是城中守备。夙沙卫回答：“城中没有守
备。”然后，《左传》又载：“揖之，乃登。”从号而呼之到揖而礼
之，齐庄公心里升起了一丝敬意，夹杂着一丝欲生之的犹
豫。然而，一“下”，一“登”，夙沙卫的心里只剩下了深深的
绝望。

如果高唐真不设防，何至于庆封攻打数月而弗克。回
到城内，夙沙卫犒劳城中之人，坚定了战死之志。

然而，就在当夜，殖绰就和另一个齐国大夫将夙沙卫出
卖了。他们偷偷将绳子放到城下，将齐军放入城内。结果
可想而知，高唐瞬间被攻破。

夙沙卫的结局，《左传》只用了四个字：“醢卫于军。”
“醢”字，我们并不陌生，《史记·殷本纪》白纸黑字写着：

商纣王醢九侯。
就是被剁成了肉酱……
史书，从来都是帝王将相的传记，更是大浪淘沙后的字字

珠玑，无论怎样惊才绝艳的人物，无论怎样赫赫扬扬的功绩，
在史书中也不过寥寥几笔。李白，文采盖世，惊了天地，泣了

鬼神，却唯独没有惊动司马光的笔墨，在
《资治通鉴》里，你几乎找不到李白的名字
和身影，更不用说来路与归处。

夙沙卫，一个阉人，却几次三番出现
在左丘明惜墨如金，惜字如金的记述里，
实属难得，也确实罕见。他坦然下城面对
齐庄公汹汹的杀意，在齐庄公有意放他一

条生路之时没有乞求，没有畏惧，只有淡
然转身，登城。留给齐庄公，也留给历史
一个挺直的脊背。

史书没有闲笔，每一滴墨都有自己的
归处。 作者单位：区人民医院

米儿没有忘记母亲的嘱咐，他要寻
找自己的另一半，力争找一个美丽善良
温柔的女子。

米儿的想法在局里同事间传开了，
人们都知道了他的“女人是个盲盒”的见
解，有时当面重述他的见解，还带着几分
嘲笑意味。

他不服气，钱钟书把婚姻说成围城，
城里的想出来，城外的想进去。“一个陌
生女子不就是一个盲盒吗？”他在心里继
续为自己辩解，“若说一个生字是一个盲
盒，为什么不可以说女人是盲盒呢？真
是大惊小怪！”

最初相亲，米儿一嘴土话，赶跑了一
个女大学毕业生。还因自己无意识的一
声口哨，吓跑了一个农村姑娘。另一个
姑娘穿着打扮时髦，是他被吓跑了，他
想，自己看着漂亮，别人也看着漂亮，娶
了这样的老婆，看不住家。后来他还有
一段网恋，一个吴侬软语的卖餐具的女
主播，莺声燕语十二分的温柔，相互加了
微信，好虎性，她十三分泼辣刚烈如尤三
姐，十五分骚情似潘金莲，她有林黛玉的

聪慧，也有林妹妹的小任性。哪里有似
水柔情啊？

母亲见米儿几天来沉默寡言的，猜
到他的网恋女友可能已经告吹。她安慰
儿子，婚姻大事天注定，看似是男女你挑
我选，其实是缘分不到，有缘分，该是你
的女子，早晚会等着你。不信，你等着
瞧。

楼下的邻居赵阿姨，近几天常来米
儿家找他母亲聊天，米儿在自己的卧室
里上网写东西，或者读一读喜欢的散文
名篇。他听到母亲和赵阿姨聊天投机，
经常笑声不断，有时低声细语，嘁嘁喳喳
的。

等赵阿姨走后，母亲叫他出来，说是
有事情。他走出卧室，挪到母亲身边，

问：“做啥事，妈妈，您说。”“赵阿姨提过
好几次了，人家姑娘在服装店里上班，人
怪好滴。你还是见见吧。”“又来了，又来
了。”

米儿架不住母亲软磨硬泡，他与那
个女子约好，见了一面，然后没了动静。
妈妈和赵阿姨很纳闷，这一次米儿见过
人家姑娘，人家女方有房有车有存款，人
又勤快又干净又漂亮，怎么两个人都没
了动静了呢。

妈妈开始怀疑，自己的儿子是不是
身上有毛病啊。经妈妈一再催问，他才
勉强说了一句：“听她说话那么强势，能
对我好，能有孝心吗？”

有一个周末，局里老王来找米儿聊
天，米儿留他在家吃饭喝酒。趁着米儿
上厕所之际，妈妈低声说了米儿的个人

婚事，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多关心一下
米儿的个人问题。毕竟老王和米儿在同
一个单位，又是忘年交。

“没事的，嫂子，大老爷们的家伙什
都全，他不缺胳膊不缺腿的，怕啥？他应
该是思想问题，观念问题，标准太高，才
高不成低不就的。嫂子放心，我能解开
他的心结，让他改变一下想法。”

“世界上有没有最温柔的女人？我
说没有。你说谁最温柔？这家老板娘
吗？她是我高中同班同学的媳妇，我很
了解她。”

老王做东请米儿在一家火锅店喝
酒。酒过三巡，老王直接质问米儿。米
儿说：“找媳妇就找老板娘这样的。温柔
又大方，漂亮不说，还挺有心术的。”

酒过三巡，米儿两颊给酒烧红了，老
王又谈到了敏感话题，更加速了他的心
跳。老王坚持说：“我知道老板娘口碑
好，朋友同学都说她很贤惠。我还是坚
持认为，天下没有温柔的女子。不信？
今天我让你看看她的表现。”

米儿好奇地问：“怎么个操作法？”。
老王拿着手机在米儿面前晃了晃，说：

“走着瞧吧。嘿嘿”米儿好奇疑惑地看
着老王，说：“你用什么让她显山露水？”

“等她来送面条，你就知道了。”
老板娘用钛合金盘子端着七彩面和

一个小西红柿果盘款款走来，满面春风
似的笑容，虽然她人到中年，可是风韵犹
存。

“兄弟啊，你同学送一盘水果。这羊
肉可是来自新疆，老货源了。朋友圈里

多给转发一下吧。”“谢
谢老同学。今天一吃，
感觉老同学厨艺大长
进，我刚还在朋友圈发
了一张照片呢。”“那你
们多吃点。缺什么，尽
管说。”老板娘正要转身
走，老王叫住了她，说：

“等等，我有个短信息你
看看准不准？”“什么
啊？我看看。我符合几
条。”

她接过手机扫了一
眼，“哈哈哈，第一条
准。第二条……”听到
有人喊她要上青菜，有
人要再上羊肉。她忙应
着了人家，然后对老王
说：“回来再看后两条。”

“好，先忙。”
米 儿 疑 惑 地 问 ：

“什么内容？她还回来
吗？”老王说：“我敢打

赌，她一定会回来，而且很快。”话音未
落，老板娘真的回来了。

“我看看第二条。哈哈哈，也符合。
第三条，嘿嘿嘿，也符合呢。谁总结的，
这么准啊。”听老板娘这样说，老王偷偷
地看一眼米儿，得意地微笑了。

等老板娘走了，老王把手机递给米
儿，米儿看了，会心地笑了起来。说：“王
哥，我降低择偶标准。只要是个女的，年
龄差不多，可以了吧？”

老王手机上的三条文字：女人在什
么时候最温柔——1. 蒙着红盖头的时
候。2.病了的时候。3.睡着了的时候。

哈哈哈……
作者单位：纬四路小学

冬月的早晨，天空是蓝色的，看上去格外清澈
明亮。寒冷的气息充斥着刺骨的空气，伴随着阵
阵冷风吹过。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世界好像被
一层银白的轻纱所笼罩，充满了神秘而迷人的诗
意。当第一片雪花悠悠飘落，冬月的序幕便缓缓
拉开。昔日繁荣的田野已被寂静所取代。绿油油
的庄稼早已消失不见，树木们已脱去了翠绿的衣
裳变得光秃秃的，它们的枝干在寒风中伸展着，仿
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寒意浓浓，云霜遍野，大地苍茫，与天色融为
一体。渐渐地，黄澄澄的太阳在东方含羞地露出
头，它终于跳出了地平线，光芒四射，穿过云层，展
露无与伦比的锋芒，穿透迷雾朦胧的乡村，晨雾不
知不觉消失得无影无踪。大街小巷沉浸在一片祥
和温暖的气氛中，人们感知着万物的灵性，鸟儿与
溪水共同歌唱，家乡是我梦中的天堂。冬天，同样
也是美丽的。

我的家乡，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有许多独特
的风俗，特殊而有趣。从我记事起，便一直喜欢这
些独特的风俗。“十里不同风，三里不同俗。”在不
同的地方，我们都有各自不同的习俗。

说到每年的冬至，这一天大约在12月22日左
右，是最早制定的一个节气。在这一天大家都会
早早睡觉，迎接寒冷的日子。冬至过后，白昼会越
来越长，而黑夜会越来越短。冬至也是一个吉祥
的日子，是一个有福的日子，应该庆贺。

冬至后就开始“数九”了。在我们家乡流传着
这样一首歌谣叫《数九歌》：“一九二不出手，三九
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隔河望柳，七九八九耕牛遍
地走。”九九加一九，九十天之后天气回暖，春天就
要到来了！冬至还有“三候”，分别是一候蚯蚓结，
蚯蚓在这一天冻僵成了一团，像绳子。二候麋鹿
解，什么意思呢？就是麋鹿的角向后长，冬至的时
候开始回暖了，麋鹿感觉有些暖和了，就开始解
角。三候冰溪动，溪水开始温热流动，地下的水开
始冒热气了。

冬至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其起源可以追溯到
周朝。在周朝，以冬十一月为“正月”，冬至被视为

“岁首”，就像新年一样重要，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
汉朝。到了西汉时期，冬至被称为“冬节”，据《后
汉书》记载，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
不听政，择吉辰而后有事，官府会举行祝贺仪式，
并且放假，官员不上班理政，商业停业，亲朋之间

还会以美食相赠，相互拜访。魏晋时期，冬至这天
要接受方国和百官的朝贺。唐朝时，冬至皇帝会
举行礼会登殿，奏《昭和》，皇帝着盛装出席活动，
老百姓也会在这一天向父母尊长祭拜。宋朝时
期，冬至在民间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年节。

古人认为，冬至这天日影最长，从这一天起，
天地阳气开始兴作渐强，代表下一个循环开始，是
大吉之日。唐代大诗人杜甫为冬至作诗：“年年至
日长为客，忽忽穷愁泥杀人。江上形客吾独老，天
边风俗自相亲。杖藜雪后临丹壑，鸣玉朝来散紫
宸。心折此时无一寸，路迷何处见三秦。”其意在
年年到冬至这一天，诗人总是在他乡做客，神情恍
恍惚惚，穷困和愁苦啊，简直都要折磨死人。诗人
流寓江湖，自照形貌，好像只有他是独独衰老，而
这万里天涯，一些风俗和人情也仿佛都是各自相
亲。这在大雪纷纷之后，诗人拄着藜杖踱步到这
满是丹枫红岩的荒山野壑，意不禁想到宫殿里边
早朝刚散，那些文官武将们的身上响着佩玉，该也
离开了紫宸殿的宫门。这时候，他仿佛此地已经
折碎，不剩一寸，望着前路就心乱眼迷。请问，诗
人要站在什么地方，才能够看见那故国三秦？

宋代范成大的《满江红·冬至》词，便以细腻的
笔法，描绘了冬至的景象，表达了辞旧迎新的快
乐。即“寒谷春生，熏叶气、玉筒吹谷。新阳后、便
占新岁，吉云清穆。休把心情关药裹，但逢节序添
诗轴。笑强颜、风物岂非痴，终非俗。

清昼永，佳眼熟。门外事，何时足。且团栾同
社，笑歌相属。著意调停云露酿，从头检举梅花
曲。纵不能、将醉作生涯，休拘束。”词人以寒谷中
的春意，熏叶的气息，玉筒吹谷的声音，描绘出冬
至的景象。新阳过后，便迎来新岁的开始，吉云清
穆，预示着春天的到来。这里的“寒谷春生”与“吉
云清穆”，既描绘了冬至的景象，又暗示着春天的
到来，寓意着时节的轮回与更新。

词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劝人们不要将
心情关在药裹之中，而是要在节日里增添诗轴，笑

对人生。这里的“强颜”二字，既表达了词人自己
的心情，也展现出人们对生活的态度。尽管生活
中充满了艰辛与困难，但我们要学会笑对人生，积
极向上。

词人以娴熟的笔法描绘了冬至日白昼渐长，
人们安睡熟睡的美好景象。门外的世事纷扰，何时
才能满足人们的期望？不如在这个团栾同社的日
子里，大家欢聚一堂，笑歌相属，共同庆祝这个重要
的节日。这里的“团栾同社”与“笑歌相属”，既表达
了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与向往，也体现了人们对未来
的期待和希望。紧承词人所希望与大家一起调制
云露酿，一起检索梅花曲，共同庆祝，共度佳节。这
里的“将醉作生涯”与“休拘束”，既表达了词人对生
活的态度，也体现了人们对自由追求的梦想。

冬至一阳复，万象尽更新。冬至作为古人观
念的阳气之端节或年岁之首，其风俗特征在宋词
中比较细致生动地呈现。冬至节俗拓展了宋词的
体裁和内容，而作词本身也成为节日习俗活动之
一。为冬至节增添了雅趣。随着时间推移，节俗
逐渐淡化，但古人关于冬至的观念和记忆在宋词
中得以承载。或许我们更好地重温历史经典词
篇，从中更好地欣赏古人对冬至的诠释。

在我的家乡，冬至这一天有“冬至饺子，夏至
面”“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的流传。
所以，人们对冬至吃饺子有更深层次的讲究，多采
用一些健脾补肾、益气补虚，主要食材羊肉、胡萝
卜、葱白、生姜、花椒水、生抽、老抽、胡椒粉、食盐、
芝麻油调制。俗话说得好：“好吃不过饺子。”饺
子，是中国北方传统的特色美食，逢年过节吃饺
子，出门送行吃饺子，冬至节气吃饺子……，由此
可见，饺子乃吉祥的食物。

饺子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有资
料记载，饺子原名叫“娇耳”，是我国古代医圣张仲
景首先发明的。相传东汉末年，张仲景辞官，冬至
这一天返乡，看见河南洛阳流行伤寒，老百姓饥寒
交迫，两只耳朵冻伤，病死的人很多。张仲景总结

了汉代30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便在当地搭了
一个医棚，支起一口大锅，煎熬羊肉辣椒和祛寒提
热的药材，用面皮包成耳朵形状，煮熟之后连汤带
食赠送给老百姓。老百姓从冬至吃到除夕，抵御
了伤寒，治好了冻耳。从此，后人仿制，称之为“饺
耳”或“饺子”。

记得，有一年冬至，我和妈妈走在街上，打量
着一旁的各色小摊，我们在一家挂着九九消寒图
的店铺前停下了脚步。这九九消寒图有两种：一
种是双钩描红书法，有“春前庭柏风送香盈室”和

“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的字样；还有一种是一枝
有九朵梅花，每朵有九个花瓣的梅花。最终，妈妈
选了那幅九朵梅花的。回到家妈妈把那幅九九消
寒图挂在了墙上，并且拿出一支毛笔蘸着曙红的
颜料轻轻画在了一个花瓣上。画完后，我问妈妈：

“数九这个习俗有什么寓意吗？为什么要这样
呢？”妈妈笑着回答说：“中国传统文化中，九九极
数，乃最大最多最长久的概念。九九即八十一更
是‘最大不过’之数。”古代中国人民认为过了冬至
日九九八十一日，春天肯定已经到来。我个人认
为这是个很有趣的节日，而且有特殊纪念意义。
小时候我们都是自己画的九九消寒图，有意思多
了，不像现在，都是买的。妈妈少年时跟外婆学习
过剪纸和绘画，所以画起梅花来十分顺手，先蘸上
浓墨，调和适量的清水，在试笔纸上画了两下，见
到色彩适宜，才放心地画起来。线条有疏有密，有
的留白，有浓墨重彩，当最后一瓣的那一勾完成
时，我正忙着一笔一划地写着“亭前垂柳珍重待春
风”的字样，我把九九消寒图铺在小饭桌上，下面
用宣纸作衬垫，根据字体的轮廓用毛笔书写，笔画
沉稳端正，墨迹遒劲浑厚，一气呵成。我和妈妈共
画了六幅九九消寒图，家里六口人一人一幅。在
那个严寒的冬至，每一笔深情用心，每一画精工巧
手，或欣赏，或调侃，即其乐融融，展示出了人生对
美好生活的追寻和向往。

冬至还承载人们对长辈的礼敬，其礼敬的习
俗称为“履长”。《太平御览》引崔浩《妇仪》说：“近
古妇人，常以冬至日上履袜于舅姑，践长至之义
也。”这是履长风俗最早的形式，表示为长辈添
寿。献履袜的风俗在魏晋时期尤其盛行，才高八
斗的诗人曹植写有《冬至献袜颂表》，其中都是“迎
福践长”一类的语词，所取的也是吉祥平安之意。
到了清代，顾䘵《清嘉录》卷十一说：“至日为冬至

朝。士大夫家，拜贺尊长，又交相出谒。细民男
女，亦必更鲜衣似相揖，谓之‘拜冬’。”徐士宏《吴
中竹技词》说：“相传冬至大如年，贺节纷纷衣帽
鲜，毕竟勾吴风俗美，家家幼小拜尊前。”可见当时
人们对尊拜礼仪的重视程度。

今又逢冬至，我带上孩子们乘车去老家祭
祖。像往常一样，为祖先的墓除草、培土、烧香、祭
拜。特别是站在父母的坟前，心中感慨无限。想
想父母出生在解放前，因家境贫穷没有上过一天
学，解放后靠扫盲识字班学习识字，斗大的字也识
不了几筐，就是靠勤劳的双手，起早歇晚，把我们
兄妹四人养大成人，并先后为我们兄弟三娶妻，为
女儿出嫁，才有了后来以及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何
等的不容易。我深知对不起父母的养育之恩，亏
欠二老的深情厚意。特别是在那个社会贫困，物
资匮乏的年代，父母承担着养活我们的义务，受尽
人间的艰难和困苦，坚守信念，奋力拼搏，一步一
步拉扯着我们度过了灾荒年。我依然还清晰地记
得，在我很小的一个农忙季节的傍晚，月亮已经升
起来了，我独自一人站在村口，等待收工回家的妈
妈，当我看见母亲的脸上浮现出慈爱的笑容，全然
没有一点疲惫的样子。我还记得母亲用她那沾满
泥土的双手，把我从地上抱了起来，并用她那沾满
灰尘和汗水的脸，贴到我的脸上，那时的我还不知
什么叫幸福和感动。只知道好开心，好踏实。既
不用自己走路却又可以借助妈妈的高度看到远
处，仿佛自己一下子长高了。心里除了开心还是
开心，这样的开心就像种子，洒在我的心里，一直
到今天，沉淀着一种感动和感恩。每一次站在父
母的坟前，我的泪水会像潮水一样涌出，久久不能
停息，对父母亲的大恩大德永远铭刻在心里。

我在默默追寻着，隐隐约约中，一股淡淡的清
流悄悄地、缓缓地流进心田，在我心间蔓延开来。
这又是什么？是莫名的感动，亦或是满满的幸福！
也许，无论是淡淡的冬至，还是默默的人间，这世
间，都少不了对父母大人深深的爱。即便是路边最
不起眼的野菊花，也依然默默地守住，一小片天地，
静静地绽放着，淡淡地释放自己独一无二的美丽。

是的，冬至平淡而自然，清雅而素净，洁净而
纯粹，似一股淡淡的清流，滋润心扉。让我们记住
这个美丽的季节，用心去感受它的魅力，用爱去拥
抱它的温暖，让温暖的情谊在心中流淌。（作者系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书画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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