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四节气邮票之冬至
□ 赵楚辉

“冬至”是二十四节气的第二十二个节气，
表示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是一年中白天最短
之日，过了冬至，白天逐渐变长，是大吉之日，俗
话说冬至大如年，是祭祖、家庭聚餐的好日子。

画家釆用中国画的传统工笔勾色画法 ，
人 物 形 象 生 动 ，富 有 浓 郁 的 家 庭 生 活 气
息 。 整 幅 画 以 白 色 为 主 色 ，加 上 妇女、孩子
的衣服色彩入画，桌子上绿色小摆件，构成和
谐温馨的色调，营造出一派祥和的小康家庭生
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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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忠

何忠（？－1426 年），字廷臣，湖广江
陵人，永乐九年（1411 年）二甲第四名进
士，同科状元萧时中，榜眼苗衷，探花黄
旸。同科二甲赐进士出身共三十二名，
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共四十九名。史料
记载，何忠担任过监察御史，《明史》评
价他“廉慎，人莫敢干以私”。

永乐十九年（1421 年）四月初八，落
成不到四个月的紫禁城被雷电劈中，奉
天、华盖、谨身三个宫殿同时发生火灾，
营建了十三年的北京新宫被烧。这件
事对明成祖朱棣产生了震动性的影响，
他甚至怀疑自己的治国理政有什么问
题，因而导致天怒人怨。

四月初十，明成祖给文武群臣下了
一道诏书，要求大家直陈皇帝的过失，
做到尽言无隐。四月十三日，朱棣又诏
令停止一切不便于民众、不是当务之急
的工程，而且免除永乐十七年（1419 年）
之前拖欠的税粮、课程、盐课、马革，免
除永乐十八年（1420 年）受灾地区的粮
草。对于四月十七日的万寿节，也停止
朝贺。

在这次事件中，何忠因为言事不
当，而忤逆明成祖朱棣的旨意，被外放
政平州（今属越南）担任知州。后来，何
忠又被政敌所陷害，于宣德元年（1426
年）去世，谥号忠节。

傅启让

傅启让（1386 年－？），字仲礼，湖广
石首人，永乐十年（1412 年）三甲第九名
进士，同科状元马铎，榜眼林志，探花王
钰。同科二甲赐进士出身共三十九名，
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共六十四名。

文献记载，傅启让先后担任都察院
观政进士、河南按察使佥事。《明史》评

价他“清慎有为，吏畏民服。”傅启让上奏治理黄河，
并获朝廷批准，然后亲率开封府二十一县民工一万
三千人，历时一年，垒筑坚固河堤四百余里，中州百
姓称之为“傅公堤”。

河南长葛曾经发生教谕吴晋被劫财谋杀案件，
时过多年也未破案。傅启让到任后微服私访，查实
此案是官员胡昭所为，便搜集和展示相关证据，使
得胡昭认罪伏法，在官场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老百姓拍手叫好。

傅启让后升任陕西按察司副使、大理寺少卿，
《明史》评价他“谳议公平”。傅启让对家乡有着十
分深厚的感情，曾参与《石首县志》修编，亲自撰写
《明宣德三年〈石首县志〉序》。宣德六年（1431 年）
傅启让赴浙江督饷催税，返回京城时感染风疾，从
此致仕。

喻守初

喻守初（1555 年－1623 年），字秉吾（一字元
慎），号东维，湖广石首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
三甲第十八名进士，同科状元黄士俊，榜眼施凤来，
探花张瑞图。同科二甲赐进士出身共五十七名，三
甲赐同进士出身共二百三十八名。

文献记载，喻守初曾任河间府（今属河北）推
官，《明史》评价他“廉慈明允，著声三辅”，到任仅仅
数月时间，就平反被枉判的死刑犯七人。万历四十
一年 （1613 年）补任直隶永平府司理，又为数十名
被判死刑的人犯洗清不白之冤，被誉为“喻青天”。

喻守初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 年）任兵部车驾
司主事，泰昌元年（1620 年）任兵部车驾司员外郎、
兵部车驾司署郎中。万历四十二年（1614 年）至天
启二年（1622 年），喻守初参与万历皇帝和泰昌皇
帝的“山陵之役”，对定陵和庆陵事务“督理一切，仪
从器仗，劳俸既深。”

天启二年（1622 年），喻守初任山东布政使司
右参政，参与歼剿“白莲教”首领徐鸿儒，负责督理
粮运，以致辛劳成疾，因此受到明熹宗朱由校的嘉
奖，诰封三品。次年病逝于官署，是明代石首二十
二位乡贤之一。

喻上猷

喻上猷（1602 年－约 1645 年），字治伯，号翠
浦。湖广石首人，崇祯四年（1631 年）三甲第一百
八十名进士，同科状元陈于泰，榜眼吴伟业，探花夏
曰瑚。同科二甲赐进士出身共六十七名，三甲赐同
进士出身共二百七十九名。

文献记载，喻上猷曾任四川仁寿、富顺知县，崇
祯十年（1637 年）授兵科给事中，崇祯十一年（1638
年）任御史，巡视“北直隶顺永保河”，上疏奏章九
份。次年巡视卢沟桥和中城，上疏奏章七份。崇祯
十五年（1642 年）升授资德大夫、正治上卿，其妻姚
氏诰封二品夫人。

1642年，左都御史刘宗周弹劾喻上猷“居乡不
简至短丧起复，为名教所不容。”当年十二月，起义军
攻克荆州，喻上猷归顺李自成。1643年正月任吏政
府左侍郎，领尚书职。当年十月，随李自成进兵关
中。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建国。正月初
三，喻上猷改任兵政府左侍郎，领尚书职，三月实授
兵政府尚书。三月十九日，随李自成进入北京。
1645年三月，喻上猷以“自请回乡号召士民，共保大
顺”之名，脱离李自成，回到石首，在家乡去世。

张纯

张纯，字志忠，生卒年不详，湖广江陵人，永乐
十九年（1421 年）三甲第七名进士，同科状元曾鹤
龄，榜眼刘矩，探花裴纶。同科二甲赐进士出身共
四十九名，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共一百四十九名。

文献记载，宣德元年（1426 年），张纯任都察院
监察御史，上任不久，因其母亲去世，辞职回老家丁
忧二十七个月，之后又在家乡闲居数载。

明英宗朱祁镇正统年间（1436 年－1449 年），
张纯在官场复起，先后担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南
京督察院右都御史。

永乐年间（1403 年－1424 年），明成祖朱棣迁
都北京后，南京督察院得以留置，职能与北京都察
院相同，但只设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右佥都御史
各一人，不设左职。

景泰五年（1454年），明代宗朱祁钰擢升张纯为
兵部尚书，参与和协助管理南京守备的机要事务。

二十四节气与荆州习俗

但明伦与但明伦与荆州荆州
□ 谢 葵

但明伦（1782 年-1855 年） ，字天叙，
号惇五，一号云湖，贵州广顺（今长顺县广
顺镇。广顺在宋朝为金竹寨，元时为金竹
府，明洪武四年（1371 年）改建为金竹长官
居 司 ，八 年 升 金 竹 安 抚 司 ，万 历 四 十 年

（1612 年）改土归流，为广顺州，民国初年
废州置县，1941 年与长寨县合并为长顺
县）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进士。授
翰林院编修（后来但明伦之子但钟良也考
中进士，任翰林院检讨，长顺县有“父子两
翰林”的佳话），历任御史、湖南省、浙江省
乡试主考官和会试同考官。道光六年
（1826 年），任湖南岳常澧兵备道，道光十
年（1830 年）赈洞庭湖大水灾，功绩显著。
但明伦起步虽晚，仕途还算顺利。道光十
三年（1833 年），任山西河东道，因擒白莲
教余部有功擢山东盐运使，接着就以失察
被降级，署荆州襄阳盐法道，补郧阳府知
府。道光二十年（1840 年），因荆州知府
任上抗洪得力，擢江苏常镇通海道。道光
二十二年（1842 年）二月升任两淮盐运使，
驻扬州。

同年六月十四日，英军攻占镇江。
镇、扬州相距仅四十里，一江之隔。扬州
商人发起献金求和活动，但明伦用公款代
为垫付三十万，扬州得以保全。英军放过
扬州，却直逼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南京
条约》，但明伦被革职。十年后，咸丰三年
（1853 年）二月，太平军攻打扬州，但明伦
欲再度赎城，结果扬州失陷，他被发配新
疆，此时他已年过七十，经左副都御史雷
以諴缓颊，得暂留清江浦帮办防务，戴罪
效力。两年后病逝。

使但明伦名垂青史的是另外两件
事：一，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他曾资
助同年胡达源之子胡林翼捐官知府，最
终成为晚清“中兴名臣”。二是评点《聊
斋志异》。但明伦文学造诣颇深，他心系
桑梓，情见于诗。如咏“广顺八景”之
《南湖秋月》：波光不在湖，月光不在天。
空明四无碍，一镜双蝉娟。灼灼吐华姿，
何处容云烟。对此发清兴，追和南楼篇。

又如《天马呈图》诗云：雄城面离南，
群峰四回互。河流绕其前，湖波清不涸。
图画俨天成，仿彿龙马负。广顺锡嘉名，
千秋保富庶。

他著有《治谋随笔》《升沈功记录》《读
史管见》《升沉功记录》《资治通鉴观要》、
《耕织器具图说》《白云山古迹考》《广顺州
志稿》《聊斋志异新评》等。特别是后者，
见解独到，是文学史上的经典点评之作，
迄今盛行不衰。

但明伦任荆州知府，是由于林则徐
力荐。

道光十八年二月十三（1838 年 3 月 8
日），林则徐上《但明伦堪胜任知府摺》
（《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第 521页）。

兹查湖北试用知府但明伦，现年五十
二岁，贵州广顺州人，由嘉庆己卯恩科进
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职编修。道光五
年补陕西道御史……十七年正月十六日
掣签，今以掣签之日起，至道光十八年正
月十六试用一年期满。器局开展，才识优
长，历经委办事件，均能实心经理，并因黄
州之武穴一带私盐出没要隘，专委督缉疏
销，尤能不避怨嫌，扫除积弊，实为得力可
靠之员。应请俟遇有繁简知府缺出，照例
拟留题补。

中国古代曾以为官的年资长短作为
选拔标准。唐代设长名榜，对任官资格有
更加详细的规定。至明万历年间，采用掣
签授官。掣签，即通过抽签来决定某人授
予某缺。此法一直沿用至清末。

道光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1838 年 5
月 19 日），林则徐又上《委王若闳护荆宜施
道、但明伦署荆州知府摺》（《林则徐全集
第三册 奏折卷》1131 页）：

查有荆州府知府王若闳，在荆多年，
情形熟练，堪以护理道篆。所遗荆州府知
府篆务，查有候补知府但明伦，明练公勤，
堪以往署。除分饬遵照外，所有委员护道
署府缘由，谨合词恭折具奏。

所谓“署理”，即代理。“护理”，即低级
官员兼任高级职务，相当于破格提拔。但
明伦在《来福寺碑记》中说“权守是邦，兼
权本路观察”。权守，就是暂时代理太守，
太守是知府的代称。“兼权本路观察”，指
荆宜施道。

他没有辜负林则徐的举荐。
道光二十年（1840 年）夏，长江暴涨，

洪水超过堤防达一尺多，对荆州城形成
巨大威胁。但明伦慷慨激昂地喊道：“堤
决则荆州不保，吾必以身殉之。”一时群
情振奋，经过三日的艰苦奋战，大堤终于
修复。

但明伦任荆州知府的时间不长，仅留
下一篇《来福寺碑记》，载于《万城堤志》
（2002 年湖北教育出版社第 247 页）。《光绪
荆州府志》（2006 年湖北人民出版社，第
795 页）卷二十八《寺观》载：“来福寺，在中
方城堤，道光二十八年，知府但明伦建。”

“二十八年”当为“二十年”之误。中方城，
今名张家倒口，在荆江大堤桩号787+700
至 787+900处。

附：来福寺碑记
万城堤者，荆州全郡之屏蔽也，俯翼

郡城为唇齿。堤绵亘二百余里，大抵鳞次
栉比，皆扼江之冲云。今年夏，余权守是
邦，兼权本路观察。

六月中旬，江流骤涨，逼万城堤下 。
官民各工以险告，城中文武诸君分驰保
护，余则择险要者任之，仍往来董率。二
十日，中方城堤报险。驰视之，则内堤已
坍丈许，下有漏孔，大可二三寸。疾加填
筑子堤，忽横裂成缝者数处，表里洞彻。
江水入啮之，已舂撞有声矣。内堤漏孔益
刷宽二三丈，水喷激如箭，色浑而夹沙，势
横溢不可遏。俄而老子堤相继颓圮者二
十余丈，与江水平。急率众役，以土益增
筑于其外，凡两昼夜间，始高出水面。

方惶遽间，内海面同时倏陷数坑，潭
水突射如箭。孔此塞则彼涌，此筑则彼
陷。或曰：“殆蛟龙异物凭焉！”或曰：“此
泉脉也。”霖雨又继之，积旬不止。皆相视
失色，村民狂走号哭欲去。唯幸此日无
风，新筑处俄陷一坑，始知内渗所由。募
人探之，得其实，急下絮、豆塞之，内渗始
绝，外筑者亦坚实，堤卒以全。皆称为万
城堤数十年无此险者！

事平，吏民议曰：“堤之全，非独人力，
盖亦有神助焉。按，万城来福寺旧祀真武
大帝，基宇甚隘，曷建中方城？又兹郡者
圣帝昔尝治焉。灵爽凭依，最为赫耀，御
灾捍患，屡著奇绩，曷并崇祀，用昭呵护？”
众咸以为然。自官吏至居民，相与捐鏹成
之，以壮庙貌，答灵貺焉。

夫不测之谓神，不可遣之谓神，其与
人 心 相 感 通 ，则 捷 若 桴 鼓 者 ，惟 诚 而 已
矣！方护堤之际，危在呼吸，张皇补葺，罅
漏百出，无智愚皆谓万难全济。即事后思
之，未有不心悸目眩、手脚失措者也。而
卒能迥狂澜于既倒，此非神之为之，而谁
为之耶？或谓神之于人，仁爱至矣，曷不
镇定于事先，乃从其阽危而拯之乎？不知
诚不积则感不孚，诚不至则应不捷。必待
其忘身捍救，智勇俱竭，至于呼号有厉，始
起而援之。然后人之事以尽者，神之事以
著。尽也者，尽此诚也；著也者，著此诚
也。其不测而不可遗也如此。

夫自兹以往，尤愿吏于斯者，无忘畚
鍤之事，上下一心，日望其昭，格于陟降。
则神之祐之，如响斯赴，千万年乐利之庥，
庶长保无穷也已。

僚属请余以文纪之，因推明感召之理
盖如此云。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琯动浮灰。
冬至，是一个按照天文划分的节气。

冬至时节，阴气极盛，阳气萌动而新生，古
人称之为“阳生”。唐代诗人杜甫的《小至》
一诗，用“刺绣”添线与“吹葭”“浮灰”的细
微变化，告知冬至时节，天气日渐回暖，白
日渐长，春天就快到来了，非常生动传神地
展现了严冬孕育春色的独特景象。

“大雪后十五日，斗指子，为冬至”。
《通纬·孝经援神契》中说，“十一月中，阴
极而阳至，日南至，渐长至也”。《月令七十
候集解》云：“十一月中，终藏之气，至此而
极也。”对此，南京气象学院教授冯秀藻的
解读是，冬至表示，最寒冷的冬天快要到
来。其中，“冬至”的“至”，是表示“极致”
的意思。正如杜甫《至后》诗句所云，“冬
至至后日初长”，太阳在冬至日里几乎是
直射南回归线。此时，在我国的绝大部分
地区，均处于白昼时间最短、黑夜最长的
一天。冬至过后，太阳东升西落的日照时
间开始一天长过一天。

冬至，是中国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制
定出来的节气，为每年阳历 12月 22日或
者 23日。古人认为，冬至寓意着阴阳交
替。早在 2500 多年前，古人就已经用土
圭观测太阳，测定出了冬至的具体时
间。汉代《淮南子》中就有“日冬至则斗
北中绳，阴气极，阳气萌”的说法。《湖北
民俗志》里说得更加清楚，“阴极之至，阳
气始出，日南至，日短至，日影长之至，故
曰冬至”。冬至过后，天气进入最为寒冷
的时期。因此，民间有着“冷在三九”的
说法。

冬至，既是兼具自然与人文两大内涵
的重要节气，也是中国民间传统祭祖节。
冬至是四时八节之一，被视为冬季的一大
节日。先秦时期，以冬至为岁首，称之为

“过小年”。魏晋六朝，将冬至称为“亚
岁”。 汉代，称冬至为“冬节”。自唐宋
起，冬至与岁首并重。南宋孟元老的《东
京梦华录》中说，“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
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
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 ”。
据历史文献记载，冬至祭祀，源于周朝。

《周礼春官·神仕》里说：“以冬日至，致天
神人鬼。”周代以农历冬十一月为正月，以
冬至为岁首过新年。每逢冬至日，天子都
要离开皇宫，到郊外举行“郊祭”大典。所
以，冬至是一年当中仅次于年节（如春节、
端午、中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直
到汉武帝采用夏历后，才把正月和冬至分
开。因此，汉代以来就开始过“冬至节”。
自隋唐起，冬至节庆活动在民间开始盛
行。人们往往在这一天举行各种民俗文
化活动，以表达庆贺秋收冬藏的喜悦。于
是，古代的冬至节也如同今天的春节一
样，全国放假。《后汉书》中说，“冬至前后，
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
而后省事”。

南怀瑾先生曾经说过，冬至就是“活
子时”。的确，“一阳初动”，带来了生命的
春意。而冬至三候，也与其他节气完全不
一样，就说“一候蚯蚓结，二候麋角解，三
候水泉动”吧，不都是阴阳交替时的独特
现象吗？

“子月生一气，阳景极南端。”阴寒达
到极致，阳气开始上升，“冬至三候”就是
初生阳气带来的新变化。不过，对于冬至
三候，无论是“蚯蚓结”，还是“水泉动”，荆
州人大多很难感受到，只有“麋角解”，才
有可能直观地感受。因为，在石首长江故
道天鹅洲里，生活着世界上最大的野生麋
鹿种群。冬至时节，人们在天鹅洲麋鹿保
护区里，常常可以见到麋鹿“解下”的角。
麋与鹿同科，但阴阳却不相同。在古人看
来，麋为阴，角朝后生，冬至日阳气生，麋
鹿感觉到阴气渐退，便“角解”了。我们从
荆州博物馆里看到，早在两三千年以前楚
人就是用这些麋鹿解下的角，装点了那些
独具楚国特色的镇墓兽。至于“蚯蚓结”
和“水泉动”，无论是一阳初动，冰冻的水
泉暗流涌动；还是阳气虽出阴气仍重，蚯
蚓并没有能完全舒展开来，都与阴极转阳
的气候有关。只是，常人难以观察罢了。

“十一月冬至曰，作赤豆粥。”《荆楚岁
时记》里不但记载了荆楚冬至时的习俗，
还告诉我们，是因为“共工氏有不才子以
冬至日死，为人厉，畏赤小豆，故作粥以禳
之”。 显然，南朝荆州刺史宗懔在书中记

下了这个流传于江南的民间传说。原来，
与楚人先祖火神祝融不合的水神共工，有
一个作恶多端的儿子，死于冬至日后，变
成疫鬼继续残害百姓，但这个疫鬼非常
怕赤豆。于是，楚人便在这一天吃赤豆
粥，用以驱避瘟鬼。《楚国风俗志》里说，冬
至日吃“赤豆粥”，可能源于楚人习俗。
对此，宋代记载时节民俗的《岁时杂记》
里也说，“冬至日以赤小豆煮粥，合门食
之，可免疫”。

冬至日的习俗，因地域不同而各有差
异。北方地区，有着冬至日吃饺子的习
俗。而在南方，则有着祭祖、宴饮的习
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冬至时节的民间
习俗在荆楚大地逐渐呈现多元化，形成了
比较独特的节令食文化。在荆州，冬至时
节食用的主要有汤圆、馄饨、饺子、赤豆
粥、黍米糕等。比如，荆州至今仍有做“糯
米冬至团”的习俗。即在冬至日，淘洗糯
米，磨浆沥干，制作“沉（读去声）浆”，也就
是汤圆。荆州人先用汤圆祭祖、祭灶，然
后全家人共同分享，并赠送亲朋好友。对
此，《中华全国风俗志》里也说，“冬至早
晨，将所制糯米食品，用红糖拌匀，祀神祭
祖之后，合家分食”。因而，古人有诗云：

“家家捣米做汤圆，知是明朝冬至天。”可
见，“糯米冬至团”在古代的盛行。

冬至，其实还是饮食进补的最好时
间。荆楚一直有煨冬至汤的习俗。而在荆
州，民间有冬至时节喝羊肉汤的习俗。相
传，汉高祖刘邦在冬至这一天吃了樊哙煮
的羊肉，觉得味道特别鲜美，赞不绝口。从
此，在民间形成了冬至吃羊肉以及各种滋
补食品，以求来年有一个好兆头。

都说“冬至大如年”，古时候，冬至的
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每到冬至
日，在外的游子都会回来与一家人团聚，
热热闹闹吃顿团圆饭。难怪唐代诗人白
居易在这个“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日子
里，一个人客居在邯郸驿站里，当他夜晚
站在窗前，遥望着深邃的夜空时，一股浓
浓的乡愁油然而生，奋笔写下了《邯郸冬
至夜》一诗：

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
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冬至：阳气初生春又来
□ 张卫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