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时间11月7日6时20分将迎来立冬节气。

时令另起一行，在“暮云重叠碧，远树浅深红”中，秋

天向冬天缓缓递上接力棒。

立冬，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九个节气，也是冬

季的第一个节气。民俗学者、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

员王来华介绍，立冬，与立春、立夏、立秋并称“四

立”，与“两至（夏至和冬至）”“两分（春分和秋分）”合

称“八节”，它们都是一年中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

立冬，意味着节气意义上的入冬，距离气象意义

上的入冬还将有一段日子。尤其是在南方一些地

区，还会有“十月小阳春”的现象，让当地人产生“冬

日胜春朝”的舒适感受。

古时，立冬不仅是节气，还是一个重要节日。即

便到了今天，北方的不少地方还有吃饺子、喝羊汤的

习俗；南方的不少地区则有吃鸡鸭鱼肉的习俗。

为何立冬节气会备受“礼遇”呢？因为它涵盖了

“一始一终”。“始”，指的是冬季之始；那么，“终”又指

的是什么呢？

王来华说，在古人眼中，“冬”是终了的意思。《说

文解字》记载，“冬，四时尽也”，《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中云，“冬，终也，万物收藏也”，可见，“终”指的是入冬

后万物开始进入休养、收藏的状态。

从物候上来说，立冬也是秋天转向冬天的过渡

时节，随处可见青黄夹杂、红枫摇曳之景。自古以

来，文人墨客对此也多有咏叹：“细雨生寒未有霜，庭

前木叶半青黄”“黄花独带露，红叶已随风”“昨夜清

霜冷絮裯，纷纷红叶满阶头”……

秋尽立冬始，美好正当时。这种美好可以是一

盘热乎的饺子、一碗鲜美的羊汤，又可以是一个香甜

糯口的烤地瓜、一袋香气喷喷的糖炒栗子，还可以是

一次围炉煮茶、临窗夜话，更可以是洒在身上的一缕

温暖阳光。

冬之伊始，不期而遇的美好或有很多，大家不妨

来积极感受，让这种美好温暖心房，点亮生活。

（（本版文图据新华社本版文图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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