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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广东冬至习俗
腊月说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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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吃籺

冬至这天，茂名人有吃籺的习俗。
吃菜包籺。菜包籺属于粤西地区的一种美食特

色小吃，在茂名比较常见。其以糯米粉、粘米粉为原
料进行制作，外面包着一片菜叶。主要有咸、甜两种
口味。菜包籺，用干净烫熟的大片生菜叶包住籺身，
再放进籺篮蒸熟。蒸熟后有韧性的籺身包在柔软的
菜叶里，入口风味独特。

吃糯米籺。糯米籺是茂名一带的传统名点，而
且是冬至最具有地方特色的代表。糯米籺，就是将
糯米碾碎成粉末，捣糊擀平，包入各种馅料然后蒸煮
而成的。如果说无鸡不成宴，那么在茂名这里则是
无籺不是年，茂名有“冬大过年”的说法，糯米籺是茂
名冬至的应节小吃。

吃粽子。冬至很多茂名家庭会包粽子吃，包的
粽子呈长条形，茂名人称之为古粽籺。也有的人会
包另一种粽，叫三角粽，与古粽籺用的材料一样，只
是包法有些不同。

广州：团圆聚餐

“冬大过年”“肥冬瘦年”，是广州人从小听到大
的谚语。在广州人眼里，冬至似乎比春节还重要，阵
仗比春节还要大。

现在广州人过冬至，许多家庭还做汤圆、劏鸡杀
鸭，家人围坐，吃顿丰盛大餐；也有许多广州人选择
在酒楼过节，举家团聚，让大大小小的酒楼热闹非
凡。

每逢开心喜庆的日子，广州人都会吃烧腊，而广
式烧腊则是冬至日必不可少的食物。老一辈广州人
说起烧味的时候，总会感慨万千：以前的生活条件不
好，腊味只有在像冬至这样的重要节日才会吃。

深圳：劏鸭不劏鸡

深圳本地人冬至祭祖是鸭为主祭品，而非鸡、
鹅、猪肉等。这与本地人对鸡、鸭两种动物的看法有
关，他们认为鸭蹼密、圆润，蕴含着向内“纳运”“揽
财”的彩头。除了吃鸭，深圳人做冬也有应节小吃，
冬角、长薯糖水、萝卜粄等是少不了的。

中山：吃“水榄”

中山小榄有冬至吃“水榄”的习俗。小榄的“汤
圆”并不圆，像橄榄状，故称“水榄”，实际上是一种糯
米汤圆，馅料通常是莲蓉或绿豆沙，再加入些许菊花
肉。

除了一般的习俗外，东升人还喜欢用大芥菜、甜
薯、猪肉粒烩煮成一种名为“沤冬”的菜祭祖，意为迎
接冬天的来临。而在坦洲，当地的村民还喜欢吃茶
果来应节。

东莞：女儿“拜冬”

东莞道滘人认为，冬至是一个大节，是年节之
尾，人们讲究好头好尾，故一定要过好这个尾冬（美
冬）。 所以会一早祈福，祈求一年到头阖家四季平
安。

出嫁了的女儿，则要一大早带上冬团、猪肉、肥
鸡、大桔、饼干、糖果等食品从婆家赶到娘家，以感谢
父母养育之恩，此谓“拜冬”。而父母会将女儿带来
的食品分好装袋派发给亲朋好友，分享喜庆。随后，
则是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一顿丰盛的冬至大宴。除
此之外，东莞水乡还有吃冬团、煲紫薯糖水、做萝卜
粄、吃焖鹅的习俗。

潮汕：粘冬节丸

潮汕有“冬节丸，一食就过年”的民谚，俗称“添
岁”，表示年虽还没有过，但大家已加了一岁。冬节
甜丸一般在天亮前煮熟，然后放置一昼夜用于祭祀，
等到第二天早上才能吃这碗冬节丸。

潮汕的人们吃了冬节丸后，还要在家宅的门、
窗、桌、橱、梯、床等显眼处粘附两粒冬节丸，甚至渔
家的船首，农户耕牛的牛角，果农种植的果树也不例
外。

潮汕地区汉族民谚云：“冬节大如年”“冬节没返
没祖宗”。意思是外出的人，到冬至这一天无论如何
要赶回家敬拜祖宗，否则就是没有故乡观念。

汕尾人过冬至吃冬节鸽。冬节鸽又称冬节蛤、
冬节粿，是流行于汕尾一带的汉族小吃，一般到冬至
节时家家户户都会做。

梅州：酿造客家娘酒

客家人称冬至为“过冬”，按照习俗家家户户都
要“好好地吃一顿”。冬至前后，梅州客家人都喜欢
吃羊肉煮酒。人们认为，羊肉温补，在冬至时节食
用对身体大有裨益，因此酒煮羊肉成了客家人的冬
至时令美食。

在梅州，冬至这一天，酿造娘酒是最重要的习
俗之一。这习俗已传承上千年，至今仍盛行不衰。
冬至当天一大早，在梅县梅西镇，村子的房前屋后
青烟袅袅，许多村民都在家中忙着酿造客家娘酒。
客家人认为，冬至时的水味最醇，用它酿的酒可久
藏不坏，回甜生津。

梅州丰顺吃“嘎罗糍”。丰顺在冬至这天叫冬
节，这天有两种糯米做的食物是必需的，一种是糯
米汤丸，另一种就是“嘎罗糍”了，其实就是糍粑，类
似北方年糕，做法比较简单。

佛山：蒸松糕

佛山的冬至当日，各家各户一早杀鸡和准备菜
肴、果品拜祖先，以及蒸松糕。松糕有高升大发的好
意头，所以蒸松糕是不能少的习俗。

而在顺德，还有“围坐打边炉过冬至”的民俗，表
示团团圆圆、暖暖和和过好这个冬，一家人平安，保
健康，迎春节。打边炉实际为打甂炉，是一道色香味
俱全的汉族名肴，属于粤菜系，广式火锅。

惠州：吃粉馃

惠州吃粉馃（又称艾角）。这是惠州特有的过冬
习俗。艾角，是广东一带的汉族传统小吃，属于粤菜
系。民间俗话称为“角仔”。制作艾角的主要原料是
艾和糯米粉。惠州过冬食用的艾角多采用咸料，传
统用料多为萝卜丝、猪油渣、虾头、五香粉等，蒸熟即
可食用。如今艾角作为独具特色的惠州包点出现在
大小饭店的餐桌上。

湛江：做姜糖

冬至这一天，湛江人有杀鸡杀鸭祭祖、家人团聚
宴饮、做姜糖吃姜糖等习俗。

每到冬至，湛江吴川家家户户都要买上各种生
姜片和腊肉、腊肠、腊鸭，煮成美味可口的腊味姜饭
过冬至。煮姜饭要选靓米，把各种姜片洗干净或捣
碎和米而煮，或切片和腊味铺在米面上煮。饭熟
后，带有生姜的清香和腊味的油香的饭香，简直令
你站不住脚。

阳江：做咸汤圆

阳江人过冬至，会做当地的特色传统美食
——咸汤圆，寓意“一家团圆、美满幸
福”。阳江人把汤圆称为“圆子”，和
普通汤圆不一样，馅不是包在汤圆
里面，而是把汤圆切成粉粒，汤圆馅
放汤里煮开，闻到香味后，再放汤圆
一起煮。

江门：做咸汤圆

新会、台山等五邑地区许多人
家，在冬至到来之际，专门制作传
统特色美食——咸汤圆。广东不
少地区制作汤圆时加上一些黄糖，
即甜汤圆，而江门五邑地区制作的

“咸汤圆”，是用糯米粉搓成糯米
团，然后搓成一条条比手指头大一
点点，切成一个个小球，方方圆圆
的，再配以新会甜水萝卜等滚汤后
而制作出了咸汤圆。

此外，其他城市的冬至习俗还
包括：珠海人有吃汤圆、做腊味糯
米饭的过节习俗。肇庆有吃团圆
饭、吃汤圆、吃腊味糯米饭、打边
炉、拜祖先等习俗。云浮人有冬至
吃糯米饭的传统。韶关人有冬至
酿酒、吃烧腊、煮汤圆等习俗。清
远人家家户户做冬，做冬仪式亦特
别隆重，杀鸡杀鹅，家人围坐吃丰
盛大餐。每当冬至，河源人都喜欢
小聚一起吃着传统的美食，而萝卜
粄，就是河源人冬至必不可少的美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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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就进入腊月了，过完腊月是
新年。农历十二月是一年里最后一
个月份，故称岁尾，还有腊冬、残冬、
穷冬、腊月、冰月、余月、极月、清祀、
冬素、大吕等多种称谓。腊月也是12
个月当中传统风俗内容最多的一个
月。比如吃腊八粥、过小年、供“灶
神”、熏腊肉、泡腊八蒜等等。老舍先
生在《北京的春节》一文中介绍说：

“腊八这天还要泡腊八蒜。把蒜瓣在
这天放到高醋里，封起来，为过年吃
饺子用的。到年底，蒜泡得色如翡
翠，而醋也有了些辣味，色味双美，使
人要多吃几个饺子。”

总之，腊月可以看作是新春佳节
的一个准备阶段。在这腊月里，北方
人一定会冒着寒冬打扫屋子，准备年
货。南方人也在积极地为过年做准
备，比如做年糕等等。如果说，春节
是一年当中最欢乐的节日的话，那么
在众多的人看来，腊月里的欢乐，腊
月里的忙碌，腊月里的期盼，丝毫不
逊色于正月的春节。

农历的蜡（腊）月，其“腊”者，原
是岁终的祭名。汉应劭《风俗通义》
讲：“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
汉改为腊。腊者，猎也，言田猎取禽
兽，以祭祀其先祖也。”还有一种说
法，即“腊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
以报功也。”“腊”与“猎”通假，“猎祭”
亦为“腊祭”。《玉烛宝典》云：“腊，一
岁之大祭。”《独断》云：“腊者，岁终大
祭。”《荆楚岁时记》云：“孔子所以预
于腊宾，一岁之中盛于此节。”而《礼
记·月令》记载得更详细：“孟冬之月，
门闾腊先祖五祀。”早自周代便在这
个月举行“岁终之祭”，亦称“腊”。有
道是南北朝时期，在十二月初八这一
天，民间要猎杀禽兽举行大祭活动，
拜神敬祖，以祈福求寿，避灾迎祥。
称之为“猎祭”。腊祭的对象，则是列
祖列宗以及五位家神。五位家神指
的是门、户、天窗、灶、行（门内土
地）。虔诚奉上各式祭品，答谢祖宗
与家神的保佑恩赐，祈求来年风调雨
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合家康宁。

一进腊月的门，人们开始变得端
庄起来，讲究起来，为人处事也变得
更加宽厚起来。长辈会将祖上传下
来的种种规矩，用口口相传的方式告
诉自己的下一代。回环品味，从中感
受最深的莫过于人们对传统文化的
敬畏、恪守与传承了。这样的民族精
神，这样的民风民愿，对中华民族的
优美秉性，不仅起到保鲜作用，在育
人济世上也有极大的益处。

北方小年为腊月二十三，而南方
小年则是在腊月二十四这一天。不
知何故也。腊月二十三是腊月里最
隆重的日子，全民都要恭送灶王爷上
天汇报工作。在民间一定要请灶君
吃了胶牙糖，意思是粘住灶王爷的
牙，使他无法对玉帝说咱的坏话。所
以一进腊月，到处都是卖灶糖的摊
贩。鲁迅先生在《庚子送灶即事》一
诗中云：“只鸡胶牙糖，典衣供瓣香。”
丰子恺在他的随笔《过年》中讲：“廿
三这一天，家家烧赤豆糯米饭，先盛
一大碗供在灶君面前，然后全家来
吃。吃过之后，黄昏时分，父亲穿了
大礼服来灶前膜拜，跟着，我们大家
跪拜。”

腊月就是个“忙年”的月，家家户
户蒸豆包、包子、馒头，东北蒸黏豆
包、黏火烧，包冻饺子。民间有这样
的风俗，直到正月十五之前是不能再
蒸馒头的，所以，腊月里一定要蒸够
一家人半个多月所吃的东西才好。
所以有人说，过年呀，应该从“过小
年”，或说从喝腊八粥就已经开始
了。这个年一直要过到正月十五元
宵节，甚至到二月二“龙抬头”那天，
这年才算结束。（阿成）

今天是冬至，广东素有“冬大过年”
的说法。冬至为什么这么重要？在古
代，冬至是对农家辛苦付出一年后的奖
励，而在现代，更多的是与家人相聚的动
力。

古代人们以农为生，秋收冬藏。冬
至的时候，务农的时间也结束了，要等第
二年的春季才能继续耕作。

早在汉代，便有冬至过节的习惯。

《汉书》中说：“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
贺。”古人认为，冬至之日，阴极之至，阳
气初始，阴气由盛而衰，阳气渐渐生发。
自此以后，每天白昼越来越长。象征着
越来越好，所以是个吉日，值得庆贺。

说到广东冬至习俗，很多人都不太
了解，其实广东冬至习俗多样，每个地区
都有独特的传统习俗。

进补 新华社发 金梦溪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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