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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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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里见精神》国画 高剑父

冬至，一个在天寒地冻中感
受春天的节气，具有特殊的自然
与人文内涵。

“冬至”之“至”，从北半球视
角看，太阳到达最南端，即白昼时
间最短、太阳的影子最长，此时阴
气达到极致，阳气初生。冬至诠
释的是两种自然现象：一种是太
阳的运动。另一种是阴阳二气的
变化，与阴气盛大到极致并行的
是阳气的回升，所以有“冬至一阳
生”说法，大雪时节萌生的微阳到
了冬至，生长为“一阳”，意味着天
地间阴阳二气的转化到了一个关
键的突破点。冬至后，太阳转头
一路向北，白昼日日渐长，阳气越
行越强，生命的活动也开始由衰
转盛、由静转动。以冬至为界点，
阴阳之气开始新的轮回，天地万
物开始新的生长。

古人云：“冬至节，春之先声
也。”北宋学者邵雍名诗《冬至
吟》将冬至的哲理进行浓缩：“冬
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
动处，万物未生时。玄酒味方
淡，大音声正希。”

“冬至子之半”是指冬至在
子月的中间。“天心无改移”的

“天心”指“天地之心”，是天地生
生不息，周而复始，不断生出力
量和希望的规律。“玄酒味方淡，
大音声正希”，意指冬至时一阳
刚动，万物还未开始生长，就像
淡味的玄酒尚未发酵，黄钟之音
尚未奏响。“大音”指十二律吕里
的声音，是最宏大响亮的乐音。

在严冬里看到春天，在困境

中看到希望，这其中蕴藏着中华
民族无穷的智慧。这智慧的获得
来自对天地之道的深刻体察。宇
宙本身充满了美，充满了仁爱，充
满了哲理和生命的力量。就像冬
至的天地间，万物被冰雪凝固，冬
至后迎来的是一年中最冷的小
寒、大寒，笼罩天地的肃杀阴寒之
气更加剧烈。生命需要具备更强
大的消散冬霾的力量，才能真正
迎来春的绽放。

冬至，阴盛之极而一阳生。
阳气的生长伴随着至寒的考验，
新一轮的阴阳相接本应惊天动
地，却来得低调内敛。四季之变
所蕴含的法则无声地告诉人们，
种种极致的煎熬是生命成长之
道，生命的筋骨在极寒的锻造下
强劲起来，壮大起来，振奋起来。
被冰雪洗礼过的精神，以一种新
生之态去迎接春的到来，这也是
生命最本真、最强大的存在。

所以说，冬至蕴含诸多宇宙
和人生的洞见，提醒人们见微知
著，睹始知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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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候”：表现阳气初生

我国古代将冬至分为“三候”：“一候蚯蚓结；二候麋角解；三
候水泉动。”传说蚯蚓是阴曲阳伸的生物，此时阳气虽已生长，但
阴气仍然十分强盛，土中的蚯蚓蜷缩着身体。麋与鹿同科，却阴
阳不同，古人认为麋的角朝后生，所以为阴，而冬至阳生，属阴的
麋感受到阳气的生发，开始掉角。由于冬至阳气初生，深埋地底
的水泉最先感知，开始涌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曰：“水者，天
一之阳所生，阳生而动。”

习俗：冬至大如年

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我国古人就用土圭观测出了
冬至日，成为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制订出的节气。周代时，正月相
当于现在公历的 11 月。汉武帝采用夏历后，将冬至和正月分
开，“冬至节”自汉代开始，流传至今，是中国农历重要节气，也是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之一。

古人赋予冬至格外隆重的意义，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
在古代，皇帝要在冬至日率领百官祭天迎日。《史记·封禅书》记
载：“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还要举行“贺冬”活动，
群臣向皇帝呈递贺表，官员之间互相祝贺。《帝京景物略》记载，
明代“十一月冬至日，百官贺冬毕，吉服三日，具红笺互拜，朱衣
交于衢，一如元旦”。

冬至也是历朝颁布新年历书的时候，《析津志辑佚》记载，元
代负责天文工作的太史院“以冬至日进历”，然后天子颁历，民间
才有第二年的新历书流通。历朝天文官员在冬至这天要登高台
观天象，记载云气的变化。在民间，从魏晋时期就开始盛行为老
人庆寿并扫墓祭祖。

与冬至盛大礼仪相伴的美食更是不可或缺，北方吃饺子，南方
吃汤圆。从汉代开始有吃羊肉的习俗，时至今日，山东、四川等地
在冬至节仍会给长辈送羊肉等礼品，家家喝羊肉汤，图个好兆头。
杭州以及我国很多地区有冬至吃年糕习俗，寓意一年更比一年高。

冬酿酒是苏州一代的冬至传统习俗。将酒与桂花一同酿
制，口味甜淡，满屋飘香。此酒只在每年冬至前酿造一次，老少
妇孺均能喝上两杯，全家其乐融融。

书画：敬畏自然，展现生机

清代画家张若霭所绘《二十四节气图》，以山水为承载，透过
古代大家独特的笔墨风格表现当令气候，或点缀应时的风俗活
动、动植物生态，呈现不同节气景物的变化。其中的《冬至》绘画
体现出“幽淡静逸、气韵清健”的意境。漫天白雪中映衬着人的
活动，画风清秀、儒雅、温馨，带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感。

雪是齐白石钟爱的绘画主题，有多个版本呈现不同的艺术表
达。《一白天下高》以白蓝褐为主调，展现冬的特质。白雪、山石、
树木、房屋、河面和谐布局，严冬中洋溢着自然界生机勃勃的气
息，非常贴近生活。其山水构图奇异不落旧蹊，富有创造精神。

高剑父作为岭南画派创始人，勇于继古开新，是中国现代美
术的先驱者。其国画《雪里见精神》笔墨洒脱不俗，意蕴独特。
大雪倾轧下的树木主干厚重而有力量，枝桠不屈地挺立，等待着
春的生机，展现顽强的意志和不息的生命力。

篆刻《冬至》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院长骆芃芃创作。骆
芃芃对二十四节气有深入研究。《冬至》为白文印，好似皑皑白
雪，意境美妙。“冬”字严整，“至”字右上留白，结字不俗，刻刀似
有节律，将冬的肃穆与美感交融呈现。篆刻家心怀对自然的敬
畏，赋予刻石春的生机。

书法《冬至》由多次载誉全国书法大展的书法家许彪书写。
其笔墨灵动畅达，又不失平和静气，贵在内蕴生机，与所书《冬
至》诗歌的美学、哲学内涵相统一，体现书法家对节气流转的认
识和天人合一的追求。

《一白天下高》国画 齐白石

《冬至》张若霭 清代

《冬至》书法 许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