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
令
之

6
2023年11月22日
本版主编：李 元
版式策划：赵玫兰
责任校对：绍 文

11月22日，我们迎来了小雪节气。这是二十四节气中的

“老廿”，冬季第二个节气，此时太阳到达黄经240度。

小雪会下雪吗？不一定。作为反映降水、气温等气候现象

的节气，小雪节气与天气的小雪没有必然联系。天气中的小

雪，是指强度较小的降雪；小雪节气，表明东亚地区已确立比

较稳定的经向环流，西伯利亚低压或低槽东移，就会有大规模

冷空气南下，从而带来大范围大风降温天气。这时候如果出现

降水，基本上就是雪夹雨、雪化雨了。《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

说：“十月中，雨下而为寒气所薄，故凝而为雪。小者未盛之

辞。”

物候是指动物、植物、鸟类、天气等随季节变化的周期性自

然现象。从物候现象来说，古人将小雪节气分为三候：一候虹藏

不见；二候天气上升地气下降；三候闭塞而成冬。这一时节，天

之阳气上升，地之阴气下降，天地闭塞而转入严寒的冬天。

我国领土广袤，南北跨度大，小雪节气各地会有明显的差

异：此时东北大地封冻，“小雪地封严”；西北已经开始出现大

雪；黄河以北“北风吹、雪花飘”，正是孟冬季节，很多地区出现

初雪；江南则是“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枫落吴江

小雪天，三三两两捕鱼船”；在华南地区，大雪节气以前降雪机

会极少，即使下雪，也是纷纷扬扬落地无。

“节到小雪天降雪，农夫此刻不能歇。”从农事上看，小雪时

节，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开始进入冬季管理时段，各地

开展秋播作物田管工作，控旺、促壮、防冻害，“继续浇灌冬小

麦，地未封牢能耕掘”。

“小雪腌菜，大雪腌肉。”小雪节气，从南方到北方，有腌咸

菜、尝糍粑、晒鱼干等习俗。由于气温急剧下降，天气变得干燥，

正是加工腊肉的好时候。农家开始动手做香肠、腊肉，把肉类用

传统方法储备起来，“冬腊风腌，蓄以御冬”，春节正好享受美

食。

随着各地次第入冬，北方地区各种肉类饮食、药膳、火锅等

纷纷上市。但这一时节室内全面供暖，人们也穿靴戴帽，裹得严

严实实，内热不易散发，容易

“上火”，所以肉食不宜过量，

应该做好荤素搭配，蔬果跟

上，多搭配一些清火降燥滋润

类食物，如白萝卜、大白菜、豆

腐等炖成汤，既暖和又滋润，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

开药方”。

自小雪起，所谓“十月小

阳春”已成过往。冬令已成，阳

气深潜，草木凋零，动物蛰藏。

但四时轮转的力量，比任何药

膳进补都要强大，换一个角度

来说，大地冰封只是大自然在

为来春万物勃发积蓄力量。

（据新华社报道）

古代动物界的“国宝”

牛，在甲骨文中就是一个牛头的正面造型。

如果在古代评选动物界的“国宝”，大熊猫恐怕是无缘入选的，但

牛却绝对是当之无愧的保护动物，因为从先秦时代就有专门的法律

法规来保护牛了。

《礼纪·王制篇》记载只有天子在祭祀天地祖宗这种顶级仪式上

才能杀牛，而“诸侯无故不杀牛”，因为级别不够，只能用羊、猪等其他

动物来当祭品。

牛，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今天我们说“科技是

第一生产力”，但在古代，牛才是第一生产力。因为古代中国采用精

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铁犁牛耕”是农业文明时代最顶尖的高科

技。

文献记述和考古发现证实，大约在西周晚期出现铁犁，人们开始

用牛拉犁耕田。孔子有两个学生，一个叫冉耕，字伯牛，一个叫司马

耕，字子牛。按照古人取名冠字的习惯，“字”是由“名”衍生演化而来

的。这两个学生的“名”“字”，从另一个侧面印证春秋时代牛耕的常

见，都普遍到被拿来当做“名”“字”了。

在农业文明时代，牛耕能极大提高耕作的效率。一个自耕农之家

有牛与否，甚至直接决定了一家人的温饱。

这就像今天机械化农业中的大型农机，是生产力的直接保证，所

以历朝历代都对耕牛有严格的保护。

秦律《厩苑律》中就规定，每年都要对牛的饲养情况进行考核评

比，养得好领赏，养不好受罚。甚至每头牛在下田干活前后都要测量

腰围，要是工作量太大把牛累瘦了，使用者就要挨鞭子。

除此之外，在古代宰杀耕牛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汉律》规定：

“不得屠杀少齿，违者弃市。”

“少齿”，指的是还能干活，没到退休年龄的牛。如果私自宰杀了

还能干活的耕牛，就和杀人是一个罪过。

只有那些衰老到不能干活的牛才可以宰杀，但也要经过层层申

报和严格监管，因为牛筋和牛角在古代可以用来制作弓弩，牛皮则是

制作帐篷、铠甲等的重要材料之一，属于严禁私人收藏的战略物资。

对于那些故意杀伤他人耕牛的行为，历代也都有相应的法律惩

罚，基本都是挨打加流放，甚至购买或食用这些“非法”牛肉的人也要

受到制裁。

所以《水浒传》里，梁山好汉才动不动就冲进饭店要“切半斤熟牛

肉”，就是为了突出自己的叛逆精神。

在古代吃牛肉从来就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法律问题。

（据《北京青年报》）

如何防范金融诈骗
1.牢记四个“不”：不外借(身份证、银行卡、U盾、手机)，不乱丢(金融交易凭条、银行

卡和旧手机)，不乱晒(信用卡卡号信息)，不乱点(可疑链接、来历不明的二维码等)。
2.不盲目攀比，不贪图享乐，纠正超前消费、过度消费和从众消费的错误观念，合

理安排生活支出，做到勤俭节约、理性消费、科学消费。
3.天上不会掉馅饼，对广告中的“免费”“优惠”“打折”要多留一份心眼、多打几个

问号，了解金融常识，增强防范意识，有问题向银行等正规机构咨询。
4.妥善保管好您的银行卡账户、网银盾、身份证号、手机号等私密信息，不设置简

单密码，不要借予他人使用，不随意在网上填写，使用时银行卡不离视线，遮挡好密码
以防调包及偷窥。

5.理性选择与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正规金融理财产品，不轻信、不贪利，培
养良好的投资理财习惯，提高识别风险的能力。

6.使用电子银行交易的手机、电脑要安装专业杀毒软件。
金融诈骗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受害者应当

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留存好报案凭证，并及时
向相关金融机构寻求冻结账户等帮助。总之，大
家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盲目相信高收益和一
夜暴富的神话，牢记要选择正规渠道和产品，坚
决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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