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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冬，是二十四节气中第十九个节

气，冬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建始也；

冬，终也，万物收藏也。”立冬时节，水始

冰、寒风劲，草木凋零、蛰虫休眠，万物

活动趋向休止。

立冬与立春、立夏、立秋合称“四

立”，在中国老百姓心中尤为重要，各

地庆祝活动非常丰富。“迎冬”，是古人

为 迎 接 冬 天 的 到 来 而 举 行 的 祭 礼 之

一。《吕氏春秋·孟冬》有记载，立冬之

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

北郊。在民间，人们立冬而息，准备时

令佳品，祭祀祖先，感谢天恩，既祈求

来年风调雨顺，也犒劳自己一年的辛

苦劳作。

时值立冬，民间亦有“拜冬”的习俗，

人们换上新衣，走亲访友，庆贺往来，一

如年节。许多地方会在立冬当天举行拜

师活动，学子们带着酒食点心登门拜望

老师，老师则在庭房挂孔子像，学子们

集体行跪拜礼。

“立冬补冬，补嘴空。”立冬起天渐

寒，是进补的好时节。北方人在立冬这

天要吃饺子，认为立冬是秋冬季节之

交，“交子之时”的饺子一定要吃，俗话

说“立冬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

管”。在南方，浙江绍兴人则在立冬日

酿制黄酒，冬季水体清冽、气温低，可有

效抑制杂菌繁育，确保发酵顺利进行，

形成良好的风味。从立冬开始投料发酵

到来年立春，在这段时间内酿制的黄

酒，被称为“冬酿”。

立冬一过，北方日照短，气温低，大

地开始封冻，农林作物进入了越冬期，

农民利用农闲兴修农田水利设施。南方

则有“立冬种麦正当时”的农谚，此时天

气晴朗无风，暖如小阳春，农民在田间

辛勤劳作，忙着抢种晚茬儿冬麦。

北风潜入悄无声，未品浓秋已立

冬。立冬过后，寒风往复、秋光老尽，古

人顺应季节之变，信守“养藏”的智慧，

只待日出而作，避寒就暖保阳气，在生

机潜伏、万物蛰藏之时韬光养晦、颐养

情志。

现在供暖的设施有暖气、空调、电热

毯、煤火炉等，在我国古代，古人也发明过

许多御寒的方式和器物，有一些取暖方式

直至现在仍有沿用，体现出古人高度的制

作技艺和智慧。让我们从一些古代诗词

中，看一看这些形形色色的取暖“神器”吧。

煤
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利用煤炭

来做饭及取暖的国家。在古代，古人将煤

炭称之为“燃石”，寓意为可燃烧的石头。

相传在上古时期，炎帝已经开始使用燃

石。明代著名爱国将领于谦有一首诗《咏

煤炭》：“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

深。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

把煤喻之为在地下开采出来的“乌金”。

火盆
将迎阳艳作好春，政要火盆生暖热

火盆是农耕时代最普遍的御寒用具，

用泥或铁、铜制作，内中置盛干草、秸秆或

是牛粪等炭火，燃烧取暖，并可烧烤食

物。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火盆，是在辽宁

省本溪满族自治县赵甸子遗址出土，用青

铜制作，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南宋

诗人范成大在《腊月村田乐府·烧火盆行》

中写道：“春前五日初更后，排门然火如晴

昼……将迎阳艳作好春，政要火盆生暖

热”，描述的是在腊月二十五日夜初更时

分，江南水乡家家户户在门前燃烧火盆，

阖家围坐于暖烘烘的火盆旁，迎接来岁春

天的过节习俗。

火炉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古人制作火盆

的方法不断改进，从火盆演进到火炉。但

这种火炉不同于近代的火炉，它没有烟

道，实际上是把火盆制作得更加精致、规

整和多样。白居易在《问刘十九》中写道：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

能饮一杯无？”说的是在暮雪欲落的时候，

约朋友来一起用红泥火炉温酒御寒。而

在皇宫里，还有一种被称为“暖炉”的大型

火炉。暖炉一般为铜质，也有用瓷器做

的，做工精致华美，白居易也有一首描写

暖炉的诗：“暖阁春初入，温炉兴稍阑。晚

风犹冷在，夜火且留看。”诗中的“温炉”就

是皇帝在暖阁中用来御寒的火炉。

手炉
松灰笼暖袖先知，银叶香飘篆一丝

手炉是古代常用的冬日取暖之物，多

为铜制，也有银、铁、瓷制，有方、圆二式，

里面放置火炭或尚有余热的灶灰，可以捧

在手上，小型的可笼进袖内，所以又名“袖

炉”。古代记述手炉的诗词很多，如宋代

无名氏写有《玉手炉花》：“习习东风二月

馀，此花宜近玉庭除。美人云鬓不宜插，

献与观音作手炉。”明代诗人张泰在《初寒

曲》写道：“薰炉试手龙媒温，半床衾被愁

黄昏。”清代学者张劭《手炉》诗曰：“松灰

笼暖袖先知，银叶香飘篆一丝。”这些都道

出了手炉的取暖和熏香的功用。

汤婆子
尺三汗脚君休笑，曾踏靴霜待漏来

汤婆子是用锡或铜制成的一种扁瓶

子，上方开口可灌热水，临睡前放入被窝

中用来焐脚，有点像现在的暖水袋，可以

通宵达旦不冷，因而被人称为“脚婆”或

“暖足瓶”。北宋诗人黄庭坚在《戏咏暖足

瓶二首》中有“千金买脚婆，夜夜睡天明”

的诗句。南宋诗人范成大有首诗《戏赠脚

婆》：“日满东窗照被堆，宿窗犹自暖如煨；

尺三汗脚君休笑，曾踏靴霜待漏来。”自叙

他过去冬天睡觉犹如两脚踏霜，冷得整夜

难眠，而有了“汤婆子”相伴，脚暖得都出

汗了，早晨日上三竿还赖在床上，不想掀

开暖暖的被窝起来。

火炕
土炕潜阳九地回，寒谷凝阴一时散

在古代，火炕是我国北方地区普遍使

用的取暖设备。明代诗人童冀时有“燕

城居人十万家，家家烧煤胜烧炭。土炕

潜阳九地回，寒谷凝阴一时散”的诗句，

金代文学家赵秉文在《夜卧煖炕》中写

道：“地炕规玲珑，火穴通深幽。长舒两

脚睡，暖律初回邹。门前三尺雪，鼻息方

齁齁。”诗中生动描述了火炕的形状，以

及在门外雪深三尺的寒夜里，人们安卧

在暖烘烘的火炕上，悠然自得熟睡的景

象。现在，我国一些地方仍有使用火炕的

习惯。 （来源：学习强国）

“君子不器”出自《论语·为

政》，子曰：“君子不器。”器指的是

器皿，这句话直译是君子不能像

器皿一样。

器是会意字，字形四边有四

个“口”，中间为“犬”。《说文解字》

释意：“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

四个口表示一众器物的口，为了

保管这些器物，祖先安排了一只

犬来看守。组合起来的会意，就

是器皿、器具。

“器乃凡器统称”，即不同质

地 、不 同 用 途 的 器 具 都 统 称 为

“器”。器指代的工具，各有其用，

但一种器具往往只限于一定的属

性或功能，比如食器用来吃饭、酒

器用来喝酒，等等。“君子不器”即

是说，君子不能像器具那样，只具

有 一 种 性 质 、只 限 于 一 定 的 用

途。朱熹对此注曰：“器者，各适

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

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

一艺而已。”

《论语集解》曰：“器者各周其

用，至于君子，无所不施。”先贤们

认为，君子成德，通晓大道理法的

本原，便可以此为指导，适用于各

种场景，在各个方面均能够发挥

作用、施展才能。这样就不会像

某种器具一样，只具备某方面单

一的才干技艺，只能在某个地方

发挥功用，失之狭隘。

君子是古人心目中具有理想

人格的人。君子不器，强调了在

为政之时应当具备的一种行为品

德。为政尤其忌讳“僵化”，如果

一个人思想僵化，那么行为一定

机械、刻板，这样就容易被一种环

境、一种事务所限制束缚，只能僵

化地做事情，不能够灵活地开展

工作。人与器的区别，就在于人

具有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灵活

地去创造，才能实现修齐治平的

理想。

《周易》云：“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君子处世，应效法上

天运转不息之象，不囿于时，发奋

图强，永不停止。

实现奋斗的目标，就要有与

时俱进的态度与方法。不能满足

于已有的知识，而应该不断学习，

积极获取新知；不能自限于原有

的本领，而应该主动更新自己的

能力，与时偕行；不能局限于陈

规，固步自封，而应该勇于创新，

永远乐于去探求真理。

我国近代科学家、“三钱”之一

的钱伟长堪称传奇。他本是学文

科出身的，却成了中国力学之父。

他曾以中文历史双百的成绩考入

清华，却在“九一八”事变后毅然转

到物理系。要知道，在之前的录取

考试中，他的物理只考了5分。弃

文从理，矢志救国，只是因为“我觉

得国家需要的，我都干”。

“器”是有形的、固定的，容器

的形状固定，容量也有限。从这

个角度上来说，君子应以江海的

气度去包纳百川，以宽广的胸怀

去包容万象。正如《论语·里仁》

篇中孔子所言：“君子之于天下

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无适无莫，指做事不固执、不偏

向。君子对于天下一切有益的事

物，都是按照合宜的原则去做。

君子不器，是不断奋进、追求

超越的过程。在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的学习修炼中解放思想、开

阔境界、扩大气象。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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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农事活动进入

尾声，农夫不再那么匆忙辛苦，有了更多

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在讲究耕读传家

的古代中国，冬季是读书的好时节。

《礼记》中曾提到贵族子弟一年四季

的教学安排，春季学习口诵《诗》，夏季学

习用弦乐器伴奏朗诵《诗》，两者的区别

在于有无音乐的伴奏。要知道《诗》不仅

是令人陶醉的文学作品，在春秋时代，更

在士大夫日常交流时必不可少，在各种

场合都可以引用《诗》中的句子表达自己

的意思。秋季则学习礼仪，冬季读《书》。

什么时节读什么书，古人也颇有讲

究，一种流行的说法是“读经宜冬，其神

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

其致别也；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四

季有春夏秋冬，四部有经史子集，一一对

应，体现的是中国人天人合一、顺应天时

的观念。

近来，又有人选出二十四种古代经

典与二十四节气一一对应，虽是一家之

言，却也有可观处，我们不妨看一例：立

冬读《徐霞客游记》，“管他休养收藏日，

朝游碧海暮苍梧”。冬季随着气候转寒，

适合待在家中，但徐霞客不问寒暑，壮游

的步履未停，他去到了许多人未至的地

方，领略了许多壮美的风景，这些都一一

写在了他的游记中。

古人冬季读书，常提到寒冷给其造

成的困难及克服此困难的意志。明初大

家宋濂有一篇《送东阳马生序》，序是一

种有强烈社交属性的文体，很多撰序之

人敷衍了事以还人情债，但这篇宋濂赠

给在太学读书的同乡马君则的序情真

意切，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他“用心

于学”。

宋濂幼时家贫无书读，为了读书只

能向别人借阅手抄，“天大寒，砚冰坚，手

指不可屈伸”，但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因

为借书时约定了还书的时间，他不能迟

还，正因为他总能及时还书，所以别人愿

意借书给他，宋濂由此遍观群书，打下了

学问的基础。

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为了在学问

上更精进，宋濂“从乡之先达，执经叩

问”。但这问学之旅并不轻松，他常背着

行囊，行走在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

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双脚已冷

到没有知觉，竟未发觉脚上开裂。回到

家中，四肢僵硬到不能动弹，家人用热水

缓缓冲脚，才渐渐恢复了知觉。

明代还有一个叫张溥的读书人，《明

史·文苑列传》中有他的简短传记，他读

书有个习惯，虽然明朝的印刷书籍已十

分普遍，各种品类的印刷书籍都能在书

肆中找到，但他还是喜欢手抄，而且不止

抄一遍，“钞已，朗诵一过，即焚之；又钞，

如是者六七始已”。由于经年累月的抄

书，张溥右手握笔处磨出了茧子，冬天手

开裂，也须一日用热水烫手多次，后来他

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七录斋”。

古人冬天读书不易，但寂寞中能与

书中人物遨游，苦中能寻到乐处。宋代

读书人翁森有一组《四时读书乐》，描写

冬读之乐的一首如此写道：“木落水尽千

崖枯，迥然吾亦见真吾。坐对韦编灯动

壁，高歌夜半雪压庐。地炉茶鼎烹活火，

一清足称读书者。读书之乐何处寻，数

点梅花天地心。”

好一个“数点梅花天地心”，一下子

就点出了冬读的境界。其实冬天读什么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读书的方法，陆游有

一首《冬夜读书示子聿》：“古人学问无遗

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

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要读有字之书，

也要读大地之书，去见识这大地上栖息

的众生。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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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蓄能积势
孕育未来古人是如何取暖的

冬天的雅称

三
冬

在古代的时候，人们会将农

历十月称为孟冬，十一月称为仲

冬，十二月称为季冬，这三个月代

表的是冬季，所以将这三个月称

为“三冬”。

严
冬

因为冬天的天气特别严冷，

而“严”有着“程度深”的意思，也

就是说冬天寒冷的程度特别深，

所以称冬天为“严冬”。

九
冬

冬季三个月有九十天，所以

叫“九冬”。

清
冬

冬 天 的 世 界 万 物 萧 瑟 ，一

片寂静，天地间呈现出一片清

寒的景象，所以冬天也被称作

为“清冬”。

玄
冬

玄有“黑”的意思，在古代，四

个方位指的是四个季节之位，而

北方是冬季的位置，是黑色的，所

以称冬天为“玄冬”。

严
节

这个称呼来源于梁任石的

《赠徐征君》“何以表相思，贞松擅

擅严节”。

穷
冬

因为冬季是一年中的最后一

个季节，所以有着完、尽的意思，

故称为穷冬。

北
陆

最开始的时候指的是冬季的

太阳方位，后再经过发展，北陆被

用来代指冬天。

玄
阴

出自《尔雅·释天》“冬为玄

阴”，所以冬天称为玄阴。

岁
馀

古代的人在读书方面有着三

馀的说法，人们认为冬天的读书

效果比较好，所以冬天也被称为

岁馀。

传统文化知多少

君
子
不
器

成语故事

▲插画 立冬 沈天宇（平庄煤业六家矿）

（本版除注明来源外均由编辑根据资料整理）

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读诸
集宜春，其机畅也。

插画插画 取暖取暖 冯靖隆冯靖隆（（准能集团准能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