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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日作为祭祀的节日始于先秦

腊日是祭祀的节日，在先秦时已
形成。秦惠文君十二年，位于西部的
秦国仿效中原地区风俗，第一次举行
了腊祭。

更早的时候，腊日并不固定在腊
月初八这一天，即古人所说的“腊有
常月而无常日”。汉朝将冬至后的第三
个戌日定为“腊日”。从历书上一查便
知第三个戌日是哪一天。以2015年来
说，冬至是农历十一月“壬申日”，冬
至后第一个戌日是农历十一月十四

“甲戌日”（2015年12月24日），第二
个戌日是农历十一月二十六“丙戌
日”（2016年1月5日），第三个戌日
是农历十二月初八“戊戌日”（2016年
1月 17日）。可见，第三个戌日即腊
日，正好在腊月初八这天。

第三个戌日是汉朝的规定，别的
朝代大多是根据各朝的五行属性来确
定的。南北朝时，南朝一度将腊日固
定在农历十二月初八；唐朝则是“以
大寒后辰日为腊”……

腊八曾被古人视为一年之始

由于是祭祀的日子，古人相当看
重腊日。在初八这一天，古人会举行
许多活动，如狩猎、游园等。那么，
中国人是怎么想起过腊日节的？这还
要从中国的历法说起。远古时，中国
人用的年历是“十月历”，而不是后来
的“十二月历”。

司马迁 《史记·天官书》 记载：
“凡候岁美恶，谨候岁始。岁始或冬至
日，产气始萌。腊明日，人众卒岁，

一会饮食，发阳气，故曰初岁。”这句
话的大概意思是，大凡占候年成的好
坏，一定要谨慎地占候一年的开始。
一年的开始，有的是冬至日，生气刚
刚萌发；有的是腊明日，人们过了一
年，聚在一起会餐，以引发阳气，所
以称为一年的开始。

《史记》 中的腊明日就是“十月
历”中的一月一日，即元日，也可称
为“正岁”“腊岁”，相当于现代农历
新年。正因古人有在腊明日过新年的
风俗，才有“人众卒岁，一会饮食”
的现象。

为什么后来过年不是放在腊明
日？司马迁给出的解释是，“正月旦，
王者岁首。”意思是新年放在十二月历
的正月初一，是帝王规定的。

远古时的腊日有五到六天是十月
历多出来的时间，平年为五天，闰年
为六天，不计在月内，故称为休废
日。腊日过后就是腊明日。这种腊日
年俗，到东汉时仍有遗留。

唐代腊八节热闹非凡

远古腊日新年期间，古人要举行
隆重的祭祀活动，称为“岁终大祭”。
在“十月历”被弃用后，腊日新年的
功能和概念也随之消失，但腊日这个
节日名字和内容却保留了下来，并被
移植到“十二月历”的腊日中来。

在唐代，从民间到宫廷都很在意
过腊日，并留下大量与腊日有关的诗
文。腊日由盛而衰的转折期是宋朝。
宋朝民间虽然仍有过腊日的风俗，但
经过唐朝崇佛之后，佛教已深入宋朝
人心，佛教主题的“腊八节”正式形
成概念并流行。在南宋时，人们已认

为“腊八节”是佛教节日。南宋吴自
牧《梦粱录》卷六“十二月”条中即
称：“此月八日，寺院谓之‘腊八’。”

由于腊日与腊八都在腊月，且日
子相隔很近，甚至重合，人们渐渐地
便把两节合并，祭祖、击鼓驱疫等过
去腊日的节日活动都被揉到了腊八节。

因为腊八节里的很多节日活动都
是过去的腊日活动，所以至今不少地
方仍称腊八节为腊日。

“腊八粥”一词最早出现于宋代

腊八节最主要的活动之一是煮
粥、喝粥，据说这与释迦牟尼成道的
经历有直接关系。相传，释迦牟尼在
成佛之前苦行修炼时一度饿昏倒地，
有一位好心的牧女把她所带的杂粮加
上采摘的野果煮成稀粥，喂他喝下。
释迦牟尼恢复了体力，在菩提树下静
坐悟道，在十二月初八这天得道成佛。

释迦牟尼成道日被定为佛教重要
的浴佛节。每到这天，僧人便要诵经
祭佛，并仿效牧女的做法，以米、豆
加果实煮粥，敬献佛祖。

最早的“腊八粥”一词就源于宋
朝的腊八节。《梦粱录》 卷六“十二
月”条记载：腊八这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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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梦粱录》所记来看，“腊八粥”这一
名词确实出自寺庙。但就粥本身来
看，与朝廷入腊日赐食的制度有关，
浴佛节煮粥与中国腊日煮粥，应该是
一种巧合。

其实，早在上古时，寒冬腊月已
有喝粥的风俗。《梦粱录》记载，在南
宋，腊月不止有初八的“腊八粥”，还
有二十五日的“人口粥”（也叫“口数
粥”）：“士庶家煮赤豆粥祀食神，名
曰‘人口粥’。”南宋文人范成大在
《村田乐府序》中对人口粥作过解释：
“二十五日，煮赤豆作糜，暮夜阖家同
飨，云能辟瘟气。虽远出未归者，亦
留贮口分，至襁褓小儿及僮仆皆预，
故名口数粥。”原来，古人喝粥还有避
瘟疫的考虑。

从中国各地的节日传说来看，在
腊月初八这一天喝粥源于佛教仅是一
家之言，至今民间都有不同的看法。
如“煮粥祭祀神农说”“祭祀八蜡神
说”“纪念岳飞说”“朱元璋忆苦说”

“懒夫妻坐吃山空说”，这些腊八节形
成的说法都与佛教没有多大关系。

腊八被视为古代的“慈善日”

古人熬制腊八粥一定会赶早，在
初八黎明前就要起火，有的人家在腊
月初七的晚上便开始煮制了，以保证
赶在初八天亮前将粥煮好，因为古人
迷信“喝腊八粥越早越好”的说法。

河北固安等地有一句腊八节谚
语，叫“谁家灶囱先冒烟，谁家高粱
先红尖”，传食粥早，则来年五谷收成
亦早。类似的说法在过去的陕西一带
也有，清乾隆《府谷县志》记载，今
陕西府谷县一带，“又农家五更起食，
谓早食兆来年早收。”

除喝腊八粥外，腊八节还有祈丰
产、辟邪、防瘟疫、占卜年景等很多
内容。特别是明清以后，腊八节已被
古人赋予了更高层次的含义，济贫、
施舍成了主题。因此，腊八节也被视
为古代的“慈善日”。寺院僧尼所煮的
腊八粥也称“佛粥”，佛粥一送施主，
二济穷人。施主在接到佛粥后，一般
还会回赠一些灯油钱或布施其他财
物，苏东坡所谓“今朝佛粥更相馈”，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出于“济穷”的目的，有些地方
的僧人在腊八节到来之前即开始化缘
募米。清乾隆《延庆县志》记载，北
京延庆，“僧人前期沿门募米，至是
日，作粥施舍穷人，与他处同。”很多
非信佛之家也会在腊八节馈粥施粥行
善。据民国《华阴县续志》，陕西华阴
一带，“好善者募敛米面，设粥通衢，
以施乞丐、行路之人。”清光绪《天津
府志》中则记载了天津在腊八这天的
善举：“以米、豆、枣、粟杂煮之，曰
腊八粥，兼饲贫。”

据《北京晚报》

古人过腊八节有哪些讲究古人过腊八节有哪些讲究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有喝热水的习

惯，可是，现代人随手可得的热水对
古人来说却是奢侈品。为什么会这样
呢？

在古时，木炭是烧火做饭的最佳
燃料，但不是每个人都用得起的。因
为其价格特别昂贵，一般只有皇宫、
官府及富贵人家才用得起。自古，宫
廷和官府衙门的用炭都有供炭制度作保
障。唐朝的“木炭使”、元朝的“柴炭
局”、明朝的“惜薪司”、清朝的“柴炭
处”等，均下辖柴炭厂、山林及专属的
樵夫，负责为宫廷和政府部门采办燃
料、制作木炭。而作为普通的老百姓，
他们绝对没有这样的待遇，要想用木炭
来烧火、做饭那是难上加难。

煤最早用于日常生活，大概是在
北宋时期的东京汴梁，当时称为“石
炭”。那个时期的煤由政府实施管控、
统一售卖。比如，宋徽宗时，“官卖石
炭增二十余场”，朝廷大获其利。这种
专卖政策，往往导致煤价高昂，一般
民众不可能使用。

木炭价格昂贵，煤炭又在政府的
管控当中，于是乎，老百姓想要烧开
水便成了一种奢望。宋真宗大中祥符
五年冬天，开封城“民间乏炭，其价
甚贵，每秤可及二百文”（“秤”是当
时的一种计量单位，十五斤为一秤。
可供参考的一个物价标准：大中祥符
元年，北宋襄、许、荆南、夔、峡等
地的麦子是12文一斗，大米是30文一
斗）。眼见，这寒冷的冬天，民众实在
熬不下去了，政府才将自己控制的煤
炭拿出来，以最低价投放市场。民众
蜂拥抢购，发生了踩踏至人死伤的惨
事，难得的低价煤成了踩踏事件的罪
魁祸首，由此可见，因为政府的管控
下，便宜煤是十分稀缺的。

既然普通民众烧不起炭，煤也买
不到，那就只能烧秸秆和杂草这些

“柴薪”了。遗憾的是，柴薪虽然是很
低端的烧火燃料，但缺少柴薪却是古
人生活的常态。比如，唐武宗时期，
日本僧人圆仁来到大唐，他看到，山
东一带的普通百姓，因为燃料匮乏，

“不曾煮羹吃，长年惟吃冷菜”，即使
来了极尊贵的客人，“便与空饼、冷
菜”，作为招待的佳肴。这些底层人，
热饭热菜都吃不上，自然别提烧开水
来喝了。正因为如此，缺柴少薪成为
历代文人哀咏的主题之一。唐代诗人
孟郊在《苦寒吟》中哀叹“敲石不得
火，壮阴夺正阳”；北宋诗人赵扩买不
起柴，只好“毁车充薪”，把家里的车
拆散了，用来生火做饭；南宋诗人韩
淲，“家贫无人去拾柴”，只好在寒冬
里咬紧牙关；元曲《朝天子·客况》
里记载，穷人家因为柴薪不够，只能
听凭冷雨寒风摧折……

宋元时期，情况稍微有些好转，
这个时期出现了独立运营的茶肆、茶
楼、茶坊，喝茶的风气逐渐渗入底层
社会。但普通人还是承担不起每日烧
开水煮茶的燃料成本，他们只能在特
别需要的情况下从茶贩手中买些茶水
来喝。

到了清代，“戒饮凉水以防坏腹”
的风俗，仍只存在于上层社会，大多
数的底层民众仍然喝凉水。当然，如
果水太脏，古人也会做一些适当的处
理，让生水稍微干净些。

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加强了
“喝开水有利人体健康”的宣传和推
广，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一再号
召“要反复教育群众喝开水和消毒过
的水，不喝生水”；由各级政府编纂的
《农村卫生院课本》也一致要求卫生员
应当积极宣传喝开水的好处，带动群
众养成喝开水的好习惯。至此，热开
水才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据《西安晚报》

古代平民喝不起热水？

腊八节是一个传统节日，其典故
大概有四：

远古神话里的腊八典故

远古时的高阳帝是一位泽被宇内、
功德盖世的帝王，有三个孩子，都爱喝
各种豆子熬成的饭食。在他任职期间，
黄河有一个水怪经常口吐黄水，冲毁良
田，危害百姓。高阳帝亲自出征，黄河
水怪被他打得落花流水。水怪怀恨在
心，于是便在腊月初八这天潜到高阳帝
家中，将他的三个孩子害死，高阳帝悲
痛欲绝。人们得知此事，便在这天用各
种豆子熬成粥饭，祭祀高阳帝的三个孩
子，后来便成为腊八节。

佛教里的腊八典故

据说古印度净饭王的儿子为了帮
助众生解脱痛苦折磨，便舍弃王位，
出家修道。他苦行多年，始终不能得
道，反而因为每日吃的东西太少而身
体虚弱不堪。就在他快撑不下去时，
一名牧女送给他乳糜食用。王子吃了
乳糜，心中信念再起，他坐在菩提树
下入定，终于在腊月初八这天开悟得
道成佛。这位王子便是佛教的创始人
释迦牟尼，每一年的这天，人们都会
祭拜他，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腊八节。

皇宫里的腊八典故

据说明朝开国
皇帝朱元璋未登基
以前，曾是一个小
兵。这年冬天，他

所在的部队打了败仗，朱元
璋逃了出来。又冷又饿的他
支撑不住，在腊月初八这天
饿倒在一家破茅草屋前。一
位乞讨的老婆婆将他救了起
来。老婆婆家里没有粮食，
不过有些刚乞讨来的饭菜，

她便把饭菜搁在锅里煮成粥喂食朱元
璋。多日未进食的朱元璋，闻着这粥
香甜无比，连喝了三大碗，这才顾得问
老婆婆是什么饭。老婆婆没有告诉他是
乞讨来的饭食，只是笑着说这是“腊八
粥”。后来朱元璋做了皇上，心中一直
感念老婆婆的恩德，便选在腊八这天大
摆筵席，还专门把老婆婆请到皇宫里
去，吩咐御膳房熬制腊八粥喝。

民间的腊八典故

据说晋代时期有夫妻二人，养育
了两个孩子。他们勤劳持家，家里屯
满了粮食，还在房前屋后种上许多枣
树。几年后，枣树上挂满了丰满圆润的
甜枣。眼看儿子一天天长大，夫妻两个
却同时染病不起。父母死后，兄弟俩看
家里粮食满仓，于是好吃懒做，几年光
景便坐吃山空。到了腊八这天，两个人
饿得难受，便爬进粮仓扫缝隙里的米粒
和枣树下的干瘪枣，掺在一起煮着吃，
兄弟两个都很后悔，发誓第二年好好过
日子。第二年，两个人开始种地经营枣
树，到了年底，他们收了许多粮食和大
枣。以后每年腊八这天，他们便将各种
粮食和大枣掺在一起，熬制饭食，用来
教育他们的子孙后代不要忘记这个教
训。 据《光明日报》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
年”。腊八节一到，意味着春节越来越
近了。在腊八节除了喝腊八粥、制作
腊八蒜，还有哪些习俗呢？

喝腊八粥 腊八粥的熬制在我国各
地也有所不同，大部分地区是以米、
豆、干果等为主，如：大米、小米、
红豆、花生、红枣、莲子、桂圆、葡
萄干等。而在我国南方部分地区会加
入腊肉和蔬菜等。人们一般在腊月初
七就开始做准备工作：淘米、捡豆
子、洗果脯。然后在腊月初八清晨，
大火煮、慢火炖，数小时后腊八粥才
能煮好。

吃腊八面 北方一些不产或少产大
米的地方不吃腊八粥，而是吃腊八
面。先用各种果蔬做成臊子，把面条
擀好，到腊月初八早晨全家吃腊八面。

吃麦仁饭 西宁腊八节并不喝粥，
而是吃麦仁饭。腊月初七晚上将新碾
的麦仁，与牛羊肉同煮，加上青盐、
姜皮、花椒等佐料，经一夜文火煮
粥，做成麦仁饭。

泡腊八蒜 泡腊八蒜是北方，尤其
是华北地区的一个习俗。腊八蒜即是
用醋泡的蒜，用紫皮蒜和米醋，把蒜
瓣的老皮去掉，浸入米醋中，装入小
坛封上口放到一个冷的地方，直到蒜
变成绿色。

做腊八豆腐 安徽黔县民间的习俗
是将自制豆腐晒干，可留到日后再
吃。具体制作过程

如下：用上等小黄豆做成豆腐，把豆
腐均匀抹上盐水，在温和的太阳下慢
慢烤晒而成。腊八豆腐平时用草绳悬
挂在通风处晾着，吃的时候摘取，一
般可晾放三个月不变质。

吃“煮五豆” 一些地方腊八节要
吃“煮五豆”，即用籽粒饱满的黄豆、
豌豆、绿豆、豇豆、蚕豆洗净泡水，
泡好后放入锅里，加几块红薯一起焖
煮，快煮好时撒一把苞谷糁儿，煮至
五豆开花即可。“煮五豆”预示新年生
活圆满、幸福，同时也祈求来年风调
雨顺、五谷丰登。

吃腊八冰 腊八节前一天，人们
一般用钢盆舀水结冰，等到了腊八节
就将冰脱盆，再把冰敲碎。据说吃了
腊八节的冰，以后一年都不会肚子
疼。

吃粘火勺 粘火勺又叫粘干粮、粘
火烧，是北方一些地区腊八节的特有
食品。粘火勺是以糯米粉为原料，再
添加一些大米粉中和黏性，揉成面
团，中间包上红豆沙馅，压成小厚
饼，上锅烙熟。烙好的粘火勺外皮酥
脆黏牙，内馅香甜软糯。腊八节天气
太冷，会冻掉下巴，需要吃一些黏性
食品把下巴黏住。

祭祀 祭祀的对象包括：先啬神神
农、司啬神后稷、农神田官之神、邮表
畦神、开路、划疆界之人、猫虎神、坊

神、水庸神、昆虫神等。
本报综合

习俗知多少 腊八节典故

春观夜樱，夏望繁星，秋赏满
月，冬会初雪，历来是古人四时赏心
乐事所在。无论是对窗观雪，还是踏
雪寻梅，亦或是煮雪烹茶，都给寻常
生活平添了无尽风雅趣味。

吟诗弄赋吟诗弄赋

雪落之时，远山素白，近水素
净，文人雅士面对此情此景，自然少
不了吟诗弄赋。东晋名士羊孚曾作四
言诗 《雪赞》，“资清以化，乘气以
霏；遇象能鲜，即洁成辉”，大臣桓胤
赞不绝口，手书于扇上。重臣谢安曾
于“寒雪日内集”，召集家族儿女“讲
论文艺”。言谈之间，“俄而雪骤”，谢
安手指漫天飞雪，问道“白雪纷纷何
所似”，侄子谢朗脱口而出，“撒盐空
中差可拟”，谢安侄女、才女谢道韫则
言，“未若柳絮因风起”。

谢道韫后来嫁与王羲之二子王凝
之为妻，她小叔即王羲之五子王徽之
亦有“雪夜访戴”之行。王徽之当时
居住在山阴（今浙江绍兴一带），“夜
大雪”，听见簌簌雪花飘落声，梦中苏
醒，让家仆打开屋门，“四望皎然”，
见白雪映月，皎洁无边，遂酌酒一
杯，吟起西晋左思《招隐诗》。诗云，

“杖策招隐士，荒涂横古今。岩穴无结
构，丘中有鸣琴。白雪停阴冈，丹葩
曜阳林”。王徽之沉吟良久，杯酒过
半，忽觉此夜此雪此酒此诗，需有人
共赏对饮同吟方为畅快，就想起好友
戴逵即戴安道。

戴逵居住在剡县（今浙江绍兴嵊
州一带），距离山阴将近200里。如今
开车一小时左右的距离，在古代却是山
高水长，更何况是雪夜赶路。可王徽之
不顾道阻且长，当夜便“乘小船就
之”。夜航一宿，方到戴逵门前。正欲
敲门，王徽之却“不前而返”，转头即
归。有人问其何故如此，王徽之回道，

“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
戴”。后人评价王徽之“任性放达”，
是任诞放浪、不拘形迹的魏晋风度代
表，“雪夜访戴”之举，果不虚此名。

饮酒烹茶饮酒烹茶

王徽之“雪夜访戴”期遇而未
遇，白居易却是雪还未落时便呼朋唤
友。一日傍晚，天色阴沉，一场暮雪
正在酝酿。白居易家里的绿蚁酒刚刚
酿到最佳时，小泥炉的炉火烧得正
旺，嫣红的火苗映照着泡沫浮动的绿
酒。白居易写诗邀好友刘十九前来小
饮：“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
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刘十九接诗，
想必应会命驾前往，一起围炉对酒，
消度这欲雪的黄昏。

雪夜小酌，定然少不了“自称臣是
酒中仙”的李白。李白曾在秋浦清溪与
友人雪夜对酒，“雪花酒上灭，顿觉夜寒
无”，一杯下去，暖心暖身。在“昨夜吴
中雪”的天气，李白写诗给好友王十二，
忆及当年雪夜二人对饮，豪言“人生飘
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

同是雪夜，杜牧的饮酒却多了几
份落寞。贬任地方刺史的他“初冬夜
饮”，借酒消愁“偶求欢”，天寒岁暮，
秉烛独饮，只有“客袖侵霜与烛盘”，
更觉吊影自伤。酒侵愁肠愁更愁，只得
罢酒辍饮，凭栏而立，见“砌下梨花一
堆雪”，不禁慨叹“明年谁此凭栏杆”。
流转无定、故园情思、仕途不遇、壮志
难酬，都在这杯雪酒中了。

三五好友对雪小酌，自然少不了
清茶一杯。据南宋吴自牧《梦粱录》，

“诗人才子遇此景则以腊雪煎茶，吟诗
咏曲，更唱迭和”。雪液清甘涨井泉，
自携茶灶就烹煎，古人喜将枝头新雪
扫下煮沸沏茶。唐朝陆龟蒙有诗云

“闲来松间坐，看煮松上雪”，白居易
曾“冷吟霜毛句，闲尝雪水茶”。

但据清代震均 《茶说·择水》，
“雪水味清，然有土气，以洁瓮储之，
经年始可饮”，所以真正风雅之人都是
取花瓣上的积雪融化后用罐瓮储存，
深埋地下以备来年。《红楼梦》第四十
一回中，妙玉就用五年前采集的梅花
上落雪给宝玉烹茶。松上雪花，有清
幽木香；梅上落雪，则是别有暗香。

踏雪寻梅踏雪寻梅

围炉对酌品茗多时，身上不免热气
腾腾。有人便会按捺不住，起身推门，
踏雪寻梅，看“梅花破玉、瑞雪飞瑶”。
南北朝梁国简文帝萧纲有《雪里觅梅
花》，诗云“绝讶梅花晚，争来雪里窥”；
北宋欧阳修曾见“腊雪初销梅蕊绽，梅
雪相和，喜鹊穿花转”；南宋张孝祥写梅
雪两相依，“雪月最相宜，梅雪都清绝”

“人间奇绝，只有梅花枝上雪”。
倘若梅上无雪，便少了几分兴

致，南宋女词人朱淑真直言“寄语梅
花且宁奈，枝头无雪不堪看”。只有梅
雪相和相依，才能相映成趣。

据《中国青年报》

古人“玩”雪雅趣

今天是传统的腊八节。农历十二月俗称腊月，腊八即农历十二月初八。腊八节是腊月的第一
个节日。腊八之所以能形成节日，与中国早期的“腊日”节俗有关。

甘肃嘉峪关魏晋墓砖画中的庖厨图。

旧时慈善施粥图。

《踏雪寻梅图》 王 谔 作

朱元璋“忆苦思甜”。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