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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腊八就是年

俗话说，“老太太您别烦，过
了腊八就是年”“吃了腊八饭，就
把年来办”。这些民谣就是说到
了腊八节，就拉开了过年的序
幕，年的气息越来越浓，人们紧
锣密鼓地开始办年货，街市上的
商号店铺开始忙碌起来了，筹备
春联、门神、炮仗、鸡鸭鱼肉以及
各类玩具等年货，商品琳琅满
目；婆娘们这时候也闲不住了，
购买布匹等原料，忙着做女红针
线活，做新鞋、裁新衣、缝新帽、
绣枕头，比试着谁的手艺强，把
家里人装扮一新；各家各户也开
始生豆芽、做豆腐，碾豆面、白
面，准备做糕点、蒸馒头、炸丸
子；一些民间组织开始筹备花会
灯展，排练舞龙耍狮、高跷旱船，
操办丰富多彩的春节文化活动。

民间的童谣也说明了办年
的紧张和欢快，“腊八，祭灶，新
年快到。闺女要花，小子要炮，
老妈妈吃着桂花糕，老头子戴着
新毡帽”“小孩子，你别馋，吃罢
腊八饭，马上糖瓜粘。盼到新
年，穿新衣吃好饭，还有人给压
岁钱”。尽管正值数九严寒、冰
天雪地，但是过年的欢乐之情
却是热情洋溢、红红火火，辛劳
了一年的人们满怀豪情，尽情
享受着收获后的喜悦，和谐温
馨、幸福美满的神情荡漾在每
个人的脸上。

祭祀与腊八粥

“凝寒迫清祀，有酒宴嘉
平。宿心何所道，藉此慰中情。”
南北朝时期史学家、文学家魏收
的《腊节》诗写出了寒凝大地、数
九隆冬时节，人们在桌上摆上
肉、酒以祭祀百神，感谢百神的
福佑，抒发久已宿居于心中的敬
神之情。古时的腊八节是祭祀
祖先和神灵、祈求丰收和吉祥的
节日，因相传这一天是佛教创始
人释迦牟尼在佛陀耶菩提下成
道并创立佛教的日子，又被称为
“佛成道节”。

《说文》记载：“冬至后三戌
日腊祭百神。”冬至后第三个戌
日是腊日。《荆楚岁时记》记载：
“其日，并以豚酒祭灶神。”腊八
节除祭祖敬神的活动外，人们还
要逐疫。这项活动来源于古代
的傩（古代驱鬼避疫的仪式）。
《礼记》云：“傩人所以逐厉鬼
也。”《吕氏春秋·季冬纪》注释
说：“今人腊前一日，击鼓驱疫谓
之逐除。”《荆楚岁时记》说：“十
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

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
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

清朝诗人李福在《腊八粥》
诗中说：“腊月八日粥，传自梵王
国。七宝美调和，五味香掺入。
用以供伊蒲，藉之作功德。僧民
多好事，踵事增华饰……”这首
诗详尽地描述了腊八粥的起源
和制作方法，同时还反映了旧时
荒政歉收、百姓饥饿和佛寺施粥
的情景，思想内容极为深刻。人
们在腊八这一天有喝腊八粥的
习俗，腊八粥又称“七宝五味
粥”。唐代以前有关腊八节的诗
文尚无喝腊八粥的文字，宋代的
诗文中开始出现腊八粥的记载，
如陆游在《十二月八日步至西
村》中写道：“腊月风和意已春，
时因散策过吾邻。草烟漠漠柴
门里，牛迹重重野水滨。多病所
须惟药物，差科未动是闲人。今
朝佛粥交相馈，更觉江村节物
新。”诗中说今天早晨喝了寺院
舍的粥，肚子不饿，心情渐好，觉
得我们这个江边小村草木渐萌，
有些新春的景象了呢。可见喝
腊八粥最早开始于宋代，已有一
千多年的历史。《梦粱录》载：
“此月八日，寺院谓之‘腊八’。
大刹等寺，俱设五味粥，名曰
‘腊八粥’；亦设红糟，以麸乳诸
果笋芋为之，供僧，或馈送檀
施、贵宅等家。”

在明清时期，不论是朝廷、
官府、寺院还是黎民百姓家都要
做腊八粥。明代的《永乐大典》
载：“是月八日，禅家谓之腊八
日，煮红糟粥以供佛饭僧。”后来
粥里又加入红小豆、糯米等米豆
及果实，使得腊八粥不但用料逐
渐增多而且制作亦越来越精
美。《帝京景物略》载：“是日，家
效庵寺，豆果杂米为粥，供而朝
食，曰腊八粥。”

民间喝腊八粥有很多的规
矩和习俗，腊八粥煮好后要用青
红丝和干果红糖在粥上摆出福
字、佛字，字的周围还用瓜子仁
摆放个圆，寓意福临祥至圆圆满
满，要先敬神祭祖。之后要赠送
亲友，一定要在中午之前送出
去。最后才是全家人食用。吃
剩的腊八粥，保存着吃了几天还
有剩下来的，却是好兆头，取其
“年年有余”之意。如果把粥送
给穷苦人吃，那更是为自己积
德。腊八粥在民间还有巫术的
作用。假如院子里种着花卉和
果树，也要在枝干上涂抹一些腊
八粥，相信来年多结果实。老舍
在《北京的春节》一文中写道：
“在腊八那天，人家里，寺观里，
都熬腊八粥。这种特制的粥是
祭祖祭神的，可是细一想，它倒
是农业社会的一种自傲的表
现。这种粥是用所有的各种的
米，各种的豆，与各种的干果
——杏仁、核桃仁、瓜子、荔枝

肉、莲子、花生米、葡萄干、菱角
米等熬成的。这不是粥，而是小
型的农业展览会。”老北京人过
腊八喝腊八粥的情景跃然纸上。

雍和宫的
腊八盛典

“腊八家家煮粥多，大臣特
派到雍和。圣慈亦是当今佛，进
奉熬成第二锅。”晚清诗人夏仁
虎在《腊八》诗中描写了雍和宫
腊八盛典的情景。

清廷历来重视雍和宫腊八
盛典，雍和宫内有一口直径为2
米、深1.5米的古铜大锅，重约4
吨，专用熬腊八粥。雍和宫原址
为明太监官房，康熙三十三年
（1694）始建，初为雍和宫亲王
府。雍正即位后，将其中的一半
改为黄教上院，另一半作为行
宫，后行宫为火所焚，遂于雍正
三年（1725）将上院改为行宫，称
“雍和宫”。雍正十三年，雍正帝
曾停灵于此。乾隆九年（1744），
雍和宫改作正式藏传佛教的寺
庙，并成为清政府掌管全国藏传
佛教事务的中心。据《雍和宫
志》记载，腊八盛典分熬粥、供
粥、献粥、舍粥四大环节。腊月
初一，皇宫总管内务府派司员带
领许多杂役人等，用马车把粥料
和干柴运到雍和宫。到初五晚
上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初六皇帝

派大臣会同内务府总管，率领三
品以上官员及民夫到庙里监督
称粮、运柴。初七清晨，皇帝派
来的监粥大臣下令生火，并一直
监视到初八凌晨六锅粥全部熬
好为止。这时皇帝派来的供粥
大臣率领司员开始在佛前供
粥。供粥时宫内灯火通明，袅袅
的烟雾中飘着粥的香味，鼓乐齐
奏，全体喇嘛上殿诵经。第一锅
要敬神敬佛敬祖先，第二锅才进
献皇帝及宫内，第三锅赏赐各亲
王府、郡王府等王公大臣和大喇
嘛，第四锅奉送给在京的文武官
员，第五锅分给雍和宫的众喇嘛
僧侣（不放奶油），第六锅舍济给
贫苦百姓，直到天亮以后舍粥完
毕，盛典方告结束。京城的老百
姓们为了喝上雍和宫的腊八粥，
天不明就来排队，为的就是在即
将到来的新年有个吉祥的开端。

据《旧京风俗志》载：皇家御
用的腊八粥原料品种繁多，有上
等奶油、小米、江米、羊肉丁和五
谷杂粮，有干果红枣、桂圆、核桃
仁、葡萄干、瓜子仁、青红丝等。
耗银甚巨，每年竟耗银达十万两，
每一锅粥用小米12石，杂粮、干
果各50公斤，干柴5000公斤。道
光帝有《腊八粥》诗云：“一阳初复
中大吕，谷粟为粥和豆煮。应时
献佛矢心虔，默祝金光济众普。
盈几馨香细细浮，堆盘果蔬纷纷
聚。共尝佳品达妙门，妙门色相
传莲炬。童稚饱腹庆升平，还向
街头击腊鼓。”可以想见，施散腊
八粥和皇家食用腊八粥必然是万
头攒动，人涌如潮。

吃了腊八冰
来年一年不肚疼

在北京，无论是皇宫官府，还
是民间百姓都有吃“腊八冰”的风
俗。据《帝京景物略》记载：“八日，
先期凿冰方尺，至日纳冰窖中，鉴
深二丈，冰以入则固之，封如阜。
内冰启冰，中涓为政。凡苹婆果入
春而市者，附藏焉。附乎冰者，启
之，如初摘于树，离乎冰，则化如
泥。其窖在安定门及崇文门外。”
这段文字记载了藏冰的过程。腊
八正值三九严寒，俗话说：“腊七腊
八，冻死寒鸦。”皇城内的南海、中
海、北海等湖泊内都结成了厚厚的
坚冰，皇宫里人员将这些冰运至景
山西门外的雪池冰窖等皇家冰窖
里储存起来，待暑天时，供皇宫及
皇族们消暑时享用。

老百姓进不了皇城内取冰，也
没有冰窖储存，就在腊八的前一两
天用陶瓷盆盛满冷开水，并放在院
中结成冰，待腊八这天早上磕出冰
块全家分食之，民间有“吃了腊八
冰，来年一年不肚疼”的说法。

腊八蒜与嫁闺女

民间有民谚说：“腊八粥、腊八
蒜，放账的送信儿，欠债的还钱。”
腊八蒜的“蒜”字和“算”字同音，做
生意的商号店铺要在春节到来之
前的腊月决算，算清一年来的收支
盈余和亏空，一般在腊八这天开始
盘点清算，该还钱的还钱，该收债
的收债，所以称腊八节为“腊八
算”。账房先生去收债时，带上一
坛用醋泡的“腊八蒜”送给欠债人，
不用明言欠债人就明白该还钱
了。一些无力偿还的小商小贩，用
蒜代替“算”字，回避这个算账的
“算”字，以示忌讳，图个欢欢喜喜
过个平安年、吉祥年。
“腊八腊八日子好，多少大姑改

大嫂。”这是流传在北京一带的民
谣。腊月初八是双月双日，为黄道
吉日，所以老百姓多选择这一天嫁
闺女、办喜事。这一天，北京城的大
街小巷里，处处张灯结彩，鞭炮齐
鸣，吹吹打打，唢呐声声，迎亲送亲
的队伍在欢快的人群中穿行，洋溢
着喜气洋洋的气氛。记载南京习俗
的《岁华忆语》一书中指出，过去南
京家境中等、下等的人家，都喜欢在
腊月办喜事，“岁事向暮，婚嫁最繁，
鼓乐彩舆，交错于道”，进入腊月后，
傧相、鼓乐手、厨师等和婚礼有关的
职业最为忙碌，其得到的报酬也是
平时的三倍。这就是谚语所云：“有
钱无钱，娶个新妇过年。”

周恩来：吃一顿饭三次增付费用
1973年，周恩来陪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浙江省杭州市，即

将离开的那天，周恩来说此次随行人员十分辛苦，要请大家去楼

外楼吃个饭。楼外楼饭店的员工听说总理要来，非常兴奋，个个

精心准备拿手菜，把面朝西湖的餐厅打扫得窗明几净。

中午，周恩来同随行人员来到了餐厅，他热情地与大家碰

杯，感谢他们圆满完成了这次接待任务，还向随行人员热情介绍

西湖醋鱼、油爆大虾、叫化鸡等特色菜，大家吃得兴高采烈。

饭宴结束时，周恩来吩咐随从的秘书去结账。省里同志忙

说：“不必总理付了，由我们地方报销吧！”周恩来听后，认真地

说：“今天我请客，当然我付钱喽！”饭店员工知道如果不收钱的

话，周总理一定会生气的，就只收了10元钱。

周恩来得知后马上说：“这许多菜，10元钱怎么够？一定要

按牌价收足。”饭店经理和厨师商量了一下，见总理如此坚持原

则，就又多收了5元钱。不料总理有些生气地说：“我请客吃饭，

也要和一般顾客一样付钱嘛！”最终，饭店又加收了5元。

本以为事情至此已经画上句号了，孰料一小时后，机场来电

话通知饭店，说总理临上飞机前又留下一些钱付饭费。饭店员

工手捧着总理留下的又一份补付饭费，既敬佩又感动。大家商

量了一下，决定还是听从总理按价收钱的吩咐，把当天午餐按照

牌价单算了一下，最后还认真给总理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并附

上清单和多余的钱，一起寄回了北京。

80天：造出当时最大的钢琴
1959年，人民大会堂竣工前，周恩来视察时看到万人大礼

堂的舞台上摆放着一台六尺半的三角钢琴，感到有点不相称，他

建议能否做一个与舞台比例相称的大钢琴。最后决定搞一台

15英尺的钢琴。钢琴属乐器之王，全部零件有8000多个，制造

过程与一个囯家的工业水平息息相关。一般情况下，制造一台

大型三角钢琴需要8—12个月，而这台钢琴必须要在9月29日

送到人民大会堂，留给工人的时间不足80天，只能边研究、边设

计、边制造，而且必须要一次成功。制作中碰到了几个大难题，

如何保证钢琴的外壳和键盘不变形，如何保证音板不开裂，如何

保证铁板能承重，如何保证钢琴的顶盖能轻巧自如地开启等难

题最终都一一破解。每当人民大会堂举行重要的外事活动时，

它都会奏响嘹亮而辉煌的乐章。

梁漱溟：看淡分数
梁漱溟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不仅

博学多才著作等身，在教育孩子方面也独树一帜。

梁培宽是梁漱溟的长子，深得梁的疼爱，在还没有到上学的

年龄，梁漱溟便每天坚持教梁培宽识字画画，对儿子的期望颇

高。有一次，上小学二年级的梁培宽从学校回来，手上拿着前一

天刚考的数学试卷。由于那段时间贪玩，满分100分的试卷，梁

培宽只考了58分，没有及格。回到家后，看到父亲站在门前，梁

培宽将拿着试卷的手一个劲地往背后藏。

梁漱溟发现后，微笑着示意儿子将试卷拿给自己看。梁培

宽明白父亲一向对自己的学习要求非常严格，估计他一定会大

发雷霆。虽然内心非常害怕，但梁培宽还是哆哆嗦嗦地将试卷

递给了父亲。出乎梁培宽的意料，父亲在拿过试卷后，只是仔细

地看了看他答错的是哪些题，最后便什么话也没有说，又微笑着

将试卷还给他，末了还亲昵地拍了拍他的脑袋，自始至终没有批

评他一句。不过，梁培宽心里还是不踏实，他想着父亲有可能过

一会儿再“收拾”自己，但一直等到晚上睡觉，父亲也未再提起他

考试成绩不及格的事情。

梁漱溟用行动引导儿子：“不及格是怎么造成的，你自己应

该最清楚，严厉的批评代表不了什么，只要你能找出解决问题的

办法，这是比分数更重要的事情。”从那之后，梁培宽将全部的心

思都用在了学习上，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长安：为何失去“国都”地位
长安（今西安）曾经是许多王朝关注的首善之区。据统计，

中国古代统一王朝、割据政权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共建立过

217处都城，其中立都时间最长的地方就是长安。

宋代以前，先后有十一个王朝、三位流亡皇帝和三位农民起

义领袖曾把都城建在这里，历时长达1077年，这在中国古代都

城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另一方面，长安作为国都，其规模之大，

在中国古代都城中也是少见的。盛唐时期的长安城更是首屈一

指，它的面积比隋唐洛阳城大1.8倍，比明代南京城大1.9倍，比

清代北京城大1.4倍。这说明，长安在周秦汉唐时期是最适宜建

都的地方。然而在唐末以后的千余年间，所有王朝都不再选择

长安一带作为国都。

究其原因，除经济因素外，战乱使关中地区遭受了巨大的创

伤。经过长期战乱，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树木植被大

量减少、水资源变得相当短缺，这些因素均加速了长安的衰落，

使其失去了作为一国都城的优势。

拾遗

诗词典籍中的腊八习俗
讷言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

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

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

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

五，做豆腐；二十六，去割肉；

二十七，宰年鸡；二十八，把

面发；二十九，蒸馒首；三十

晚上闹一宿，大年初一扭一

扭。”这首民谣形象地道出了

腊八节和过年的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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