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四节气邮票之大寒
□ 赵楚辉

二 十 四 节 气 的 最 后 一 个 节 气 就 是“ 大
寒”，处于“三九”“四九”时段，寒潮南下频
繁。大寒在岁终，大寒一过，又要开始新的一
年节气的轮回了。

邮票“大寒”是二十四节气邮票中的收官
之作、二十四节气邮票就此大团圆。画家釆用
传统工笔勾色画法，画中雪中红梅笑傲冰雪，
寥寥数笔、生动传神。人物均着蓝色衣袍，头
戴白色帽子披肩。用色单纯，冷色调突出梅花
的红和雪花的白。儿童手中花瓶的天蓝色协
调色彩，可谓画龙点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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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与荆州习俗

大寒：四季轮回梅柳芳
□ 张卫平

明代荆州籍进明代荆州籍进士略考士略考（（十十））
□ 余大中

郑宗古

郑宗古，生卒年不详，湖广石首
人，嘉靖二年（1523 年）二甲第八十六
名进士。同科状元姚涞，因“大礼议”
之争失势，受廷杖、下诏狱。同科榜眼
王教，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同科探
花徐阶嘉靖年间官至内阁首辅大臣。
同科二甲赐进士出身共一百四十二
名，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共二百六十五
名。同年还有一位湖广石首县的进士
刘钦顺，为三甲第二十名，在石首传为
美谈。而且，郑宗古与郑宗载是堂兄
弟，皆为郑镐族孙，石首郑氏一族，在
明代先后中进士三人，十分荣光，传颂
至今。

郑氏族谱主编郑明灯撰文提供的
资料显示，郑宗古的亲弟弟郑宗正，亦
是嘉靖年间“岁进士”，担任河南汝宁
府光山县教谕。古代“岁进士”虽然不
是殿试进士，但却是对于岁贡生的雅
称。郑氏族谱记载，郑宗古、郑宗正的
父亲郑月窗，也是“岁进士”，诰封奉政
大夫，母亲王氏先赠安人、加赠宜人。
年幼时郑宗正比哥哥的智商高，有过
目成诵的本领。而郑宗古不读数百遍
记不住一个字，凡读经书都以三百遍
为准。但最终郑宗古以钝质成为进
士，说明勤奋刻苦比天分更加重要。
正如郑氏族谱所载：“凡读书之子，毋
以钝质自弃，毋以敏质自恃，使钝质如
古祖之勤学，则大功大名可以人定胜
之。使敏质无正祖之安静，即小功小
名且亦无所成矣。”郑宗古中第后，初
任河南清吏司主事，再任清吏司郎
中，三任广东韶州府知府，四任贵州
大参政。

曹大咸

曹大咸（1555 年－1613 年），字元
和，号冀野，湖广江陵人，万历十四年

（1586 年）三甲第一百七十二名进士。
同科状元唐文献，榜眼杨道宾，探花
舒弘志。同科二甲赐进士出身共六
十七名，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共二百八
十一名。

文献记载，曹大咸历任盐城（今

属 江苏）、山阳（今属陕西商洛）知县，
礼 科 给 事 中 。 万 历 二 十 五 年（1597
年），翰林院编修焦竑出任顺天乡试副
主考，为录取举人曹蕃等九人，被曹大
咸等人弹劾，焦竑贬官福宁州（今属
福建）。

曹大咸与吏部尚书赵南星关系密
切。赵南星是“东林党”首领之一，主
张讽议朝政，评论官吏，廉正奉公，振
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
对权贵贪纵枉法。其主张遭到宦官魏
忠贤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东林
党”与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斗争十分
残酷。最终，赵南星为“阉党”所陷害，
被发配代州（今属山西忻州）。受赵南
星案件牵连，曹大咸也被罢官去职。

萧毅中

萧毅中，字元衡，生卒年不详，湖
广公安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三
甲第二百零七名进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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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毅中初任安福（今属
江西吉安）知县，升监察御史。天启年
间，宦官魏忠贤因受朱由校宠爱而得
以擅权。萧毅中不畏权贵，抗疏廷争，
得罪了魏忠贤，被罢官去职，在家闲
居。天启七年（1627 年）魏忠贤上吊
自杀。

崇祯二年（1629 年）“阉党”被尽数
逐出。崇祯三年（1630 年），萧毅中重
返官场，任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南
赣巡抚全称是“巡抚南赣汀韶等处地
方提督军务”，设立于弘治八年（1495
年），管辖区域为江西赣州、南安、建
昌，广东潮州、惠州、南雄，福建汀州，
湖广郴州。主要职责是缉盗剿贼，安
抚流民，维护治安。萧毅中巡抚南赣，
尽职尽责，指挥得当，威震一方。

程万里

程万里（？－1483 年），字道远，湖
广华容人，潘荣胜主编《明清进士录》
注明今属湖北监利，天顺元年（1457
年）三甲第一百零六名进士，擢吏科给

事中。明代给事中分吏、户、礼、兵、
刑、工六科，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并监
察六部，纠弹官吏。吏部是管理官员
的，吏科对应监察吏部，属于监察管官
的官。后升都给事中，就是六科的长
官，掌管侍从、规谏、稽察、补阙、拾遗
等事务。

程万里后来担任通政司左参议，
进右通政。通政司是朝廷收受、检查
内外奏章和申诉文书的机构。程万里
曾经管理易州（今属河北易县）山场，是
官府设置的采伐和贮存柴炭的机构。
成化十一年（1475 年）从宫内传出皇帝
圣旨，程万里升户部右侍郎。成化十三
年（1477 年）上书自陈，请求致仕退，明
宪宗朱见深不予批准，调任南京工部右
侍郎。但由监察御史弹劾其追逐名利，
程万里因此离开官场，成化十九年
（1483年）六月因病去世。

刘本仁

刘本仁，当代学者“石首喻家碑”
记载，其家谱作刘秉彝，生卒年不详，
湖广石首人，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
二甲第十四名进士，生平事迹待考。

同科状元张信，官至侍读学士，洪
武三十年（1397 年）二月会试，以翰林
学士刘三吾、王府纪善白信蹈主持丁
丑科殿试后发榜，是为“春榜”，状元是
陈桉，共录取五十一名进士，全系南方
人，故称“南榜”。北方人一名未取，为
历科所不见。会试落第的北方举人联
名上书，告考官刘三吾、白信蹈。朱元
璋命张信等十二位翰林、侍讲复阅试
卷。在复卷过程中，有的同僚主张更
换几名，以迎合朱元璋旨意；张信阅卷
后，坚持维持原取。朱元璋震怒，下令
刘三吾戍边，张信等弃市处死。

同科榜眼景清、探花戴德彝，二甲
赐进士出身共三十一名，依次为胡嗣
宗、吴仲贤、胡成、陈滋、王耇、石允常、
唐泰、施谊、项询、蒋资、彭泰、李思聪、
彭汝舟、刘本仁、任勉、黄绍烈、郑隆、
王中、张宗政、高泽、康彦民、钟亮、沈
良、汤震、周钧、金桓、夏遂禄、张真、万
文昭、李广祐、彭德，另有三甲赐同进
士出身共六十六名。

平 明 羸 马 出 西 门 ，淡 日 寒 云 互 吐
吞 。 醉 面 冲 风 惊 易 醒 ，重 裘 藏 手 取
微温。

大寒，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素有
“三九四九冰上走”之说。不过，无论
天气怎么寒冷，仍有“诗与远方”。这
不，宋代诗人陆游穿着御寒的“重裘”，
藏着手，打着酒嗝，于大寒时节“出江
陵西门”去穷游了。

大寒，十二月中，是二十四节气中
最后一个节气。“寒气之逆极，故谓大
寒”，是天气寒冷到了极点的意思。《授
时通考·天时》引《三礼义宗》：“大寒为
中者大寒，上形于小寒，故谓之大。”古
人将农历十二月称之为大禁月，“大寒
须 守 火 ，无 事 不 出 门”。大寒的三候
是，一候鸡始乳；二候征鸟厉疾；三候
水泽腹坚。过了大寒，四季经过了一
个轮回，大地即将回春。此时，母鸡
开始产蛋；鹰隼之类的征鸟，盘旋于
空中寻找食物，以抵御最后的严寒；河
中的冰，已冻至水中央且非常坚硬。

在天 气 极 寒 的 大 寒 时 节 ，没 有
空调的古人竟靠一幅“消寒图”怎能
消寒？于是，就有“ 绿 蚁 新 醅 酒 ，红
泥 小 火 炉 ”来“守火”。此时，“ 窗 外
正 风 雪”，唐代诗人白居易与杜牧不
约而同地“ 拥 炉 开 酒 缸 ”，用这火一
样的液体来抵御漫漫寒冬。正如清
代 文 学 家 张 潮《幽 梦 影》中 所 说 ，

“ 冬 雨 宜 饮 酒 ”。要不，元朝诗人方
回就不会也在诗中大喊道，“大寒岂
可无杯酒”。

“大寒”，最主要的民间习俗就是
小年祭灶神。小年，是大寒时节里最
重要的年节。民俗专家认为，小年祭
灶的习俗，源于中国古老的火神信
仰。文献记载表明，古人最早祭祀的
灶神是火神祝融。《礼记·月令》：“孟
春 之 月 ，其 帝 炎 帝 ，其 神 祝 融 ，其 祀
灶，祭先师。”《荆楚岁时记》中也非常
明确地说，“其 日 并 以 豚 酒 祭 灶 神”。
对此，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在
《五经异义》里的解释是，“颛 顼 有 子
曰 黎 ，为 祝 融 ，火 神 也”。祝融因“行
火正”有功，受到人们的景仰，逐渐被
尊崇为火神和灶神。荆楚的小年祭

灶，祭祀的是楚人先祖祝融。可见，
楚人的春节系列活动，首先是从祭祀
灶神拉开序幕的。早在远古时代，人
们以十二星次之一的大火星在天空
中的位置来判别季节的变化，于是产
生了腊祭这样一个古老的节日。《楚国
风俗志》里说，祭灶神的习俗，是“由楚
人的六月祭火神兼祖神祝融的庆典转
化而来的”。至于祭灶的具体时间，流
传最广泛的说法是，北方腊月二十三，
南方腊月二十四。其实，从《湖北民俗
志》里的记载来看，就连湖北一地祭灶
的时间也不统一，荆州一带是腊月二
十四，鄂西北则如北方一样是腊月二
十三了。

“每年都过小年节，晚上净身敬灶
爷。”旧时，小年就是“祭灶日”。腊月
二十四，荆州民间家家户户都要祭灶，
各地习俗相差无几。比如江陵、沙市，
小年当天要打扫厨房，贴上“上天奏好
语，下地降祯祥”的对联和“灶神骑马
上天”的画，晚上设香案于灶前，燃烛
点香置一碟灶糖及一把高粱梗制作的
扫帚，进行祭祀。松滋、石首、洪湖、监
利等地当天在打扫了厨房卫生后，要
用新泥泥灶膛，晚上在大门上挂灯笼，
陈列供果，举行祭祀仪式。对此，清代
荆州文人刘成垣用一首《醉司命》，生
动地描述了荆州民众祭灶时的情形与
心态：“邻家爆竹闹如雷,司命闻香下马
来。草料一盘糖一碟，檀条三柱酒三
杯。白酒豆腐无余味，黄纸灶书有烬
灰 。 今 夜 劝 君 多 吃 醉,莫 将 过 恶 奏 天
台。”

古 人 有 诗 云 ，“ 每 逢 佳 节 倍 思
亲 ”。小年，既是“祭灶节”，还称为

“小除夕”“小年节夜”、“小年夜”和“交
年”，其主题理所当然的也是团圆。所
以，荆州民谚说，“腊月二十四，家家小
团圆”。在中国的传统节日里，吃，从
来都是永恒的，历来就有小年“吃坏吃
好，一人不少”“有吃无吃，团圆一席”
之说。在荆州，过年的团圆饭，始于
腊月二十四。这天，一家人必须在一
起吃团圆饭。过去，荆州时兴小年吃
圆灶饼，吃了甜甜的圆灶饼，预示着
新的一年里甜蜜与幸福。作为春节

的前奏，小年还开启了年底的大扫
除，谓之“小年忙死人，家家扫扬尘”。
扫扬尘，就是扫尘，荆楚又称为“打埃
尘”“扫年”“掸尘”“除尘”“扫房”等
等。除了扫扬尘，荆楚还有“洗邋遢”
的习俗。从过小年开始，家家户户要
把 床 单、被 子 、枕 套 及 脏 衣 服 洗 干
净。大人小孩还要在年前洗头、洗澡
和理发。

大寒节气，时常与岁末时间相重
合，因此充满了喜悦与欢乐的气氛。
民俗学者认为，大寒与小年相连，是迎
接新春的一个重要步骤。春节，是一
年中持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最重
要的节日。小年一过，迎新春的准备
就开启了，荆楚最重要的民间习俗当
是赶集办年货与杀年猪、炒腊锅了，这
是荆楚地区腊月里最为壮观的备年货
场面。

过去，从“大寒”开始，荆楚家家户
户都要杀猪，准备过年。大家在房前
场地上垒起柴灶，架上大铁锅，劈柴烧
水，宰杀年猪，还要请亲朋与邻居捧场
喝杀猪酒。猪杀了，肉腌了，人们开始

“炒腊锅”了。荆楚地区“炒腊锅”的场
面，与吃杀猪饭一样热闹，腊锅里“炸
炒”的主要有豌豆、黄豆、细豌子、花
生、阴米、米子，以及红苕片、年糕片、
米子糖。那时，家家户户热热闹闹，大
人围着锅灶转，小孩围着簸箕转，忙着

“炒发”与“抢食”。如此欢快的情景，
大多都留在了记忆深处。不过，如今
在一些机构组织的“年货大赶集”中，
还能依稀感受到过去杀年猪、炒腊锅
的热闹场景。

“过了大寒又一年！”正如俗话中
所说，物极必反。当极寒天气在大寒
到达顶点之后，萌动的阳气开始呼唤
着春天的到来，迎接新一年的四季轮
回。也许，唐代诗人元稹正是从“大
寒”的寒气之中，感知到了久违的春
天 气 息 ，便 在 关 上 门 来“ 炭 温 ”“ 腊
酒”，在自饮了满满一大樽酒后，吟诵
起自己廿四节气诗之《大寒十二月中》
的诗句：

冬与春交替，星周月讵存。
明朝换新律，梅柳待阳春。

洪湖市乌林镇有个水府村，前枕滚
滚长江，后倚滔滔内荆河，是闻名遐迩的

“洪湖岸边教师村”。关于“水府村”的来
历，还隐埋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
事。当年的水府，北距“乌林寨”约 3.5公
里，在三国乌林古战场中，占据着十分显
赫的位置，是当年曹操水兵指挥作战的

“水军都督府”所在地，也是“火烧乌林
寨”的源头。

话说东汉末年，曹操破黄巾、擒吕
布、灭袁术。建安七年（202 年），又破袁
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至
此中原平定，北方扫平。然而东吴孙权，
不听“遣子入朝随驾”的“圣谕”，曹操于
建安十三年（208 年），亲率 83万人马，声
势浩大下江南，意欲饮马长江，踏平东
吴，一统天下。

据史料所载，当时水府村直面长
江。现在的叶、王、胡三洲均为江域，因
此江宽水阔，烟波浩渺，有“七里三分江”
之说。《胡氏族谱》中亦有记载。若从老
官庙村向北延伸至江嘴村作弦，则水府
村处在从茅埠、周坊、铁桥、李桥、水府、
桥口、香山等村连成的巨大弓背上，相传
就是原来的老江堤，在此形成约 20平方
公里的天然港湾。这里水势平缓，波澜
不惊，极利水军驻扎、操练。

当年的水府，南距黄盖湖周瑜水寨
约 10公里，是军事战略要地。加之当地
村民纯朴善良，对人真诚

劝导站热情，主动出人出船帮助训
练北方的“旱鸭子”水兵，因此赢得曹军

将士的尊崇。村东尽头有一块突兀的高台，地势平坦，据
说是当时修筑江堤的“指挥部”旧址。善于用兵的曹操认
为是上天恩赐的军港要地，

急命士兵运土增宽加长。在错杀了水军都督蔡瑁、
张允后，于众将内挑选毛玠、于禁为水军都督，在此建“水
军都督府”，拱卫“乌林寨”，防御东吴水军进犯；同时便于
停泊操练。水寨“向南分二十四座门，皆有朦航战舰，列
为城郭，中藏小船，往来有巷，起伏有序”。

驻扎在水府的曹操水军，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且乐
意为民谋福祉。据传初冬时节，有一聂姓少妇临盆分娩，
久产不下，众人惊慌失措，稳婆也无计可施，眼见大难将
临。其丈夫念着平时与曹军官兵之好，飞奔至水军都督
府求助，获准请来随军郎中，经过助产急救，化险为夷，母
子平安，其家人千恩万谢，传为佳话。此后大凡村中老幼
患病，郎中也随请随到，及时医治，且分文不取。

人们不禁疑窦顿生：曹操兵多将广，士气高昂。天时
地利人和为居首；武略文韬智广操占全。为何一夜之间
折戟沉沙，败走华容呢？这得从孔明祭东风说起。周瑜
根据孔明要求，在南屏山建七星坛，欲借东南大风。众所
周知，隆冬季节只有西北风，哪来东南风呢？此事被巡天
察地的赤脚大仙察觉，即刻返回凌霄宝殿，奏明玉帝。帝
问：众卿有何高见？太白出班奏道：启奏陛下，曹操率领
百万大军，在乌林与孙刘联军隔江对峙，诸葛孔明欲借东
南风火攻破曹。亮自幼熟读兵书，精通天文地理、阴阳八
卦、奇门遁甲、明辨正义邪恶，有经天纬地之才，神鬼莫测
之功。再说刘备，乃帝室之胄，胸怀大志，仁义宽厚，礼贤
下士，爱民如子，信义著于四海，意欲复兴汉室。东吴孙
权，承父兄基业，据守江东，勤政爱民，民殷邦富。而曹操
雄心勃勃，连年征战，民生凋敝，生灵涂炭；挟天子以令诸
侯，意欲一统天下，取而代之，此战非义也。玉帝沉思良
久，说：天理轮回，日月昭昭，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今分
而未久，合而尚早。准借东南大风三天三夜，十一月二十
日甲子祭风，至二十二日丙寅息风。风伯领旨，出南天
门，按下云头，调转风向，将近三更时分，东南风大起。周
瑜心病即愈，黄盖一马当先，火船撞入水府水寨，一时尽
着。因战船铁环锁住，无法逃避，火趁风威，风助火势，烟
焰张天，漫天彻地，一片通红，烧死和溺水者不计其数。
后人有诗曰：“七星坛上卧龙登，一夜东风江水腾。不是
孔明施妙计，周郎安得逞才能。”这水寨连着旱寨，一并着
火，幸有张辽驾一小船，营救曹操脱离大船，飞奔岸口。
后人又占一绝云：“魏吴争斗决雌雄，赤壁楼船一扫空。
烈火初张照云海，周郎曾此破曹公。”

曹操站在水府军港的空地上，心情十分沉重。尽管
将士们全无踪迹，也久久不忍离去。在数十贴身将士护
卫下逃回许昌。后来，在原“水军都督府”地面上，每逢霍
雨霏霏、阴风怒号之时，枯枝败叶发出的鸣声和江水的呜
咽声，酷似孤魂野鬼的哭泣声。村民为了纪念曹操水军，
超度亡灵，在此修建了一座寺庙，根据“水军都督府”而取
名“水府庙”，与老官庙、吴王庙并称为沿江十八古庙之
一，水府村也由此而得名。

静观世事 细品人生 作者：金伯兴（湖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