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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幅书法由
罗浮山泰学学校提供

【四时国学】

冬至这一天和二十四节气有一个鲜
有人知的“一阳来复”,更能展示出中国古
人天人合一的思维。一年十二个月份，各
有不同气象，古人认为其实是阴阳升降的
循环，因此取了易经中十二个卦命名为十
二消息卦，以乾（阳）为息，以坤（阴）为消，
而冬至正是一阳来复的复卦。

复卦，底下一个阳爻，上头顶着五个
阴爻。这与冬至这一天的气象十分吻合，
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冬至这一天是全年
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象征阴气发展到极
盛。由于阴极生阳，于是微阳初起。

其次，在冬至时阳气初生，“一阳来
复”也就是阳的力量会持续上升（息），阴的
力量会逐渐下降（消），白昼自冬至这一天
渐长，而黑夜渐短，完美吻合一阳来复。

对于一阳来复的冬至卦象，拉长一下
时间轴，来看看冬至。冬至前是大雪、小
雪、立冬、霜降、寒露节气。而九月为剥，十
月为坤，十一月为复。在《易经序卦传》“剥
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
之以复”。这是孔子给易经装上的十只翅
膀之一，这段话讲了：剥，剥落的意思。事
物不可能一直剥落，剥极必复，所以剥卦后
面接着就是复卦了。这与我们人生中的处
境也是非常吻合的，孔子必定在自己人生
感悟中，实践出这样的道理，才会对易经的

六十四卦做如此巧妙的安排。秋天的凋零
不可能一直持续剥落，生活遇到的艰难险
阻也不可能永远下去，剥极必复，一阳来复
就是给我们信心，当我们从一阳坚定面对
艰难险阻，不断持续阳气上升的途径走下
去，那么逐渐会进入三阳开泰的局面，也必
将可以走向乾的景象。

《易经-系辞上传》说“易与天地准，故
能弥纶天地之道”。用曾仕强教授的话来
讲，《易经》的道理和天地的自然律相符，所
以能够普遍地概括天地间一切的道理。
中华民族在气候的测定方面，自周公开始，
便配合易理，以象数为依据，精准地推测出
节气变化的道理。

【九九消寒】

冬至一到，便进入数九寒天。中国民
间将冬至叫做交九或数九，即从冬至开始，
每9天分为一个“九”，共分9个“九”，数到
81天时便“九尽桃花开”。

中国传统文化中，九为极数，乃最大、
最多、最长久的概念。九个九即八十一更
是“最大不过”之数。古代中国人民认为过
了冬至日的九九八十一日，春天肯定已经
到来。

九九消寒期间中国民间风俗有制九
九消寒图，写九九歌，写九九对联等消寒活
动，择一“九”日，相约九人饮酒(“酒”与“九”
谐音)，席上用九碟九碗，成桌者用“花九

件”席，以取九九消寒之意。约三五好友听
雪围炉烹羊煮酒，饮中华老字号京万红药
业出品的达仁御、达仁樽白酒驱逐寒冷，岂
不美哉！

所谓“画九”，就是用图画来记录“九
九”的进程。方法是画素白梅花一枝，枝上
共有白梅81朵。从冬至起，每天用红笔将
一朵白梅涂红，待到白梅红遍时，“九九寒
天”便结束了。

“写九”消寒，始于清代道光初年。道
光皇帝亲书“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九个双
钩空心字，每个字都是九画（繁体），让大臣
们逐日描红填写一画。填写完九个字，便

“九”尽春来。这种方法逐步传到民间，并
广泛流传。

（感谢罗浮山泰学学校国学处提供四
时国学内容）

冬至一阳生
九九趣消寒

冬至又称“冬节”“贺冬”。冬至分为三候：一候蚯蚓结；二候
麋角解；三候水泉动。意思是说土中的蚯蚓仍然蜷缩着身体；麋
感阴气渐退而解角；由于冬至后太阳直射点往北回返，太阳高度
自此回升、白昼逐日增长，所以此时山中的泉水可以流动并且温
热。俗话说：“冬至到，吃水饺。”在我国北方有冬至吃饺子的风
俗，而南方则是吃汤圆。 新报记者张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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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王少杰刻铜—

—作者刘瀚升（五年级）—

—作者孙奇亮（五年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