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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过了“大雪”节气，天气越发寒冷了，
北方好些地区开始下雪，让南方人着实羡慕不已。现代人下雪时无非是堆个雪
人、打个雪仗，或者拍个小视频配文道“好大的雪啊”。可古代的诗人们就不同
了，他们总能将平凡的日子过成一幅画、一首诗，譬如雪天，就能“秀”出诸多的
花样与趣味来。

有人钟情于“踏雪寻梅”。说起雪天的野外休闲活动，古人最推崇的莫过于
踏雪寻梅，尤为文人墨客所偏爱。“踏雪寻梅”的典故，最早见于张岱的《夜航
船》，其中记载，孟浩然情怀旷达，常冒雪骑驴寻梅，曰：“吾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
背上。”想象这么一幅画面：漫天飞雪，一人骑一驴，披一顶红斗篷，旁边带个书
童，身后背个瑶琴。寻一处梅林，树下架琴，或吟诗，或抚琴，或弄梅。要说起

“雪梅”诗，最著名的当推南宋诗人卢梅坡的《雪梅》二首，其中“有梅无雪不精
神，有雪无诗俗了人”“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两句，至今仍广为
传唱。

有人执著于“寒江钓雪”。钓鱼是一项富有趣味的休闲活动，今人固然喜
欢，古人也不例外。垂钓者往往以苦为乐，耐得住寂寞，他们不畏酷暑严寒，不
管刮风下雪，要说其中敬业者，柳宗元算一个。这位被世人尊称为“河东先生”
的大文学家，因故被贬到蛮荒之地永州做个闲职小官，政治前途几乎终结，内心
是何等愤懑、压抑？在这种心境下，雪天出来写写诗、钓钓鱼，不失为一种很好
的减压手段，于是就有了《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
寒江雪。”此诗简洁、凝练，勾画了大雪纷飞、人鸟绝迹的江边，一个渔翁独钓江
雪的形象，借此表达了自己在遭受打击之后不屈而又深感孤寂的情绪。

有人醉心于“把酒言欢”。都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脾气、志趣相投的人聚
在一块，自有说不完的话，聊不完的天，再整几个下酒菜，喝上几杯，什么忧愁、
烦恼，全都消散了！有道是“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古今知名的

“饮者”确实不少，但要说喜欢在雪天找朋友喝几杯，且留下千古名篇的，则非白
居易莫属了。这位自号“醉吟先生”的唐代大诗人，平生好诗、好酒、好交友，就
是下雪天，也不忘约好友来寒舍一会，再整几杯。他在《问刘十九》里写道：“绿
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刘十九是白居易在江州时
结交的好友，两人意气相投，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此诗描绘的就是一次雪天
聚会的情景：室外天寒地冻、晚来欲雪，而室内温暖如春，炉火烧得旺旺的，新酿
的米酒也已烫上，酒香四溢，下酒菜也准备好了，十九兄，就等你来，咱们不醉不
归！这种场景，这么纯的美酒与友情，别说赴会，就是想想都能让人心醉吧？

有人偏爱于“烹茶煮雪”。在古人看来，“雪为五谷之精，尤宜茶饮也”，用雪
水泡出来的茶，分外清香甘洌。不过，烹茶之雪是有讲究的，花瓣上的雪，或者
未落地的雪，用来煮茶，最为美妙。唐代诗人陆龟蒙在《煮茶》诗中吟道：“闲来
松间坐，看煮松上雪。”想象一下：在树林里悠然地静坐、冥想，渴了取松针上的
雪泡茶喝，可见此人境界、品味不俗啊！而把雪水泡茶这一套玩到极致的，则要
数《红楼梦》里的妙玉姑娘了，她请宝玉、黛玉他们喝的茶水，采的可不是当年的
雪，更不是雨水，而是“梅花上的雪”，只得了“一花瓮”，还在地底下埋了五年。
我的天，这哪是雪水，分明是陈年女儿红啊！

沈括是北宋王安石变法运动的重要人物，担任过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
三司使，变法失败，沈括被贬，后定居润州。

沈括的住所坐落在“丹徒县朱方门外子城下”。 故址在正东路东门坡严氏
宗祠附近。那里原来有一条小溪，沈括将这条小溪命名为梦溪。他还建筑起一
座美丽的花园，取名为梦溪园。

沈括在《梦溪笔谈·自志》中讲了购园和建园的始末：他“三十许时，尝梦至一
处，登小山，花木如覆锦，山之下有水，澄澈极目，而乔木翳其上，梦中乐之，将谋
居焉。自尔岁一再或三、四梦至其处，习之如生平之游。”他第一次贬官到宣州
时，有人说起润州有一处田园求售，便以三十万钱买了下来。可是因为冗务缠
身，一直没有亲自去过。第二次贬官到随州，沈括经过庐山，还盖了一幢房子准
备终其天年。等到他在元祐元年经过润州去看看九年前买的田园，“恍然乃梦中
所游之地”。他感叹地说:“吾缘在是矣!”于是弃庐山之居,“筑室于京口之陲。
巨木蓊然，水出峡中，渟潆杳缭环地之一偏者，目之曰‘梦溪’。”

梦溪园大约有十亩左右，沈括的居室簇拥在花丛当中，室的西端是他日常休
憩的壳轩。轩下有岸志堂，堂后有苍峡亭。园内的建筑都相当简陋，但由于主人
的精心设计和布置，又显得十分优雅。

沈括住在这里，过的完全是隐居生活。起初他的心情是很抑郁的。一次他
到附近的花山闲逛，作诗说:“嗟我有身无处用，强携尊酒入峥嵘”,直抒心事，慨叹
日渐衰老的苦闷心境和不甘闲处的奋斗精神。

沈括在梦溪园中专心著述，写成了《梦溪笔谈》《梦溪忘怀录》《良方》《茶论》
等著作。其中学术价值最高的是《梦溪笔谈》，他在《自序》中曾介绍了《梦溪笔
谈》的题名:“予退处林下，深居绝过从，思平日与客言者，时纪一事于笔，则若有
所晤言，萧然移日。所与谈者，唯笔砚而已，谓之《笔谈》。”沈括将其一生的所见
所闻、所发现、所实验、所制作的许多属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分门别
类，一条条记载下来，编成了30卷(现传本26卷)。后来，继续有所增补，这就是传
世的《补笔谈》《续笔谈》，共计609条。其中自然科学部分要占到半数以上，涉及
各个领域，有不少达到或超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水平。如地磁偏角的
发现、数学上的“隙积术”和“会圆术”、指南针的运用、“十二气历”的发现、河流
侵蚀对地形构成的作用、以古生物化石推断海陆的变迁、光学和声学原理、石油
的首先命名及其作用的预言、古代炼钢方法的记载、活字印刷的方法、立体地图
的制造等等。尤其可贵的是，沈括在书中称道了布衣毕昇、河工高超、木工喻浩
夫妇、民间历算家卫朴等的创造性的劳动成果，并表示了对他们的高度重视。

《梦溪笔谈》还记述了一些关于镇江的“故实”, 如金山寺所藏“龙卵”，润州
菜园中菜花的病变等，以及指出某一书中所记润州掘得的一组晋代玉罄是仿造
的假古董，润州地方官鞠真卿首先创造了违禁罚款维持治安的好方法等等。

绍圣二年，沈括在润州病逝，享年65岁。
英国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专家、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称沈括“也许是中国科学

史上最奇特的人物”，而《梦溪笔谈》是“十一世纪的科学坐标”。

曹诒孙是我国现代著名家蚕病
害防治研究专家，他 1905年 5月 20
日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县震泽镇。16
岁高小毕业考入江苏省第二农校
（今苏州农校）学习，1925年毕业后，
又考入日本国立鹿儿岛高等农林学
校（现鹿儿岛大学前身）蚕科学习。
1928年，曹饴孙考入东京高等蚕丝
学校，跟随立岩亨先生研究蚕体病
理学。1930年回国赴淮阴任教。当
时淮阴一带蚕农栽植的是实生桑，
饲养的蚕是土种，产茧产量低，茧质
差。曹诒孙在任教期间，经常利用
节假日走访农家，鼓励蚕农栽种湖
桑，劝导饲养改良种，为发展淮阴地
方蚕桑生产不知疲倦地奔波。

1931年，曹诒孙调任江苏省蚕
丝试验场原种部（扬州）主任，针对
当时蚕种生产混乱，微粒子病蔓延，
严重危害蚕桑生产现状，他着手拟
订了《蚕种制造条例和取缔法规》。
这一法规的拟订，为江苏蚕种生产
的监督管理打下了基础。

1932年，曹诒孙调入浙江大学
农学院任蚕体解剖及病理学讲师，
后调入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任技
正，专门从事蚕体病理学研究。那
时的江浙一带僵病猖獗，蚕农损失
严重。蚕农的防治方法是学习国外
用福尔马林液或冰醋酸喷洒蚕体进
行消毒，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应用
还不普遍，且有碍蚕体健康，也不便
连续使用。曹诒孙经反复试验，终
于在 1933 年首创应用水杨酸及硼

酸等固体粉末，用陶土稀释后制成
固体消毒剂——防僵粉。用防僵粉
给蚕体消毒，不但预防僵病效果好，
而且可以多次连续使用，对蚕体生
理无害。经推广应用，蚕的僵病终
于得到了有效控制。时至今日，曹
饴孙首创的防僵粉还一直在生产上
广泛使用。

1937年，曹诒孙调任江苏省蚕
丝试验场场长，统管无锡钱桥试验
部、扬州原种部及蚕种取缔部、镇江
及江阴桑苗圃。不久，抗日战争爆
发，江浙蚕区相继沦陷。曹饴孙组
织民船准备将各处贵重仪器内迁，
不料大批日机前来轰炸，导致船体
桅折漏水，大部分仪器被震坏，遂辗
转上海等地，后在江苏省蚕丝专科
学校任教达 6年之久，为蚕桑生产
的发展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

1945年抗战胜利，曹饴孙仍任
江苏省蚕丝试验场场长之职，并奉
命接管镇江、无锡、苏州等地蚕桑机
构。管理中通过重新登记、发放许
可证、核定生产指标等一系列措施，
对较快恢复江苏蚕桑生产起到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蚕
桑生产极为重视，制订了“积极恢
复，大力发展”的方针。江苏省为发
展蚕桑，成立了无锡试验场。曹诒
孙被聘为该场技师，专门研究蚕病
防治。他经常深入苏南蚕区，调查
研究，了解蚕桑生产和蚕病防治中
存在的问题，向蚕农传授防病技术。

1951年，无锡蚕丝试验场、华东
农业科学研究所蚕桑系和上海纤维
研究所等单位合并，在镇江组建华
东蚕业研究所（现为中国农业科学
院蚕业研究所）,曹诒孙被华东军政
委员会任命为研究员、蚕病组组长。

曹诒孙注重应用技术和应用
基础研究，他经常亲自参加实验，
收集第一手资料，指导和帮助中青
年科研人员，学习国外先进技术，
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应用新方法解
决生产中的问题。在曹饴孙的带
领下，研究人员首先开展了脓病多
角体的溶解性及传染规律研究，测
定了脓病病原多角体对多种理化
学刺激的抵抗力，发现了升汞消毒
对多角体病毒没有消毒作用，遂在
养蚕消毒中废弃不用。之后又发
现石灰浆对多角体病毒有强力杀
灭作用，而且取材容易，价格便宜，
曹饴孙于是提出采用石灰浆消毒
蚕室蚕具，并创制了石灰浆消毒
法，对控制家蚕病毒病起了很大作
用。进而又研制成功赛力散防僵
粉蚕体消毒和赛力散石灰浆、福尔
马林石灰水蚕室、蚕具消毒新方
法，成为当时蚕种生产和农村蚕茧
生产消毒的基本方法，并普及到全
国各蚕区，直到停止赛力散的生产
后，才逐渐改用其他药剂消毒。曹
饴孙对漂白粉液散卵面消毒方法
的试验成功，克服了一贯使用福尔
马林液消毒散卵后存在的消毒卵
结块，影响孵化等问题，使用漂白

粉液消毒的散卵，消毒彻底，卵粒
光滑，且孵化率高，被全国蚕种场
全面采用，延至今日，仍是蚕种散
卵消毒的唯一方法。

为了减少脓病等蚕病危害，使
蚕农增收。上世纪 50年代末，曹饴
孙开展了脓病环境诱发机制的研
究。经过多次实验他提出了家蚕脓
病环境诱发的新见解，否定了当时
日本蚕病学界流传的脓病可以由高
低温冲击和叶质不良诱发学说。

上世纪 50年代后期，辽宁省柞
蚕饰腹寄生蝇蔓延，柞蚕生产面临
毁灭的境地。1963年辽宁蚕业研究
所取得了用药剂防治饰腹寄生蝇方
法。曹诒孙从中受到启发，他迅速
将这种药剂应用在家蚕多化性蚕蛆
病的防治上，从药剂稀释浓度、添食
方法、添食次数，到安全剂量等一系
列研究，制订出一套实用的药剂添
食防治多化性蚕蛆蝇病的技术，并
亲自深入农村进行大面积试验。蝇
蛆病防治效果达99%。这一方法打
破了千百年来应用纱门纱窗等被动
防治技术，很快在生产中普遍应用，
从而彻底防治了我国家蚕多化性蚕
蛆蝇的危害，在蚕病防治技术上取
得了重大突破。

改革开放后，年逾古稀的曹诒
孙仍时刻关心蚕研所家蚕生理病理
研究室的工作。他经常来研究室指
导，还积极与日本蚕病专家联系，开
展学术交流，使中断了十多年的关
系重新连接起来，之后他与日本宇
都宫大学岩下喜光教授合作，开展
了有关空头性软化病病原性状、细
胞寄生部位等研究，进一步从细胞
病理组织形态等方面，确认空头性
软化病病原是浓核病毒，为发展蚕
病理学作出了新的贡献。

曹诒孙从事蚕业科学研究、教
育、管理工作 60多年，为我国蚕桑
生产事业、特别是蚕病防治、蚕体病
理学等倾注了毕生精力，奠定了我
国现代蚕病科学研究的基础，培养
出一批批具有较高水平的蚕病科学
工作者。先后在国内外发表《西力
生防僵粉的研究》《家蚕核型多角体
病病毒的稳定性及消毒法研究》《灭
蚕蝇防治蝇蛆病的使用方法研究》

《漂白粉散卵面消毒法的研究》等30
多篇论文。

1993年 9月 21日，曹饴孙因病
在镇江谢世，享年89岁。

我国诸多的传统佳节都与“吃”
有着密切的关联，如端午节吃粽子，
中秋节吃月饼，重阳节吃重阳糕，元
宵节吃汤圆等等。而农历腊月初八，
是腊八节，民间有吃腊八粥的习俗。

为什么农历十二月初八要煮食
腊八粥？相传农历腊月初八是佛陀
成道的日子，寺院会在这天煮腊八粥
供佛，并分送十方善信。佛教东汉明
帝永平年间传入中国，经过三国时期
到魏、晋、南北朝时，佛经的翻译和研
究已相当盛行。由于皇帝相信佛教，
以致“腊八”等佛教的节日传统渐渐
变成了中国民间的文化习俗。腊月
初八这一天，家家户户熬煮香糯可口
的腊八粥，用来祭祀佛祖、神灵及祖
先，以望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
畜兴旺。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
录》记载“是日诸大寺作欲佛会，并送
七宝五味粥与门徒，谓之腊八粥。”南
宋吴自牧《梦粱录》载：“此月八日，寺
院谓之腊八。大刹等寺，俱设五味
粥，名曰腊八粥。”

腊八粥原称“七宝五味粥”，宋人
周密在《武林旧事》中说腊八粥里的

“七宝”为：胡桃、松子、乳蕈、柿、粟、
栗、豆。后来各地腊八粥中的“七宝”
逐渐演变，糯米和红豆、桂圆、红枣、

栗子、莲子、松子、杏仁、花生仁、白
果、胡萝卜、瓜子、榛子、菱角米等都
进入了腊八粥原料名单。

清代人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
记》中记载清代的做法则更为复杂：

“腊八粥者，用黄米、白米、江米、小
米、菱角米、栗子、红豇豆、去皮枣泥
等，合水煮熟，外用染红桃仁、杏仁、
瓜子、花生、松子及白糖、红糖、琐琐
葡萄，以作点染。”而苏南地区流行的
腊八粥里，大多放些野菜、芋艿、米
豆、花生仁、金针、红枣、栗子、莲子、
木耳、白果、油豆腐、茨菰、荸荠、山芋
等，且不用糯米而用粳米。

无论古今，北方还是南方的“腊
八粥”，其食材大都选用五谷杂粮及
各式蔬果，不仅营养均衡丰富，补充
了人体所需养分，而且香糯味美，热
乎乎的滑润爽口，是冬令百姓爱食的
滋补佳品。清代营养学家曹燕山撰

《粥谱》，对腊八粥的健身营养功能讲
得详尽、清楚，曰其可调理营养，易于
吸收，是“食疗”佳品。

记得旧时镇江每逢农历腊月初
八，金山寺会举行盛大的浴佛会，僧
人们半夜便起身熬煮“腊八粥”回馈
社会。僧人吃的是百家饭，他们将

“沿门托钵”乞讨而来或施主捐赠的

谷物蔬果制成“七宝五味粥”，除供奉
佛祖及自己食用外，还施舍给百姓和
施主。为了按时奉献“佛粥”，僧人们
提前一个月就准备好食材，腊月初八
这天，斋房内四口硕大无比的铜锅轮
番熬煮，僧人们清洗食材的清洗食
材，烧火的烧火，熬粥的熬粥，施粥的
施粥，维持秩序的维持秩序，紧张有
序，个个忙碌不停。一清早，镇江城
里的街坊四邻便手牵孩童，提着食具
纷纷赶往金山寺讨粥，以求安康。此
时，富人及施主们更是争相施舍香火
钱，借一碗“佛粥”，以求得吉祥和财
运。一时间，斋房外人山人海，进入
山门内便可闻到腊八粥的香味。这
一天，也有人把自家熬煮的腊八粥送

进寺庙庵堂，请僧尼品尝。
吃过腊八粥，便开始忙年，从这

一天开始，家家户户都忙着杀猪、磨
豆腐、腌肉，采购年货，筹备过春节
了。如今，生活节奏加快，有些人家
过腊八节省去了购买食材原料的诸
多琐事，随意到商场超市挑选罐装

“八宝粥”代替，或者干脆不吃腊八粥
了，但是镇江仍有不少人家，坚持自
己选材熬煮，炖出一锅香喷喷的腊八
粥，将记忆中的腊八味道延续下去。

沈括定居润州著笔谈
□ 林 敏

古人的古人的““雪天秀雪天秀””
□□ 项项 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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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腊八粥”
□ 潘春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