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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郑学富

宋代诗人阮阅的《减字木兰花·冬至》上阙云：“晓云舒瑞。寒影初回长日至。

罗袜新成。更有何人继后尘。”后两句描写了冬至节向老人“进献履袜”的民间习

俗。冬至献履有长久履祥纳福的寓意，祝贺长辈幸福安康。
陇上民俗

冬至，既是节气也是节日。作为

节日它盛于唐宋，《清嘉录》甚至有“冬

至大如年”之说。冬至至今还是国人

最古老最有生命力的节气之一。

冬 至 是 中 国 人 很 重 视 的 一 个 节

日，每到冬至必定要吃得更多、吃得更

好，以补充身体的能量。那么冬至在

甘肃又有哪些独特食俗呢？

牛娃子饭

在冬至日，一碗地道的“牛娃子

饭”，是山丹县特有的底色。

“牛娃子饭”在张掖山丹历史悠

久，是由厨师把面和好揪成蚕豆般大

小，再用专门的梳子摁上梳状花纹，像

个中间大两头小的“花牛犊”，煮熟后

与炒好的肉菜烩在一起，就是一大锅

“牛娃子饭”了。

那一碗“牛娃子饭”带着烟火味，

是最真实的人间感受。起于灶膛，缭

绕于房梁屋脊之上，氤氲在人们的心

底舌尖。

浓郁的汤汁，炒得恰到好处的臊

子，再撒上些细碎的葱花香菜，一碗热

气腾腾的“牛娃子饭”出锅，在凛凛寒

冬里，如此简单便可寻到冬至的节日

滋味。

七彩饺子宴

在金昌，这里的人们将平常的饺

子与“西部花城”的美相融合，制作出

了一道独特的美味——七彩饺子宴，

让人们在冬至来临时满足味蕾的同

时，也献上了一场别致的视觉盛宴。

七彩饺子造型栩栩如生、美妙绝

伦、生动别致，融合了“西部花城”的特

点。饺子的颜色赤、橙、黄、绿、粉、蓝、

紫、灰，均从天然花卉、水果及蔬菜中

纯手工提取，具有抗氧化、增强免疫

力、养肝明目的保健功效。其面、肉、

菜合理搭配，营养全面，造型唯美，且

易于消化吸收，种种优点，叫人欲罢不

能。

七彩饺子宴上的饺子，吃法跟火

锅相似。饺子用麻辣、三鲜、菌汤等各

类汤锅煮熟后，蘸着底料吃。并且，饺

子往往与几样简单的中式菜品搭配。

这样的吃法，满足了不同食客的要求，

实在是一场味蕾上的盛宴。

羊肉泡

民谚云：不吃羊肉泡，枉把平凉

到！平凉人的一天，常是以一碗暖和

饱肚的羊肉泡馍开始的。

平凉美食多种多样，羊肉泡馍独

具特色。精心制作的一碗汤、一张馍、

一点辣酱、两三颗糖蒜，让这份“味道”

在冬至这天继续延续。

同是吃羊肉泡馍，这里却和西安

的不大一样。在西安吃羊肉泡，地道

吃法是将死面饼子细细掰成指甲盖大

小。在平凉，吃法上却没有什么规则，

随你怎么喜欢怎么掰。

这 碗 羊 肉 泡 里 透 着 平 凉 人 的 性

格，纯朴粗犷、实实在在。一碗量大粉

多的羊肉汤、一块烙馍、一勺辣椒、三

两糖蒜。热腾腾地开胃，吃下去是从

头到脚的舒坦，红光满面，精神气十

足。

羊肉泡是平凉人的日常生活，也

是平凉人的待客之道。你若是到平凉

去，一定要尝尝这碗纯正西北风味的

羊肉泡。

手抓肉

每当冬至来临，一盘盘手抓羊肉

溢着清香被端上厅堂，或家人，或亲

友，或师长围坐一席，在喧闹祥和里，

将手抓羊肉的精魂演绎得淋漓尽致。

《本草纲目》记载：羊肉是大补之

物，堪比人参、黄芪。也许是因为这个

原因，手抓羊肉一直以来在我国西北

地区被视为最喜爱的美食。对于甘肃

临夏人来说，“无羊不成家，无羊不成

席”，临夏地区因为山大沟深，常年少

雨，自然条件差异大的原因，成就了临

夏羊肉膘肥肉嫩，肉质细腻，膻味儿

小，纤维少的独特口感，尤其是出身于

临夏东乡的“东乡贡羊”更是佼佼者，

号称“手抓羊肉的天花板”。

端上桌的手抓羊肉，肉赤膘白，肥

而不腻，散发着诱人香味、没有任何配

菜，吃的就是原汁原味，此时想起其名

为“手抓羊肉”，显得更加豪放，眼前顿

时有了画面感：一个豪迈的西北汉子

坐在桌前，用手抓着大块的羊肉，大快

朵颐，豪爽至极。

手抓羊肉已浸透在每个临夏人的

骨子里，临夏一半的味道，也深深地藏

在羊肉之中。在临夏东乡，“无手抓不

成席”被说成是一种待客之道。冬至

时节，东乡儿女最思念的味道，便是手

抓羊肉的香味了。

（本版编辑综合整理）

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专门用一小节

文字记录汴梁城里的冬至。文中说，京城里的人们

最看重这个节气，即使是贫穷人家，每到冬至，也要

用家中积累，添换新衣，置办饮食，祭祀先祖。冬至

这一天，官府还会开放关扑这一禁令，人们往来庆

贺，如同过年一样。

如今，在我国北方有冬至吃饺子的民俗。民

间说法是，冬至之后就要迎来数九寒天，水饺状如

人耳，吃了饺子等于给自己“安”上了耳朵。东汉

时 期 ，张 仲 景 从 长 沙 辞 官 回 到 家 乡 南 阳 ，正 是 寒

冬，许多人的耳朵都冻坏了。于是，他让弟子搭起

医棚，在冬至这天支起大锅，把羊肉和驱寒的药材

放在锅里熬煮，然后将羊肉和药材切碎，用面皮包

成耳朵那样的“娇耳”，煮熟后，分给患了冻疮的百

姓。人们吃了“娇耳”，只觉身体暖和，两耳发热，

冻 伤 很 快 治 好 了 。 从 此 ，每 到 冬 至 ，人 们 也 学 做

“娇耳”，又叫“饺子”或“扁食”，防治冻耳。渐渐

地，冬至吃饺子这个风俗就流传开了。

俗话说“好受不如躺着，好吃不如饺子”，饺子

是深受国人喜爱的一种美食。饺子做法多样，肉

类、蔬菜、蛋类、海鲜都可做成馅料，营养全面。饺

子皮还可以做成彩色的，用菠菜汁和面是绿色的，

用胡萝卜汁和面是橙黄色，用紫薯汁和面是紫色

的。彩色饺子色泽诱人，富含维生素，小朋友尤其

喜欢。

大众最常吃的饺子馅是猪肉馅。小时候我肠

胃不好，忌寒凉，每年冬至做饺子，母亲总会给我单

做羊肉或牛肉馅的，也味道鲜美，另有一种风味。

做饺子馅的菜蔬大多用大葱、韭菜、韭黄、小茴香

苗、芹菜、香菇，这些食材气味浓郁，和肉馅一起调

制，增鲜提香。如果想让饺子再添一些海鲜味道，

可以在馅料里放些切成碎末的虾皮、虾仁。冬天，

萝卜、白菜、芥菜疙瘩是最家常的蔬菜，用来作为调

馅食材，滋味平和清淡、去腻，也很不错。

馅调好后，包饺子也是一门学问。我初学包饺

子时，母亲最爱念叨的一句话是：饺子不要样，来回

捏三趟。意思是包时一定要捏紧口，否则饺子煮烂

了，再好的馅料也会变得无滋无味。

我读大学时，每年冬至，学校食堂会以班级为

单位发放饺子馅和面团，让学生自己包饺子过冬

至。那些年，我记忆中包得最多的是胡萝卜馅的，

但因为大家包饺子的水平不一，煮饺子的时候，总

会煮烂好多。因此，学校的饺子给我留下了淡而

无味的印象。倒是学校旁边有家小饭店里的酸汤

水饺非常美味，我和同学喜欢在冬至去这家店吃

饺子。牛肉大葱馅的饺子像元宝一样，圆滚滚的，

皮薄馅足。盛在飘着韭黄的酸汤里，再配一碟红

油辣椒醋，咬一口，鲜香味美，齿颊生香，至今仍让

人想念。

这几年，儿子在外地读书，冬至前一天，我总会

提醒他别忘了吃饺子，最后再加一句“冬至吃饺子，

不冻耳朵”。冬至这天，熟人一见面，也总会问“吃饺

子了吗”。人们喜欢过节，喜欢这烟火尘世里节日的

味道，在冬至的饺香里，愿浅喜暖望，岁岁无忧。

文\邓迎雪

夏尽秋分日，春生冬至时。

冬至又称“冬节”“贺冬”，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十

二个节气。传说冬至在周代是新年元旦，是古人非常重

视的传统节气。

食 饺

冬

至，不仅是

二 十 四 节 气

中的一个重要

节 气 ，而 且 还 是

我 国 的 一 个 传 统

节日。古人认为，冬

至是阴阳二气的自然

转化，代表下一个循环

开 始 ，其 重 要 程 度 不 亚

于 春 节 岁 首 ，故 称 为“ 亚

岁”。早在周朝，将农历的十

一月定为正月，冬至这天，朝

廷要举行盛大典礼和祭祀仪式

迎岁。官府一律放假休息，朝廷

挑 选 乐 工 ，鼓 瑟 吹 笙 ，奏“ 黄 钟 之

律”，以示庆贺。《汉书》云：“冬至，阳

气起，君道长，故贺。”而在民间有“冬

至大如年”之说，百姓在此日有祭祖

敬老之俗，商旅酒肆停业，亲朋相互拜

访，以美食相赠，隆重过节。《四民月令》

也有记载：“冬至之日，荐黍、羔。先荐玄

冥于井，其进酒尊长，及修刺谒贺君师耆

老，如正月。”而向老人献履则是诸多敬老

形式之一。

在古代，晚辈于冬至日向长辈进献鞋

和 袜 子 ，希 望 父 母 穿 上 自 己 做 的 鞋 子 能 够

吉祥如意，并储藏更多的福气，所以冬至又

有“ 履 长 节 ”之 称 。 俗 话 说“ 寒 从 脚 下 生 ”。

古 人 也 明 白 在 数 九 寒 冬 ，穿 上 柔 软 暖 和 的

新鞋，对身体健康、生命长寿大有益处。冬

至 之 后 ，稻 谷 入 仓 ，万 物 收 藏 ，农 桑 之 事 基

本结束，属冬闲时间，冬至献履也表示妇女

开始做女红了。并且冬至后太阳直射点开

始 从 南 回 归 线 向 北 移 动 ，北 半 球 白 昼 将 会

逐 日 增 长 ，做 针 线 活 可 多 绣 一 些 。 杜 甫 有

“ 刺 绣 五 纹 添 弱 线 ，吹 葭 六 管 动 飞 灰 ”的 诗

句。

“冬至献履”之俗最早可追溯到西汉昭

帝刘弗陵。唐末官员马缟著《中华古今注》

载：“汉有绣鸳鸯履，昭帝令冬至日上舅姑。”

“鸳鸯履”古指刺绣有鸳鸯纹饰的鞋；“舅姑”

是古人对公婆的称呼。三国时陈思王曹植

曾在冬至日献给父亲曹操七双精致的鞋子

和若干罗袜，并写《冬至献鞋袜表》，曰：“伏

见 旧 仪 ，国 家 冬 至 ，献 履 贡 袜 ，所 以 迎 福 践

长，先臣或为之颂。……亚岁迎祥，履长纳

庆，不胜感节，情系帷幄。拜表奉贺，并献纹

履七量、袜若干副。毛茨之陋，不足以如金

门、登玉台也。”此表说明了冬至献履贡袜的

用意：一是为贺冬至，二是为纳福迎祥。唐

朝著名志怪小说家段成式创作的笔记小说

集《酉阳杂俎·礼异》记载：“北朝妇人常以冬

至日进履袜及靴。”宋人李昉、李穆、徐铉所

著类书《太平御览·卷二十八》记载：“后魏崔

浩《女仪》曰：‘近古妇人，常以冬至日上履袜

于舅姑，践长至之义也。’”明清时期，这一习

俗仍很盛行。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

说：“民间不尔，惟妇制履，上其舅姑。”明末

清初诗人钱谦益的《冬至日感述示孙爱》诗

云 ：“ 乡 人 重 亚 岁 ，羔 黍 荐 履 长 。 妇 女 献 履

袜，儿孙备蒸尝。”

冬至献履习俗传承了中华民族的“孝”

文化，一直绵延到近代。近现代著名文字训

诂学家编著的《中华全国风物志》记载：“妇

女献鞋袜于尊长，盖古人履长之义也。”到了

现在，很多地方仍然有冬至给老人买鞋袜的

习俗。而有些地方已经将这一习俗同时体

现在老人和孩子身上，心灵手巧的农家妇女

为家里的孩子们做新棉鞋，家有男孩，则刺

绣上虎豹图案，希望健康成长；家有女孩，则

刺绣上吉祥的花鸟图案，盼其灵秀美丽。

牛娃子饭面型独特

七彩饺子

羊肉泡

手抓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