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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雪封山，大雪封河”，北
京时间12月7日17时33分迎来大
雪节气，意味着仲冬来临。此时
节，零摄氏度以下的气温成为我国
北方地区常态，雪一场场多了起
来，也大了起来，生活的场景常常
进入雪花纷飞舞，雾凇挂满枝的冰
雪世界。

天津民俗专家、专栏作家由国
庆介绍，大雪是二十四节气中第二
十一个节气，也是冬季第三个节
气。节气意义上的“大雪”与天气
预报中描述降雪量的“大雪”没有
必然联系，大雪节气是说天气更冷
了，降雪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但雪

量不一定很大。
雪花永远都眷顾着北方。这

不，刚刚过去的11月，东北地区就
已经历了多轮降雪，部分地区的降
雪量逼近或突破历史极值；华北地
区也迎来初雪，只不过雪量还很小。

由国庆表示，下雪虽然给人们
的出行带来诸多不便，但也送来一
片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很多人喜
欢在下雪的日子里到雪中嬉戏，一
边欣赏银白色的雪景，一边堆雪
人、打雪仗，尽情释放着童心未泯
的喜悦。

雪是冬天独有的浪漫，飞舞的
雪花，给这个世界带来轻灵和洁白的

同时，也带来了丰盈和隽永的诗意。
“旋扑珠帘过粉墙，轻于柳絮重

于霜”“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
碎”“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
花开”……在古人笔下，雪，或俏
皮，或婉约，或豪迈，充满诗情画
意。

咏雪往往离不开梅。在冬天，
雪花和梅花是最好的搭档，更是最
美的绝配。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
无梅亦清冷。唐人崔道融说：“数萼
初含雪，孤标画本难”，宋人卢钺也
说：“日暮诗成天又雪，与梅并作十
分春”。

仲冬时节，北方雪花纷飞，南

方早梅初绽，虽然“天各一方”，但
并不影响人们释放想象力，感受

“雪绕梅花舞”的美妙意境。
大雪时节，冷空气活动频繁，

寒潮侵袭加剧，雨雪范围会进一步
扩大。“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
声”，很多人心底都渴望着一场大雪
从天而降，纷纷扬扬，潇潇洒洒，
犹如童话世界。

在这寒冷的冬日，炉火正旺，
暖气融融，不妨约上三五好友围炉
闲坐，煮茶温酒，在惬意时光中等
一场白雪皑皑，邂逅一场纯净的浪
漫。

据新华社

大雪作为二十四节气的第21个
节气，代表着至此天气更加寒冷。天
气变化与人的起居日常息息相关，大
雪之后，天地之间阳气也进一步潜
藏，而阴气日益旺盛。

养生“八宜”

保暖 大雪节气后，天气寒冷，
易受寒邪侵袭，应做好防寒措施，避
免人体阳气受损、感寒而发病。重点
要注意头部、腹部保暖。“头为诸阳
之会”，护好头部，可以更好顾护阳
气以御寒邪；腹部的保暖则可以防止
寒邪侵袭脾胃、损伤正气。

多饮 冬日虽排汗排尿减少，但
大脑与身体各器官的细胞仍需水分滋
养，以保证正常的新陈代谢。冬季一
般每日补水不应少于 2000 毫升至
3000毫升。

健脚 保持脚的清洁干燥，袜子
勤洗勤换，每天坚持用温热水洗脚，
同时按摩和刺激双脚穴位。每天坚持
步行半小时以上，活动双脚。

调神 冬天易使人情绪处于低落
状态。改变情绪低落的最佳方法就是
活动，慢跑、跳舞、太极拳、八段锦
等都是消除冬季烦闷、保养精神的良
药。活动量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大

量出汗。
通风 冬季室内空气污染程度比

室外严重数十倍，应注意常开门窗通
风换气，以清洁空气，健脑提神。

粥养 冬季饮食忌粘硬生冷。营
养专家提倡，晨起服热粥，晚餐宜节
食，以养胃气。特别是羊肉粥、糯米
红枣百合粥、党参枸杞粥、芝麻核桃
粥等最适宜。

早睡 冬日阳气肃杀，夜间尤
甚，要“早卧迟起”。早睡以养阳
气，迟起以固阴精。

进补 冬季寒冷干燥，宜温补阳
气以御寒，滋补阴气以润燥，且此时
进补也有益于来年阳气的升发。可以
食用大白菜、芝麻润燥，莲藕、大
枣、桂圆补中益气，羊肉、牛肉、大
葱温补阳气。更可以食用一些如当归
羊肉汤、香菇枸杞牛肉煲等药膳滋肾
养肝。但注意适度为宜，不可过补。

还要“七防”

一防跌倒 大雪时节降水增多，
地面湿滑，天气寒冷，人的行动也受
寒邪阻滞，稍有不慎便会跌倒。老年
人骨质相对脆弱，跌倒更易伤筋动
骨，不易愈合，在愈合期间诸多并发
症的出现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大雪时

节防跌倒是很必要的。
二防中风 对于血管弹性差的

人，气温急剧变化会带来血压波动，
引发中风。寒冷可使人的交感神经兴
奋、血液中的儿茶酚胺增多，导致全
身血管收缩。同时，气温较低时，人
体排汗减少，血容量相对增多，这些
因素都可使血压升高，促发脑溢血。
因此，首先要重视高血压、冠心病、
糖尿病、动脉硬化等原发疾病的治
疗，其次注意发现中风先兆，如突然
眩晕、剧烈头痛、视物不清、肢体麻
木等。

三防心脏病 包括心绞痛、心肌
梗塞等。隆冬季节与冬末初春为急
性心肌梗塞的两个发病高峰期，除
气温偏低刺激人体交感神经、引起
血管收缩外，寒冷还能增加血中纤
维蛋白原含量，血液黏稠度增高，
易导致血栓形成而阻塞冠状血管。
此外，病变的冠状动脉对冷刺激特
别敏感，遇冷收缩，甚至使血管闭
塞，导致心肌缺血缺氧，诱发心绞
痛，重者发生心肌梗塞。因此，老
年人应重视防寒保暖，根据天气变
化随时增添衣物，以防寒冷侵袭。
同时遵医嘱服用降脂、扩血管等药
物，预防心脏病的发生。

四防呼吸道疾病 此时正是流

感、普通感冒、肺炎盛行之际，应做
好防护，预防疾病。尤其有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等慢性肺部疾患的老年人更
应该避免流感等疾病的发生，以免引
动旧疾。建议规范接种流感疫苗、肺
炎疫苗等，未病先防。

五防消化道溃疡 由于寒冷刺激
人的神经系统，兴奋性增高，支配内
脏的植物神经处于紧张状态，在副交
感神经的反射作用下，致使胃肠调节
功能发生紊乱，胃酸分泌增多，进而
刺激胃粘膜或溃疡面，使胃产生痉挛
性收缩，造成胃自身缺血、缺氧，从
而引起胃病复发。因此，要注意胃的
保暖和饮食调养，日常膳食应以温软
淡素、易消化为宜，做到少食多餐、
定时定量，忌食生冷，戒烟戒酒，还
可选服一些温胃暖脾的中成药。

六防晨练病 天气寒冷时一些人
坚持早锻炼，因身体未适应露天环
境，很容易发生心慌、胸闷或低血糖
反应。

七防烫伤 老年人对温度的感觉
没有那么敏锐，在烤火或使用热水袋
时，容易因对温度的错误感受而烫
伤，特别是糖尿病患者，烫伤之后伤
口愈合缓慢且更容易感染，从而造成
严重后果。

据《三湘都市报》

大雪腌肉 大雪节气风俗之一就
是腌肉。有句俗语，叫做“小雪腌
菜，大雪腌肉”。大雪节气一到，家
家户户都要忙着腌制“咸货”。无论
是家禽还是海鲜，用传统的制作方
法，将新鲜的原料加工成香气逼人
的美食，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新年。

大雪为什么要腌肉？相传中国
古时候有一种叫“年”的怪兽，头
长尖角，凶猛异常。“年”长年深居
海底，每到除夕，都会爬上岸来伤
人。人们为了躲避伤害，每到年
底，就足不出户。因此，在“年”
出来前，就必须储备很多食物。
肉、鱼、鸡、鸭等肉食品无法久
存，人们就想出了把这些肉食品腌
制存放的方法。而对于新鲜的菜，
人们就用风干的办法。

将大盐加八角、桂皮、花椒、

白糖等入锅炒熟，待炒过的花椒盐
凉透后，涂抹在鱼、肉和光禽内
外，反复揉搓，直到肉色由鲜转
暗，表面有液体渗出时，再把肉连
剩下的盐放进缸内，用石头压住，
放在阴凉背光的地方，半月后取
出，将腌出的卤汁入锅加水烧开，
撇去浮沫，放入晾干的禽畜肉，一
层层码在缸内，倒入盐卤，再压上
大石头，十日后取出，挂在朝阳的
屋檐下晾晒干，以迎接新年。

吃红薯粥 大雪以后气温逐渐变
冷，人们屋里屋外都十分注意保
暖，纷纷穿上冬装，防止受冻，出
现冻疮。民间有“碌碡顶了门，光
喝红黏粥”的说法，意思是天冷不
再串门，只在家喝暖乎乎的红薯粥
度日。

红薯含有大米、面粉缺乏的赖

氨酸，赖氨酸可促进人体上皮细胞
的成熟，抑制抗癌因子与细胞中蛋
白质的结合，可提高人体抵抗力。
秋冬吃红薯还有防燥的功效，但不
能多吃。

中老年人脾胃虚弱，要多喝点
红薯粥，因为它易于消化，保护胃
肠，还能促进胃肠运动，使排便更
加轻松，还能摆脱便秘的困扰。吃
红薯时最好搭配一点咸菜，可有效
抑制胃酸。

观赏封河 “小雪封地，大雪封
河”，北方有“千里冰封，万里雪
飘”的自然景观，南方也有“雪花
飞舞，漫天银色”的迷人图画。到
了大雪节气，河里的冰都冻住了，
人们可以尽情地滑冰嬉戏。

大雪节气，北方地区已经是银
装素裹，而堆雪人、溜冰、滑雪及

滚雪球是年轻人最喜爱的户外活
动。至于喜欢待在室内的人，喝碗
热腾的汤，或是来个火锅，都是经
济实惠的御寒之策。

大雪进补 “冬天羊肉劲补，可
以上山打虎。”羊肉驱寒滋补，益气
补虚，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御寒能
力。羊肉还可以增加消化酶，帮助
消化。专家建议，冬天食用羊肉进
补，可以和山药、枸杞等“混搭”，
营养更丰富。

上海人讲究食补，大白菜买来
炖炖肉，烧只“烂糊肉丝”，尝尝酸
甜可口的红山楂，都是大雪时节不
错的饮食习惯。大雪节气前后，柑
桔类水果大量上市，像南丰蜜桔、
官西釉子、脐橙、雪橙都是现在的

“当红”水果，多吃能补充水分对抗
冬燥。 据中新网

雪景画是古代画家为中华民族
留下的宝贵遗产，在中国古代绘画
中，以雪景为题材的绘画数量众
多，涉及山水、花鸟以及人物等各
画科。就山水画而言，雪景山水是
最受人喜爱和最有影响的题材之
一。据文献记载，水墨雪景山水为
唐代王维首创。从五代、宋元到明
清，历代许多画家对雪景山水都颇
有会心处，并在创作实践中不断探
索，或深得王摩诘之遗意，气韵简
淡，意境悠远；或自出机杼，独具
风神。

南宋梁楷《雪景山水图》，现
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梁楷也
许就是在某日大雪之后兴之所至挥
毫画下《雪景山水图》，整幅画都
给人风雪交加迎面扑来的感觉。天
色沉沉，两位着胡装的男子牧马归
来，近处虬枝枯叶，远处皑皑山
雪，一派严寒中的肃杀之气。梁楷
以细致笔法刻画了近景，却以淡彩
渲染远处的天空、山峦和厚重的积
雪，荒凉、寒冷、阴郁、萧瑟像被
风雪刮出了画框，直扑人面，此画
可谓南宋院体山水画的经典之作。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天山积
雪图》是清代扬州画派代表人物之
一华岩的作品，边塞行旅是他经常
表现的画作题材。此画设色对比强
烈，构图简洁大胆。天空被描绘得
极度晦暗阴霾，似有乌云压顶，随
时会降临一场新的暴风雪。天山雪
峰陡峭洁白，给人深深寒意，山脚
下一个身披大红斗篷的单身旅者，
牵着一匹骆驼，在冰雪之中向前行
进。一只孤雁横空掠过，旅者和骆
驼双双举头仰望，瞬间流露出游子
的思乡别绪。前路漫漫，人物情绪
就如低沉的天空一般孤独阴郁。画
面意境含蓄，衬托人物孤寂的内心
世界。冷暖色调的对比，和人物、
骆驼夸张的造型，都让画面传达的
孤寂悲凉的情绪更突出而有震撼
力。

北宋山水画大家范宽的《雪景
寒林图》，可谓中国山水画的经典
之作。此大幅画作真实生动表现了
秦陇山川雪后的磅礴气象。大雪初
止，群峰耸立，寒林馥郁。山径、
木桥、村舍万籁俱寂。前景群树，
姿态矫健，为天寒地冻的冬景，平
添几许生气。从前景的寒林纵向推
进，到半山腰白雪盖顶的庙宇，再
往上便是拔地而起的高耸山峰。在
烟云的笼罩下，雄伟主峰两侧隐现
的村庄、僻径、山峦以及缥缈的远
处群峰，使画作的气象幽静深邃。
想象置身木桥之上，仰望巍巍主
峰，浩瀚苍穹，人在其中有如微
尘；放眼右侧，一旁辅山则是云霭
氤氲，宁静神秘，纵深看去，数不
清有几重山岚溪谷。此画笔墨浓重
润泽，皴擦点染技法酣畅淋漓，层
次分明而浑然一体，充分表现出雪
景、寒林的质感和氛围。

北宋另一山水画大家巨然的北宋另一山水画大家巨然的
《《雪景图雪景图》，》，也是中国山水画的经典也是中国山水画的经典
之作之作，，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无无

款款，，董其昌题跋董其昌题跋：“：“巨然雪图巨然雪图，，董董
其昌鉴定其昌鉴定。”《。”《雪景图雪景图》》构图大致可构图大致可
分为三景分为三景，，主山双峰屏立主山双峰屏立，，雄严峻雄严峻
险险，，表现出奇峰积雪皑皑表现出奇峰积雪皑皑、、幽深的幽深的
北地景致北地景致，，俨然北宋气度俨然北宋气度。。中景楼中景楼
阁隐现山石间阁隐现山石间，，旅客行于山径旅客行于山径，，近近
景则画河岸两侧枯枝树石景则画河岸两侧枯枝树石。。山石皴山石皴
法及造型技巧娴熟法及造型技巧娴熟，，运笔布墨极具运笔布墨极具
画家个人的特质。据史料记载，南
唐亡国之后，巨然随后主李煜北上
汴梁，而后巨然在北方度过晚年。

《弘历雪景行乐图》是清代意
大利画家郎世宁与当时几位著名的
中国宫廷画家合作的一幅作品，现
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画面描绘
的是北京紫禁城内乾隆皇帝与众皇
子新年在宫苑赏雪的情景，雪、
树、楼、人，刻画非常细致，充分
体现了西画写实技法在中国画中的
融合应用。

清代，另有以楼阁工笔山水著
称的袁江创作了《梁园飞雪图》，
现由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这幅画
的建筑物刻画工整精巧，色彩鲜
艳，充分发挥了作者以自然山水为
依据，并加上想象的古代著名建筑
物的独特绘画风格。梁园本是在西
汉梁国都城睢阳城内为梁孝王刘武
营造的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后成
为文人心中敬仰倾慕的文学圣地。
袁江想象着冬日雪景中的梁园胜
景：气派的殿堂，通明的灯火，豪
华的宴筵，文人雅士在大雪纷飞中
于殿阁里觥筹交错。画面里的梁园
银装素裹，建筑物细密繁华的文饰
和绚丽斑斓的色彩，隐现着天下文
人所向往的梁孝王刘武时期招贤纳
能的美好生活。

元代山水画大家黄公望的《九
峰雪霁图》，也是中国雪景画的经
典作品，现由北京故宫博物院珍
藏。“至正九年春正月，为彦功作
雪山，次春雪大作，凡两三次直至
毕工方止，亦奇事也。大痴道人，
时年八十有一，书此以记岁月
云。”《九峰雪霁图》 作于 1349
年，为黄公望81岁高龄之作。作
者以水墨写意手法画出了江南松江
一带的九座道教名山，时称“九
峰”，体现了作者对道教的尊崇。
时值正月春雪，有感雪霁寒意，画
意肃穆静谧。图中描写的是山中雪
霁景象，雪中高岭，层崖重叠，错
落有致，清幽深邃，宛如神仙居住
之所。画面用笔简练，皴染单纯，
淡墨烘染的群山与浓重的底色相辉
映，映衬在洁白如玉的雪地上分外
突出。画的意境十分深远，恰当地
表现出隆冬季节雪山寒林的萧索气
氛，极具艺术感染力，可谓黄公望
雪景山水简繁合一的精品。

另外另外，，古人因下雪天而无法出古人因下雪天而无法出
行时行时，，也会关注天地间微小生物也会关注天地间微小生物，，
一枝一枝、、一花一花、、一鸟一鸟，，以此陶冶性以此陶冶性
情情。。北宋时期李迪的北宋时期李迪的 《《雪树寒雪树寒
禽禽》，》，明代吕纪的明代吕纪的《《雪景翎毛图雪景翎毛图》》
等画卷等画卷，，充分展示了古人赏雪景时充分展示了古人赏雪景时
的心情和雅致的心情和雅致，，以及对生命万物的以及对生命万物的
珍视和热爱珍视和热爱。。 据人民网据人民网

每年的冬天，我们都会看到许
多形态不同的雪。作为现代人，赏
雪的流程自然是拍照拍视频发朋友
圈，那么古人在雪天又会做什么呢？

在古代的雪天里在古代的雪天里，，古人们也会古人们也会
做堆雪人这种充满童趣的游戏做堆雪人这种充满童趣的游戏。。不不
过他们堆的可不是雪人过他们堆的可不是雪人，，而是以动而是以动
物为主物为主，，比如狮子比如狮子。。

不仅是富贵人家喜欢堆雪狮不仅是富贵人家喜欢堆雪狮
子子，，就连宋代的皇宫里也对雪狮子就连宋代的皇宫里也对雪狮子
充满了兴趣充满了兴趣。。南宋的周密曾在南宋的周密曾在《《武武
林旧事林旧事》》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皇宫里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皇宫里
赏雪堆雪狮的基本流程赏雪堆雪狮的基本流程：“：“后苑进大后苑进大
小雪狮儿小雪狮儿，，并以金铃彩缕为饰并以金铃彩缕为饰，，且且

作雪花作雪花、、雪灯雪灯、、雪山之类雪山之类。”。”宋代的宋代的
皇宫里皇宫里，，不仅要堆起大大小小的雪不仅要堆起大大小小的雪
狮狮，，还要给它们佩戴首饰还要给它们佩戴首饰，，比如在比如在
脖子上挂金铃铛脖子上挂金铃铛，，身上披彩色的丝身上披彩色的丝
线线。。为了应景为了应景，，除了雪狮外除了雪狮外，，古人古人
还要堆雪山还要堆雪山、、雪花雪花、、雪灯等雪灯等。。其中其中

““雪灯雪灯””又让人联想到北京冬奥会的又让人联想到北京冬奥会的
““雪容融雪容融”，”，它是一种用雪制作的它是一种用雪制作的
灯灯，，与与““雪容融雪容融””挂着雪的红灯笼挂着雪的红灯笼
形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形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看起来动看起来动
静相宜静相宜。。

到了清代后到了清代后，，古人们就不再只古人们就不再只
专注于堆雪狮了专注于堆雪狮了，，他们开始堆大他们开始堆大
象象、、堆骏马堆骏马。。清代的吴振械在清代的吴振械在《《养养

吉斋丛录吉斋丛录》》卷十四中记卷十四中记
载载：“：“冬日得雪冬日得雪，，每于每于
养心殿庭中堆成狮养心殿庭中堆成狮、、

象象，，志喜兆志喜兆
丰丰，，常邀宸常邀宸
咏咏。。乾隆壬乾隆壬
申申 、、 乙 酉乙 酉 ，，

以雪狮以雪狮、、雪象联句雪象联句。。嘉庆戊寅嘉庆戊寅，，又又
堆为卧马二堆为卧马二，，东西分列东西分列，，有与内廷有与内廷
翰林联句诗翰林联句诗。”。”当雪狮当雪狮、、雪象雪象、、雪马雪马
堆成后堆成后，，皇帝与宫中的翰林学士还皇帝与宫中的翰林学士还
要以此为题材来吟诗作赋要以此为题材来吟诗作赋。。

用雪堆吉祥物过瘾是过瘾用雪堆吉祥物过瘾是过瘾，，但但
终归是有些冷终归是有些冷，，一冷就会饿一冷就会饿，，于是于是
古人玩过雪后古人玩过雪后，，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最喜欢的事情就是
约饭约饭。。在雪天约饭在雪天约饭，，最经典的莫过最经典的莫过
于唐代白居易写的那篇于唐代白居易写的那篇 《《问刘十问刘十
九九》：“》：“绿蚁新醅酒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能饮一杯无？”？”在一个在一个
风雪飘飞的傍晚风雪飘飞的傍晚，，家里新酿的米酒家里新酿的米酒
还没有过滤还没有过滤，，酒面上泛起一层绿酒面上泛起一层绿
泡泡，，香气扑鼻香气扑鼻，，而用红泥烧制成的而用红泥烧制成的
烫酒用小火炉也准备好了烫酒用小火炉也准备好了，，就等好就等好
朋友来干一杯啦朋友来干一杯啦！！

有人约饭有人约饭，，自然也会有人上门自然也会有人上门
蹭饭蹭饭，，重视礼仪的古人重视礼仪的古人，，上门蹭饭上门蹭饭
总不能空大两手吧总不能空大两手吧？？南宋林洪在雪南宋林洪在雪
天拜访好友天拜访好友，，半路上居然逮到了一半路上居然逮到了一
只兔子只兔子，，于是他这次访友的礼物就于是他这次访友的礼物就
是这只兔子是这只兔子。。奈何山间没有厨师奈何山间没有厨师，，
于是林洪的好友想到了一个法子于是林洪的好友想到了一个法子，，

他对林洪说道他对林洪说道：“：“万物皆可入火锅万物皆可入火锅！！
我再准备点蘸料我再准备点蘸料，，今天我们就涮兔今天我们就涮兔
子火锅吧子火锅吧！”！”果然在吃货的眼里果然在吃货的眼里，，兔兔
子不是宠物子不是宠物，，而是食物而是食物。。

除了涮肉以外除了涮肉以外，，古人在雪天里古人在雪天里
还特别喜欢吃鱼还特别喜欢吃鱼。。在故宫博物院和在故宫博物院和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分别藏分别藏
有一幅团扇画有一幅团扇画，，前者名为前者名为《《雪江卖雪江卖
鱼图鱼图》，》，后者名为后者名为《《雪桥买鱼图雪桥买鱼图》。》。
在雪景山水图中在雪景山水图中，，买卖活鱼这个看买卖活鱼这个看
上去充满市井烟火气的细节给画面上去充满市井烟火气的细节给画面
带来了生趣带来了生趣，，尽管许多学者认为这尽管许多学者认为这
是用来体现文人与渔夫理想的精神是用来体现文人与渔夫理想的精神
世界世界，，但也从侧面坐实了古人在雪但也从侧面坐实了古人在雪
天喜欢吃活鱼的事实天喜欢吃活鱼的事实。。

吃了肉吃了肉，，喝了酒喝了酒，，古人在雪天古人在雪天
里也会喝点茶刮刮油里也会喝点茶刮刮油。。然而脑洞向然而脑洞向
来大的古人怎么会那么老实地只煮来大的古人怎么会那么老实地只煮
茶茶？？是的是的，，他们又搞出花样了他们又搞出花样了。。在在
古人眼里古人眼里，，正常的山泉水已经不能正常的山泉水已经不能
满足他们对雪天风雅事的追求了满足他们对雪天风雅事的追求了，，
于是他们把目标锁定为雪于是他们把目标锁定为雪，，烹雪煮烹雪煮
茶茶。。

据据《《北京青年报北京青年报》》

从画中看古人如何赏雪
7日17时33分大雪

天人宁许巧 剪水作花飞

大雪节气习俗

大雪时节 养生“八宜七防”

下雪了 古人的朋友圈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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