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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匆匆不待我，斗转星移冬至始。
首见于西汉《淮南子·天文训》的二十四节
气，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从事农耕经
验的结晶。它集黎庶之智慧，享永恒之垂
爱。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以最简短最通
俗的内涵，亘古不变地支撑着中华民族的
文化星空与文明领地，引领国人深情地呵
护追随自然，深刻地感悟珍惜生命。

当太阳黄经达270度，与月亮的黄经正
好相等时，节气的第二十二个篇章——冬
至，便欣然翻开。这一刻，太阳直射点运动
到南回归线，北半球得到的阳光最少；旋即
太阳直射位置向北半球缓缓移动，白昼渐
长，又一个回归年起始。

寒气日盛，岁华将暮。对国人而言，冬
至不仅是一个节气，还是一个重要的节
日。从周朝起，就有春分日坛祭日、夏至地
坛祭地、秋分月坛祭月、冬至天坛祭天的习
俗。俗话说“冬至大如年。”除祭祀外，这一
天还有多种纪念活动，如归家团圆、吃馄
饨、吃汤圆等。

冬至莅临，即进入数九天，这是一年中
最寒冷的时期，古语有“冷在三九”之说。
尤其是我国北方地区，朔风凛冽，雪花漫
舞；天寒地坼，滴水成冰。此时，寒冷的节
气中嵌入一个“九”字，人们在屈指默念中，
与凛冽肃杀博弈；在冰天雪地中，耐心等待
严寒磨去棱角，静候春风喜悦登场。

古人写过不少冬至的诗词。因诗人所
处时代和境遇不同，好多诗充满了哀怨凄
楚。

杜甫的冬至诗因多在困顿时所作，所
以情感难免有些忧愁。他在夔州漂泊时，
迎来了冬至。他想，冬至过后就离春天不
远了，于是写下了《小至》：“天时人事日相
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刺绣五纹添弱线，吹
葭六琯动浮灰。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
寒欲放梅。云物不殊乡国异，教儿且覆掌
中杯。”

虽然内心不畅，但对春天还是满怀憧
憬。他写了刺绣添线、葭管飞灰、岸边的柳
和山上的梅，这一切都充满希望，蕴意生
机。虽然他此刻因漂泊异乡而悲从中来，
但却并不全然消极，他让儿子添酒一饮而
尽，享受此刻的闲暇生活。尤其是“天时人
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成为后人传诵
的佳句。

南宋才女朱淑真写有《冬至日》：“黄钟
应律好风催，阴伏阳升淑气回。葵影便移
长至日，梅花先趁小寒开。八神表日占和
岁，六管飞葭动细灰。 已有岸旁迎腊柳，参
差又欲领春来。”

和杜甫不一样的，是朱淑真在这天的
情绪并不那么低落，她一直在写冬至日该
有的景象，更多表露的情感是对万物即将
复苏的期待。从诗中可以看出，她这个冬
至过得还不错。

这首诗和杜甫的《小至》有相似之处，
都写到了柳、梅等意象，还有“六管飞葭动
细灰”的描述。这是古人为了预测时令变
化的做法，将芦苇薄膜烧制成灰，放入代表
十二个月的十二乐律玉管内，当每月节气
到来时，对应的律管里的灰就会自动飞出。

白居易在《邯郸冬至夜思家》中写道：“邯
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
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他的这个冬至也过得不怎么样。此
时，在外做官的白居易想家了。阖家团圆
是冬至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天，朝廷会放
假，百姓们更是热热闹闹地逛街、团聚、互
致祝贺。而白居易却闷闷不乐地夜宿在邯
郸驿舍中，抱着双膝坐在灯前，那场面，简
直是孤单寂寞寒冷啊，真是有点小可怜！

天地生物怀，否极泰来骎。时间如白
驹过隙。告别了春生夏长秋实的繁忙，凛
冽的冬至拖着年的尾巴蹒跚走来，以深沉
安详之个性，将阴极之至，阳气始生，物极
必反的哲学道理阐释得儒雅而厚重。

冬至阳来复，草木渐滋阴。南北迥异
的地理位置，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气候特
征。当北国百草枯零、万物归寂时，南方却
春意盎然，草木香动。而呼啸的北风，刺骨
的冷韵，含蓄的堆云，洁白的雪花，吸引了
不少南方人的眼神。他们千里迢迢北上，
为的是一睹“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的
辽阔与淡雅，把光华的圣洁注入绿色的心
灵。

冬至一阳生，天时转日长。数九寒天，
从冬至始焉。此时，地面储存的总热量达
到最低点，也是一年中白昼最短、夜晚最长
的一天。农谚道：“过个冬，长一针。”形象
的比喻，说明冬至过后，白昼逐渐增长；而

“冬至后十天，阳历过大年”，则是对新的一
年的期盼和祝福。

埃土泉黄蚯蚓结，遇阳感阴麋角解。
终南温泉通时令，慢热渐出御飞雪。冬至
有三候：

一候蚯蚓结。蚯蚓是生长于泥土中，
雌雄同体、阴曲阳伸的无脊椎动物，是忠实
的地下工作者。它们对温度格外敏感，从
不出头露面，只默默通过取食、消化、排泄、
分泌和掘穴，在黑暗中耕耘、疏松、肥沃属
于自己的一方领地。

二候麋角解。麋鹿，又称四不像，属阴

兽也。马脸、鹿角、牛蹄、驴尾，栖息水边，
角朝后生，与鹿同科。麋以犄角著称，参差
错落，有一种特殊之美感。每年冬至节气，
阳渐生，头角始脱落。

三候水泉动。水声冰下咽，沙路雪中
平。料峭寒风中，地表封冻严酷，但一到阴
阳转换的关键节气，地底甘洌泉水即感阳
气回升，便涌动着“泉眼无声惜细流”的潺
潺生机。

山河壮丽，烟火旖旎。节气是人类最
忠实的朋友，也是众生的精神向导。春风
骀荡，欣欣然抚摸春的妩媚；夏阳炽烈，乐
乐乎拥抱夏的烂漫；秋田静美，悠悠兮品尝
秋的丰腴；冬气凛冽，奕奕哉领教冬的骨
气。随着季节的轮回，五彩斑斓的柴米油
盐，会将平常的生活煎炒得有滋有味。剪
一段流年的时光，握着一路相随的暖，把最
平淡的日子梳理成诗意的风景。

冬至启示人们，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也即是光明要来临的时刻。幸福人生不是
未经黑暗，而是至暗过后的光芒四射。人
生一世，风霜雨雪都要经历，即使一时挫
顿，背负伤痕，也应挺直腰身，怀揣希望，特
立前行。“逝去的从容逝去，重来的依旧重
来，在沧桑的枝叶间，择取一朵明媚，簪进
岁月肌理，许它疼痛又甜蜜。”

清阳上天，浊阴归地。冬至肇始，四时
是也。岁月，来时脚步很轻，却惊醒了时
光。众里寻她，蓦然回首，春天正在匆匆赶
路。

在呼和浩特，人们最常吃、最喜
欢吃的菜是大烩菜。“大烩菜”顾名
思义，是一种用“烩制”方法做出的
菜肴，和东北的“猪肉炖粉条”、北京
的“乱炖”有所相似。所以叫“大烩
菜”，因为它体现了一个“大”字，所
有的肉类、各种蔬菜和土特产都能
入菜，颇有“大度能容”的肚量。

如果说呼和浩特地区，尤其是
农村许多人不会炒菜的话，那么大
烩菜则是城乡各地大多数人都会做
的一道大众菜，而且由于用料的不
同，每家每户做出的大烩菜各具特
色，风味各异。

大烩菜制作简单，最普通的大
烩菜是烩素菜，即将植物油或猪油
放入锅中，烧热后，将切成滚刀块的
土豆、萝卜、倭瓜或葫芦放入锅中翻
炒，加入葱、花椒、鲜姜、酱油和盐，
再加入适量的水煮到半熟时，将粗
粉条、豆腐、白菜放在上面，以水覆
盖为度，添水把菜淹好，加锅盖小火
焖一会儿，待熟后用铁铲上下翻动，
让各种蔬菜充分混合一起，起锅前
加入味精，喷香可口的素烩菜就做
好了。

再好一些的大烩菜是肉烩菜，
煮制方面也复杂一点，要加入烧猪
肉，土豆和豆腐也要先用油炸过之

后再入锅。白菜可用新鲜白菜也可
用酸白菜，另外根据个人喜好，可加
入口蘑、黄花、木耳、香菇及各种时
令蔬菜，最好加些肉汤或老汤，用文
火慢炖，这样做出来的大烩菜味道
更香。

传统大烩菜最讲究的是要配有
油炸糕。油炸糕是用胡麻油炸成的
黄米粘糕，黄米粘糕色泽金黄，外脆
里粘，口感筋软，馅是甜豆馅，其形
状如大饺子。农村里的人习惯将黄
米粘糕和大烩菜烩在一起吃，城里
人则喜欢就着大烩菜吃。

油炸糕与“高”谐音，有“步步登
高”“年年高升”之意。因此，呼和浩
特地区的人们春节有家家吃油炸糕
的习俗。就是平时人们操办红白事
宴时，都要以吃油炸糕图吉利，尤其
是乔迁之喜必要吃糕，而且有“搬家
不吃糕，一年搬三遭”的讲究。

近年来，内蒙古河套地区的大
烩菜也在呼和浩特流行起来。其做
法是将带皮五花猪肉切成方块，酸
白菜切成丝，土豆切成滚刀块，豆腐
切成方片。先将猪肉块放入热锅中
翻炒，加入葱、姜、蒜、花椒粉、姜面等
佐料，猪肉变色后加入土豆块翻炒，
然后加适量水，煮开后加入酸白菜
丝，待土豆煮熟后放入豆腐和宽粉

条，继续煮至土豆绵软和豆腐、粉条
入了味，用铁勺将土豆捣成泥状，并
与酸菜、豆腐和粉条来回搅拌均匀后
就可出锅。河套大烩菜的特点是汤
油入菜，绵软无汁，适宜老年人食用。

大烩菜是民间传统菜肴，如今
很多饭店在大烩菜的基础上进行精
工细做，推出了精制大烩菜，有称

“什锦大烩菜”的，也有叫“豪华大烩
菜”的。其主要原料除了猪肉、土
豆、粉条、豆腐、白菜以外，又加上了
老汤鸡肉、各种海鲜、猪肉丸子、羊
肉丸子以及四季时鲜蔬菜，如茄子、
豆角、鲜蘑、倭瓜、木耳、黄花等，冬
季还可以加上干豆角丝、干倭瓜条、
干黄花菜等。这种高档大烩菜的烹
制方法和调料更为细致讲究，往往
是饭店宴席的压轴大菜或招牌菜。

大烩菜之所以在呼和浩特地区
久盛不衰，一是因为经济实惠，做起
来简单方便；二是由于北方冬季较
长，气候寒冷，大烩菜热热乎乎吃起
来舒服，不容易得胃病；三是大烩菜
不腻口，荤素搭配，还可以根据不同
季节和个人爱好，随意调整和变换
肉食和菜品的花样，从而满足了人
们的各种口味和饮食习惯。另外大
烩菜采取分餐吃用的方法，也比较
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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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山上树草丰茂，遮天蔽
日，绿荫缤纷；沟底泉水叮咚，溪流
潺潺，盛夏之季，漫步山坡沟底，那
股清新、芬芳的温润气息，让你顿
感神清气爽。林间河边，鸟语花
香，山野烂漫，多种野兽时隐时现，
追逐嬉戏，使你真切感受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景象。此番美景，不
是桃源，胜似桃源。这就是摇铃沟
生态旅游区的真实写照。

摇铃沟生态旅游区位于内蒙
古清水河县韭菜庄乡政府北 0.3
公里处，距清水河县城 25 公里，
摇铃沟是自然形成的一条狭长沟
壑区，面积约五万多亩。是黄土
高原中保存完好的一座绿色宝
库。里面有名山秀园一样各种令
人赏心悦目的自然景观：古树宝
塔、笔架生辉、溪流瀑布，还有漫
山遍野的野玫瑰，攀藤挂枝的串
串野果。

清水河部分乡镇的地下水资
源是极其匮乏的，但在摇铃沟里，
山山有林，沟沟有水，数十条湍流
不息的水流叮叮咚咚地从沟底流
出，汇集到摇铃沟后流向清水河石
峡口水库。如果盛夏之季，炽热难
当，投进摇铃沟凉爽的怀抱，那股
清新、芬芳温润的气息，让人感觉
神情气朗，漫步在绿树清流、鸟语
花香的林荫道上感悟自然与生命
的和谐，那份惬意真是难以用语言
表达。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的气
候条件，使这里的植被资源丰富，
还是十多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的
乐园。

摇铃沟生态旅游区曾是韭菜
庄乡的生态重点治理区，在各级党
政领导班子的精心指导下，对摇铃
沟流域的沟坡、山头进行整体绿化
规划，为了节省购苗经费，专门成
立了造林专业队，采取大会战与常
年专业造林队相结合的方式，在摇
铃沟专设了育苗基地，移土造田，
改河垫地，刮土整畦，开始培育树
苗，经过刻苦钻研，先后培育了樟

子松、落叶松、云杉、杏树、果树、沙
棘、柠条、柳树等多种乔灌木的苗
种，不仅解决了摇铃沟树苗的不
足，还给乡其他造林工地解决了苗
木的供应，为全乡财政节省了大量
资金，推动了全乡植树造林工作的
全面开展。在延续造林的基础上，
如今的摇铃沟已成为绿色的海洋，
松树，犹如自然界中的艺术家，用
它独特的笔触描绘着生命的韵
律。那挺拔的树干，似坚强的脊
梁，支撑起一个生机盎然的绿色家
园；沙棘的树干粗壮，树冠开张，枝
叶茂密，像威武雄壮的战士，其他
树种也都茁壮成长，枝繁叶茂。

春夏秋季，摇铃沟郁郁苍苍，
翻波滚碧。天然林与人工林簇拥，
灌木与乔木缠抱，魁梧健壮的白杨
树、白桦树、垂柳树，葱葱茏茏，直
通云霄。那盘根错节的山榆树，拦
岩抱壁，参差披拂，油松、落叶松漫
山遍野，苍翠欲滴，千树万树的梨
花、杏花也充盈期间，白的似雪、红
的似火，璀璨烂漫，格外艳丽。假
如你来旅游观赏，从不同角度去取
景品味，可比画家笔下的山水要丰
富多彩，奇丽妖艳，诗意味浓。

摇铃沟是清水河县首个呼和
浩特市市级自然保护区；是一个以
山地森林、灌丛等多种生态系统、
珍稀野生动植物为主要保护对象
和集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宣传
教育、生态旅游和可持续利用的综
合性自然保护区；是黄土高原区保
存完好的一座绿色宝库。保护区
内天然生物资源繁多，初步调查显
示，区内有植物种类 400多种，野
生动物 62种，植被类型多样，栖息
的野生动物丰富。山上树草丰茂，
遮天蔽日，绿荫缤纷。

站在护林防火的瞭望塔顶端，
有时能看到野兔、野鸡、野猪、狍
子、黄羊、梅花鹿、狐狸、狼、獾子、
黄鼠、石鸡、半翅、乌鸦、喜鹊、黄
莺、鹧鸪、啄木鸟、画眉鸟、麻雀等
几十种飞禽走兽，时而飞翔走动，

时而驻足觅食，时而歇息乘凉。野
兔子活泼可爱，在它机灵的眼睛
中，能看到满溢着奔放乐趣的天
真烂漫；野鸡披着一身翠绿柔软
的羽毛，神采奕奕地显示着娇媚
艳丽；野猪常常把这茂密的森林
作为栖息地，尽情地享受着大自
然的美丽……

摇铃沟每个山坡的树木间都
夹杂着多种野草，更为珍稀的药用
植物有：黄芩、苦丁茶、秦九、黄芪、
甘草、沙棘、木耳、当归、党参、麻
黄、地椒、知母、冬花、远志、蒲公
英、薄荷、枸杞、百合、益母、哈利、
追风草、血竭草、艾蒿、山扁豆、山
药、知母、柴胡等上百种。是中医
大夫旅游和研究中药的理想去处，
不仅能观赏大自然的美丽神奇，同
时享受着春夏秋季舒适凉爽、避暑
养神、心旷神怡的优雅。是游客们
开阔视野、陶冶情操、考究各种植
物标本的吉祥宝地。

走进这茂密的森林，如同绿色
的海洋，浩瀚无垠。阳光透过密
密麻麻的树叶，洒下斑驳的光影，
仿佛是自然的交响乐在演奏。一
片片丛林落叶，如同一只只疲倦
的蝴蝶，悄然落下，给大地铺上了
一层厚厚的金黄色海绵地毯，踩
上去像在海绵垫上享受快乐。飞
禽的自由飞翔，昆虫的杂声欢唱，
爬行动物树上树下悄悄地窜访，
都在程度不同地施展才华，发挥
特长，让人领略着自然与动物的
默契成长。

摇铃沟自然保护区山上山下
全是绿叶茂密的树林，你若整天在
树林里来回漫步，从树叶稀疏的地
方望去，远近的山坡上是绿的海
洋，像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绿洲，沿
南北方向的护林水泥路两旁，树木
千奇百怪，姿态各异，折射出特有
的矫健和傲气，山清水秀、林木蔚
然，为大自然增添了多姿多彩的画
卷，让人陶醉。美丽的摇铃沟，真
是游人向往的地方。

提起陈希亮的名字，很多人未必知
道，但一提起北宋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
河图》，恐怕不知道的人会很少。《清明上
河图》中横跨汴水、美如彩虹的汴梁桥就
是陈希亮设计的。

北宋仁宗时期，在包拯“包青天”的盛
名之下，朝廷中其实还有一位来自四川眉
州的“陈青天”。为了有别于“黑脸包公”，
老百姓就送陈希亮一个别称——“白脸包
公”。大文豪苏轼平生很少为他人作行
状，但在陈希亮去世十四年后，苏轼担心
他的事迹随着时光流逝而被逐渐湮没，便
为陈希亮撰写了一篇《陈公弼传》。

陈 希 亮 是 苏 轼 的 四 川 老 乡 ，字 公
弼。唐朝末年，为躲避黄巢起义引发的
战乱，其祖上举家迁往四川。其实，陈希
亮不只是位造桥专家，他的主业是为
官。他一生政绩卓然，曾任长沙知县、房
州知州、开封府判官、凤翔知府、太常少
卿等职，是北宋著名的能臣良吏，深受百
姓爱戴。

陈希亮的宦海生涯是从担任长沙知
县开始的。他刚一到任就摊上了棘手大
事。恶霸和尚海印勾结权贵，为非作歹，
民怨沸腾。陈希亮不畏强权，果断惩治
了海印，解了老百姓的心头之恨。后来，
他在开封、房山任职时刚正不阿、心系百
姓，赢得朝野一致赞誉。年老后，他数次
上奏朝廷，请求降职或告老还乡，但宋仁
宗惜才不允，调任他到西北重镇凤翔任
知府。那时，他已是一位年近六旬的老
人。

陈希亮上任伊始，正值荒年，但凤翔
国库存粮充足。陈希亮断然决定开仓将 12万石粮食
全部借给老百姓，以解民众燃眉之急。粮官担心粮食
借出去收不回来，会被朝廷问责。陈希亮以身担保之
后，粮官才答应开仓。当年，粮食大丰收，百姓的借粮
全部还清。

也是在那一年的夏天，于阗国使者经过凤翔。大
队人马浩浩荡荡进入凤翔城，随从恣意闯入街市，抢
粮劫物，老百姓敢怒不敢言。陈希亮发现此情况后，
立即命令教练使持兵符相告：“入吾境，有秋毫不如
法，吾且斩若！”命令一发，那些扰民者纷纷投案。陈
希亮按大宋律令一一处置，铁腕执法，凤翔的老百姓
齐声叫好。

陈希亮官职不高，名气却不小。他为官之严是出
了名的，连苏轼也惧怕他三分。苏轼二十一岁中进
士，并得到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之后又一路
高歌，名冠天下。恃才傲物，意气风发的苏轼出仕第
一站就在凤翔。虽是京官派驻，但仍属幕职，协助知
府处理日常事务。苏轼的第一任顶头上司叫宋选。
宋知府为人宽厚和善，与苏轼相处甚欢。苏轼的第二
任领导即是陈希亮。他们同为四川人，陈苏两家数代
世交，两人年龄相差近四十岁。陈希亮进士出身，说
话斩钉截铁，做事雷厉风行，对属下要求严格，不留情
面，生活中也不苟言笑。苏轼每次起草的文稿，陈希
亮都要反复退回让他修改。这让性格豪阔、不拘小

节、才情外露、以写一手锦绣文章著称的
青年苏轼感到很是不爽。陈希亮手下一
些官吏，因钦佩苏轼的才华和性情，私下
称苏轼为“苏贤良”。没想到这件小事被
陈希亮知道后勃然大怒，并用刑杖责打那
些吏员。苏轼自然很难堪，也越发郁郁寡
欢。他不参加府宴，中元节也不过知府厅
堂。陈希亮抓住苏轼这一点，上奏朝廷，
苏轼被罚铜八斤。

一个是政治强人，一个是性情中人，
陈希亮与苏轼的隔阂日渐加深。不久，陈
希亮想在府衙后院建一座观景台，命名凌
虚台，以登高望远，并特别叮嘱让苏轼作
碑记。苏轼终于等来了机会，在文中好好
讥讽了陈知府一回，如“物之废兴成毁，不
可得而知也”“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
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这篇文
章就是传世之作《凌虚台记》。谁知陈希
亮看完碑记后，表现出了惊人的大度。他
不仅对苏轼这篇奇文只字未改，还命人即
刻立碑勒石，以壮其盛。苏轼大感意外，
羞愧难当。其实，陈希亮如此对待苏轼，
完全是君子对君子的情谊，是长辈对晚辈
的良苦用心。他觉得苏轼年轻气盛，势必
对以后成大器不利，所以，就有意挫一挫
苏轼的傲气。后来，苏轼终于自省了：“年
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
色，已而悔之。”两个人的关系融洽了，苏
轼还与陈希亮的儿子陈慥成了要好的朋
友，友谊持续了一生。

宋英宗即位后，陈希亮奉调京城开
封，任太常少卿，不久因辛劳过度去世，享
年 64岁。宋英宗追封其为工部侍郎。陈

希亮的遗作有《陈希亮文集》十卷、《制器尚象论》等。
陈希亮任凤翔知府虽短，但政绩卓著，路有颂

声。《宋史》有如此评价：“其良吏与。”
苏轼毕生宦海沉浮，阅人无数，著作丰硕，但仅写

过七篇墓志铭。除了为名满天下的司马光写的墓志
铭外，他为陈希亮写的墓志铭的字数是最长的。由此
不难看出，陈希亮这个“安民、利民”的倔老头在大文
豪苏轼心目中的位置。他们在凤翔的往事也传为美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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