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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见乡味

廿四节气

每年公历 12 月 7 日左

右，太阳到达黄经 255 度时，

即为“大雪”节气。《月令七十

二候集解》说：“大雪，十一月

节，至此而雪盛也。”

古人把这个节气命名为

“大雪”，是因为“雪”是寒冷的

产物，代表寒雨天气，这节气

的特点是气温显著下降、下雨

或下雪。“大雪”名称是个比

喻，反映的是这个节气期间气

候变化，寒流活跃气温下降、

降水增多，并不是表示这个节

气期间下很大的雪。但是大雪

节气之后，天气会越来越冷，

下雪的可能性大增。因此，进

入“大雪”节气，预示着雪将由

小到大，降雪天数和降雪量比

小雪节气增多，特别是在强冷

空气前沿、冷暖空气交汇的地

区，雪会下得很大，范围也更

广。

中国古代将大雪分为三

候：“一候鹖鴠不鸣；二候虎

始交；三候荔挺出。”是说此

时因天气寒冷，寒号鸟也不

再鸣叫了；此时是阴气最盛

时期，所谓盛极而衰，阳气已

有所萌动，老虎开始有求偶

行为；“荔挺”为兰草的一种，

感到阳气的萌动而抽出新

芽。

大雪时节，中国大部分

地区已进入冬季，最低温度

都降到了 0℃或以下，在强

冷空气前沿冷暖空气交锋的

地区，会降大雪，甚至暴雪。

在中国民间有一句俗语：

“小雪不见雪，大雪满天飞”。

意思是说，如果在小雪节气

期间没有下雪，那么到了大

雪时节，会出现雪花纷飞，漫

天飞舞的现象。气象专家介

绍，在这句俗语的背后，体现

了劳动人民的经验和智慧。

在小雪节气，太阳通常到达

黄经 240 度，这个时候冷空

气南下，气温开始下降，来自

西部利亚的寒潮和冷空气活

动比较频繁，一旦水分充足，

温度降低到一定程度，便会

形成降雪。但是小雪节气并

不一定会下雪，这样水分积

攒会延后到大雪节气，天气

进一步变冷，水分充足，便形

成了大雪满天飞。大雪节气，

太阳来到黄经 255 度，这个

时候气温下降比较明显，下

雪的概率远比小雪节气大得

多。

进入大雪节气后，寒冷

的空气会导致皮肤收缩，引

起表皮血液流通不畅，加上

身体细胞的脆弱性，不注意

保暖容易着凉、损伤身体，因

此，大雪节气时，市民可以穿

羽绒服、大衣帮助御寒，还要

注意风邪和寒邪的侵入，尤

其是头部和脚部。这是因为，

一些疾病的发生，与不注意

保暖有很大关系。

大雪节气，室内气候干

燥，新鲜蔬菜减少，会造成维

生素 B缺乏而诱发口角炎。因

此，冬季应多喝水，多吃水果

和蔬菜。在饮食上，适当多吃

大蒜、韭菜、辣椒、生姜、香菜、

洋葱、山药、桂圆、栗子及杏脯

等性属温热的食物，以便助于

御寒。同时，注意少吃肉食，多

吃蔬菜和温性水果，宜多喝

粥。

由于室内外干燥，空气

湿度很低，一定要多喝水。此

外，大雪节气，要注意保持情

绪的稳定、平和，起居和运

动有规律。冬季日短夜长，要

注意早卧迟起，不要熬夜，不

要过早起床晨炼，“必待日

光”。

（综合自新华社、央视、十

堰晚报等）

节气诗词：

古诗词中的“大雪”

大雪

〔宋〕陆游

大雪江南见未曾，今年方始是严凝。

巧穿帘罅如相觅，重压林梢欲不胜。

毡幄掷卢忘夜睡，金羁立马怯晨兴。

此生自笑功名晚，空想黄河彻底冰。

江雪

〔唐〕柳宗元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夜雪

〔唐〕白居易

已讶衾枕冷，复见窗户明。

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

大雪十一月节

〔唐〕元稹

积阴成大雪，看处乱霏霏。

玉管鸣寒夜，披书晓绛帷。

黄钟随气改，鴳鸟不鸣时。

何限苍生类，依依惜暮晖。

闽南人的一生
都离不开“它”

“鸡蛋脑袋，赛如核桃；绿

豆眼睛，远近能瞅；箭杆脖子，

一尺五大；五花硬盖，风雨不

透；白色肚囊，泥水不沤；鸭子

巴掌，分水两流。”小时候这首

经常吟唱的童谣，把龟形容得

十分生动有趣，每每看到乌龟，

就会勾起儿时的回忆。

在闽南地区，处处藏匿着

与龟有关的文化。在这里，乌龟

是长寿、财富、荣耀的象征，闽

南人对龟的崇拜虽然继承了中

原文化，但与众不同的是，闽南

人不仅将龟视为吉祥物，而且

是以食品、祭祀品、寿品、礼品、

收藏品等作为“福禄寿喜财”的

象征，形形色色的闽南崇龟文

化，体现了闽南民俗文化的独

特思想内涵和寓意。

闽南地区的崇龟习俗由来

已久，从出生到死亡都有龟的

陪伴。龟粿，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物品。逢闽南祭祖、祭神等大小

民俗节日，供桌上均少不了龟

粿，人们用龟粿敬神、祝寿、辟

邪等。

龟粿是闽南地区特有的民

俗祭祀品和民间小吃，龟粿印

模中所描刻的龟纹、寿字等吉

祥图案，象征着闽南百姓对美

好生活的祈求。龟粿的造型不

固定，随着时代的变迁，龟粿

的用途也多样化，而根据用途

不同，龟粿造型也更为丰富。

如：做寿，定制的龟粿就要印

上寿桃，再用红色粿搓成长条，

在龟粿背上摆出“寿”字；逢人

婚庆，定制的龟粿就要用红色

粿搓成长条，在龟粿背上摆出

“双喜”……

在闽南还有一种有趣的民

间活动———乞龟。犹记得，乞

龟是需要一定程序的。乞龟者

先向神明烧香敬拜，掷“珓

杯”，祈求天意。如果今年能乞

得寿龟，乞龟者明年将奉敬若

干规格更大的红龟粿。如果乞

的是小寿龟，则在敬拜后，可

当场分食。

除了乞龟，在闽南地区，

还有很多与龟有关的民间习

俗。例如，小孩满月时要做“满

月龟”；四个月时要在小孩头

上点红点，叫“点龟”，外婆家

还要给小孩送去龟粿；小孩周

岁时，家里要做“四脚龟”，外

婆家也要送来“四脚龟”，寓意

四脚齐全，小孩会走路了；之

后一直到小孩成年（16 岁），每

年的生日都要敬拜床母、七娘

妈等各路保护神，其仪式也必

须有龟粿。

过去卫生条件差，小儿夭

折是常有的事。显然，龟在闽南

地区被当成孩童保护神，伴随

其成长。

龟文化的受重视程度，并

不是闽南人迷信守旧，而是人

们向未来美好生活所播下的种

子，传达着民众对天地对神灵

的敬仰之情，它的每一个细节

都凝聚着历代老百姓智慧的结

晶。

（陈嫣兰郭雅霞来源：石狮

日报）

“福”文化

近日，以“福满四海 茶香世界”为主题的 2023 年（第四届）海丝茶文化论坛在武夷山市开幕。

近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驻华使节、国际友人、海外华侨华人、海内外茶界专家学者、茶企茶商、青

年网红代表等逾 200 人，齐聚万里茶道起点城市，叙茶缘，话茶事，谋茶业。

一部国茶史，半卷出福建。

在世界茶文化发展的历史画卷

中，几乎每一帧都飘着福茶的芬

芳。

其中不能不提的，是始于 17

世纪的“万里茶道”。这条长达

13000 多公里的国际商道，从武

夷山市武夷街道下梅村出发，横

跨亚欧大陆，直抵俄罗斯恰克图。

通过“万里茶道”以及海上贸易线

路，福建茶叶穿洋越海，开启了与

世界的对话，推动世界文明交流

互鉴。

“茶文化由中国发端，走向世

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原

主任连辑说，目前，全球有 60 多

个国家种茶，160 个国家的近 30

亿人口喝茶。来自中国的共性茶

文化，在世界各国延伸出了英国

下午茶、日本茶道、韩国茶礼、俄

罗斯甜茶、蒙古国奶茶、马来西亚

拉茶、新加坡肉骨茶等各具特色

的个性茶文化，形成了一体多元

的文化形态。这片神奇的叶子引

发海内外爱茶之人的共情。从中，

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文明交流互

鉴带来的茶文化多样性。

“丝绸之路”上福茶飘香

“如今，越来越多的福建茶企

走出国门，开拓国际市场。”澳中

企业家委员会主席陈壬认为，过

去，中国茶叶出口以原料茶为主，

如今要转向“品牌出口”，“茶企应

当通过品牌建设，不断提高茶叶

品牌在海外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变原料茶出口为成品茶出口，变

大宗货出口为高附加值产品出口，

让更多国际友人分享中国好茶”。

福建侨海资源优势明显，旅

居世界各地的闽籍侨胞近 1600

万人，分布在世界 188 个国家和

地区。2022 年，“中国传统制茶技

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其中包括福建的 6 个

非遗项目。

“为了讲好非遗故事，我们打

造‘清新福建下午茶’‘茶和天下’

等茶文化主题品牌活动，结合非

遗展演展示，与海内外爱茶人士

一道推广福茶及福茶文化。”福建

省文旅厅二级巡视员林丽永说，

这些活动已在马来西亚、美国、澳

大利亚等国家举办，并走进联合

国。

不断壮大福茶“朋友圈”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是当

之无愧的‘国潮’。”来自也门的传

播官马森，就读于华侨大学。他认

为，互联网时代出生的“Z世代”，

习惯了数字化生活方式。“国潮”

的振兴，可利用短视频、直播等全

新的传播媒介，通过全新的话语

体系，让茶文化真正走进全世界

年轻人群体。

事实上，网红们已逐渐成为

茶文化传播的重要推动力。

沈丹是武夷山本土大V。2018

年创业失败的她回到家乡，本想

借由短视频平台分享自己的乡居

生活，意外地收获了大批粉丝。

武夷红茶、武夷岩茶、福鼎寿眉、

松溪绿茶、漳平水仙……通过她的

镜头，这些地道好茶以及原产地

故事，走进了更多消费者的视野。

来自爱尔兰的福州西湖国际

学校副主任 Edward McKenna 则

认为，在国际上，许多年轻一代对

传统茶文化知之甚少。要扩大年

轻人的“朋友圈”，既要利用新的

传播手段，创作出更多优质的社

交媒体内容，还应当要充分理解

他们的消费偏好与习惯，加大产

品改革创新力度，丰富产品形态，

让传统茶文化与年轻人走得更

近。 （张辉 来源：福建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