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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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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景山水》齐白石 国画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
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
雪雪冬小大寒。”二十四节气首
尾相接、周而复始。大寒是二十
四节气的最后一个节气，春归已
有期。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组成部分。日月盈昃，辰宿
列张。二十四节气是阴阳合历
的充分体现，是中国先民的伟大
创造，在国际气象学界，二十四
节气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
明”。在中国，“气候”一词就来
自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古人
用其指导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
并于2016年成功申遗。申遗时，
其全称为“二十四节气——中国
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
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
二十四节气不仅是指导农耕的
历法，更是传达着人与自然宇宙
之间独特的时间观念，反映中华
民族悠久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积
淀，由此产生丰富的科学知识、
诗词歌赋、历史传说、节令习俗。

二 十 四 节 气 蕴 含 哲 学 思
想。在几千年的传承中，二十四
节气已发展成天人合一的哲学
思想体系，引导人们看待天地万
物、应对人生百态，教会人们用
自然节律调节身心，与自然和谐
共处。国人在二十四节气的时
间体系里庆祝、团聚、分别，书
写、诗咏、作画，修炼生命、感时
悟生，寻找文化乡愁和精神家
园。浸润在二十四节气的文化
时空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文
化认同感不断增强。

二十四节气还蕴含中国人
在天人合一理念下的生命养成
逻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人随四季节令的变化调适身心，
与时进退，从容面对；也将喜怒
哀乐藏在一年年循环往复的节
气里。“气之动物，物之感人”“遵
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
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
古人无数的创作以生命书写时
间，用诗文升华节气，让365天的
每一个日子都不再平凡。

二十四节气契合可持续发
展理念。二十四节气体现了中
国人敬畏自然、遵守自然法则、
追求“天、地、人”和谐合一的和
合之境。现代社会日新月异，尤
其是科技的发展，为人类生活带

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为地球可
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带来诸多
问题。人们对自然缺乏敬畏，其
实是切断了人类与宇宙联系的
通路。读懂二十四节气，可警醒
人们不要忽视环境，忽视时序，
忽视自然法则，避免向大自然索
求无度。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从历
史深处延绵至今的文化时空，宏
大又细微。它就像是打开中国
传统文化之门的钥匙，当你拥有
了这把钥匙，很多习焉不察或百
思不解的文化现象和历史情节
将深得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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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候”：昭示着新生，等待春天

大寒三候：一候鸡始乳。大寒节气时可以孵化小鸡，小鸡破
壳而出，昭示着新的生命力；二候征鸟厉疾。冰天雪地的大寒时
节，鹰隼之类的掠食者也常常忍饥挨饿，于是在空中盘旋，一旦
发现猎物就迅猛地俯冲、捕食，人们感觉此时征鸟之凶悍，异于
往常；三候水泽腹坚。立冬之时的冰冻只在最浅表，如同冰冻在
皮肤，而大寒之时的冰冻是在最深处，如同冰冻入腹。腹有坚冰
气自寒，“水泽腹坚”是更具底蕴的寒冷。坚硬的冰面下，涓涓细
流在等待着春天的来临。

大寒花信风为“一候瑞香，二候兰花，三候山矾”。瑞香花不
在颜色而在香气，古人云：“牡丹花国色天香，瑞香花金边最良。”
兰花是中国传统名花，历来被人们视作高洁、典雅的象征，与梅
花、竹、菊花一起被人们称为“花中四君子”。被赞曰：“兰之香，
幽香清远，盖一国”，故有“国香”的别称。人们爱兰、养兰、咏兰、
画兰的传统千古流传。山矾属植物，自古以来就有被作为观赏
植物的先例，花开极香。

习俗：备年迎新，暖胃暖心

有句民谚说：“过了大寒，又是一年。”赶年集、备年货、写春
联、置新衣、腌腊肉、除旧饰等，是大寒时节的主要民俗活动，一
切围绕着迎接农历新年。吃特色美食是不可或缺的特色习俗。

“消寒糕”就是大寒时节的美食，属于年糕的一种，以糯米为材
料。糯米能够补养人体正气，有温散风寒、润肺健脾胃的功效，
而且人们选择在“大寒”这天吃年糕，寓意吉祥如意、年年平安、
步步高升。

买“岁”。古时大寒时节人们争相购买芝麻秸，寓
意“芝麻开花节节高”，这也使得大寒驱寒迎祥的节
日意味更加浓厚。

大寒节气吃糯米在民间很流行。在老北京的
习俗中，大寒这天，一家人分吃年糕，既带着吉祥
味，又能驱散人身上的寒意，所以称为“消寒糕”。

煲鸡汤。大寒已是农历四九，传统的“一
九一只鸡”的食俗仍被推崇，南京人多选择老

母鸡单炖，或添加参须、枸杞、黑木耳等合
炖，大寒里喝上一碗营养汤，暖胃暖心。

书画：万毫齐力写生机

1929年元旦，齐白石作《雪景山水》刊
登在《湖社月刊》“雪景专号”上，这是其山
水画的精品。该画采用借地为雪的方法，
仅用飞白的线条勾勒山石和枯树的大致
轮廓，然后以淡墨加赭石烘染，让人感受
到凛冽寒气。画面的前景绘一持杖独行
的老人，鲜红的头巾在冰天雪地中格外吸
引视线，展现出执着前行的顽强意志和
生命精神。

兰花为大寒二候的花信风。吴昌
硕的《写兰》，富金石气，不媚不俗。其
以篆法入画，不过分强调用笔的提按对

比，以中锋行笔，裹气而行。其行笔速度
较快，用墨干湿交替，以枯笔飞白形成高古

朴拙、雄肆苍茫的气象，呈现吴昌硕迥别前贤、
独有千古的艺术表现力。

董寿平以擅画梅花而名扬宇
内，所绘作品被誉为“董梅”。他笔下
的梅花线条骨力强劲，浓淡有致，干
湿合度，富有层次，充分表现出梅

花的洁雅馨香，傲雪英姿。
篆刻《大寒》由中国书协副主席、篆

刻家王丹创作，其作品多次在全国篆刻大
展中获奖。他的陶瓷印别开生面、开创新

风。在创作《大寒》时，篆刻家
心中充溢着春天即将来临
的欣喜之情，对大寒阳
气 上 升 的 感 知 甚 为 敏
锐，并将个人情怀融入家
国情怀。这幅作品立意
高远——新的节气生发、
新的生命孕育，就像人们

正奔向欣欣向荣、充满希望
的春天。印章白文朱地、刚

中寓柔、底色温暖，风格古朴生
动，寓有照见万象之意。

书法《大寒》由多次载誉兰亭奖的书
法家刘宏卫书写。其书风化古融今，呈现天人

合一的审美追求和艺术境界。作者对诗句“明朝换新
律，梅柳待阳春”颇为共情，更感光阴易逝，今日当惜，遂以

草书写大字“大寒”，附以中小字书诗歌内容，提笔墨行处万毫
齐力，线条充满生命意识，使时节的寒意消融在温润、平和的气
韵中。

《梅花》（局部）
董寿平
国画

《大寒》王丹 陶瓷印

《写兰》吴昌硕 国画

《大寒》刘宏卫 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