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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林涓）
受偏东到偏南气流影响，
未来两天，全省仍以阴到
多云天气为主，今天大部
分 地 区 的 最 高 气 温 在
13℃~23℃之间。

今天，福州高温明显
回升，局地有小雨洒落，
周 末 天 空 会 进 一 步 放
晴。明日市区高温 21℃，
低温 11℃，早晚温差大，
市民朋友们记得及时添
衣保暖。

气温渐回升
明日高温21℃

福州市区今起三天天气

5日 阴转多云 12℃~19℃
6日 阴 11℃~21℃
7日 晴转多云 10℃~21℃

除了欣赏银杏的金
黄，最近这段时间，你还
可以在福州感受枫叶的
绯红。

福州郊野公园便是
不错的枫景打卡地，在红
叶谷，变色的美国红枫吸
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拍照。

与此同时，在鼓岭，
片片红叶则像彩带一般
点缀着山林，放眼望去，
那层层叠叠的红，美得那
般生动，又那般浪漫。在

晋安区九峰村，满树的红
叶也格外醉人。

为 何 枫 叶 能 变 红 ？
据园林专家郑老师介绍，
这 和 叶 片 中 的 色 素 有
关。枫叶中含有叶绿素、
红 花 青 素 以 及 胡 萝 卜
素。入秋后，福州气温变
低、昼短夜长，枫叶的光
合作用减少，叶绿素也随
之减少。红花青素等色
素不断积累，使枫叶呈现
出鲜艳的红色。

“冬至在月尾，收起犁
耙去烘火。”这句福州谚语
说的烘火器具，就是“竹编
火笼”，“细竹编外壳，陶钵
为内胆，形制如泥炉”。

把柴灶里燃烧的木炭
与灰铲一些放在陶钵里，
就可以烤火，简单朴实。
如果讲究一点，旁边还挂
一双铜筷，整理木炭用。

“当年火笼是家家户
户必备之物，梅雨天里烤
尿布，小孩尿床之后还烘
被子，老人、小孩在寒冬里
都用它来取暖。”邱登辉介
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自
己最难忘的情景，便是冬
日暖暖的阳光洒满街头巷
尾。在古老“柴埕厝”门
口，三两个老人眯着眼靠

坐在斑驳墙边晒太阳，他
们有的双手捂在火笼口，
有的双脚放在火笼上面，
场景格外惬意与安详。

邱登辉说，如今有许
多新的取暖方法，竹编火
笼作为古老的取暖器也已
退出历史舞台，许多年轻
人都不知此为何物。火笼
为竹子编制，好似“竹叶青
青不肯黄，枝条楚楚耐严
霜”，寓意夫妻永远年轻、
恩爱。做工精细的它，在
客家地区，仍作为新娘的
重要嫁妆而世代流传。在
福安，女儿出嫁时，家人要
准备一对火笼，由新娘的
兄弟送嫁，再拿回一只火
笼，寓意新娘把自己家的
火种带到了男方家里。

漫山 遍
满地翻

福州最摄人心魄的冬日美景来了

今日“小寒”最冷时节将至
福州民俗专家畅聊两大传统抗寒“宝器”

N海都记者 罗丹凌 马俊杰 文/图

叶，是福州冬日的独特景致。当银杏褪去满身鲜
绿，悄然换上金装；当枫叶陆续变色，迎来别样风情，福
州最佳赏叶期随之而来。哪里的“枫”景最美？福州的
古银杏树在哪儿？通过连日来的寻访，海都记者为您梳
理了一份冬日赏叶地图。

福州市区最老的一棵
银杏树，在仓山区烟台山特
色历史文化街区的石厝教
堂旁，至少已有 150 岁。这
几天，它已经披上了冬装。

每当微风拂过，金黄色
的银杏叶在枝头颤动，纷纷
扬扬飘落树下，织就一张金
色的“地毯”。这时，许多孩
童总喜欢蹲在地上捡叶子，
然后再向同伴或父母“炫
耀”自己的战利品。

不过，仓山的老银杏，
还不是最老的。三明尤溪
县拥有我省最大的古银杏

群，那里最古老的银杏，已
经存活了800多年。

据福建农林大学林业
专家表示，银杏树的形成层
干细胞具有较强的、持续不
断的分裂能力，因此干细胞
几乎不进入衰老阶段。同
时，银杏树能持续合成木质
素等物质，增加树干密度与
强度，以抵抗各种病虫害以
及病菌等微生物的侵袭，从
而大大延长树体寿命。简
而言之，一个自身抵抗力强
的人，便不容易生病，即使
生病也会很快自愈。

烟台山石厝教堂 银杏换上“金装”
郊野公园 迎来别样“枫”情

今天，我们进入小寒节气，这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十三个节气，意味进入深冬季节。
福州民俗专家邱登辉介绍，很多人从字面意思上望文生义，认为小寒没有大寒冷，这样

理解是不正确的。俗话说，“数九寒天，冷在三九”，气象资料显示，除了个别年份，通常小寒
比大寒更冷。

那么，以前没有暖气和热炕的福州人，如何度过阴冷潮湿的三九严寒呢？邱登辉介绍
了他们的两大传统抗寒“宝器”——铸铁火锅与竹编火笼。

邱登辉说，天气冷了，
福州人吃饭很讲究一碗热
汤。小寒带来的是铺天盖
地的寒冷天气，如何在一顿
饭的时间里，都能保持热气
腾腾的温度呢？

“唯有火锅！”邱登辉介
绍，旧时许多福州人家里都
备有一口铸铁火锅。固然
有的大户人家用的是铜锻
打的火锅，但他认为，铁的
比铜的好。“铸铁锅本身的
特色是厚、重，导热和受热
比较均匀，保温性更好。”

邱登辉回忆，以前每到
小寒节气，大人发令之后，
小孩就会从屋角旮旯或菜
橱底下找出黑黑的厚重铁
疙瘩，那就是家里尘封了近
一年的铸铁火锅，先用稻草
沾黄沙在内壁擦除铁锈，再
用破瓦片蘸水稍作打磨，才

能上桌。
火锅燃料有两种木炭：

“冇（mǎo）炭”与“垫炭”。过
去柴灶里烧木柴，木柴燃烧
未尽时形成的就是“冇炭”。

“垫炭”则是街上买来装在竹
篓的商品炭，它火力猛，比较
耐烧。“我们要及时用火钳把
它夹出，放进口小肚大的炭
瓮里，一般用废弃的酒坛，然
后盖上盖子断绝空气，以免
在里面继续燃烧。”

要用时，小孩就把手伸
进“炭磻（bō）”。邱登辉说，
因为看不到里面，如果用火
钳只能盲目乱夹，不是夹不
到就是夹碎了，只有用手
掏，一块一块取出，虽脏但
效率高。正因如此，还产生
一句福州俗语，一些人为了
表示自己没有贪污，便会
说：“我手没有伸进炭磻，我

什么都不怕！”以此表示自
己的清白。

“接着就是最有趣的火
锅生火，一般由半大的小孩
来干，我们乐此不疲，因为
爱玩火是小男孩的天性。”
邱登辉回忆，幼时几个小伙
伴七手八脚地忙开了，有人
找几张废纸揉成团塞入膛
底，有人把易燃杉柴劈成细
条架在纸上。“点火”一声令
下，擦一根火柴丢进炉膛。

“着了！”欢呼声中，火
焰伴着青烟，袅袅升起。大
人闻风而至，把一大锅煮好
的菜汤倒进火锅，把噼噼啪
啪冒着火星的火锅端上桌
面，香气扑鼻，令人食欲大
开。“在严寒节气里，这是一幅
童话般的福州御寒图，这些
好吃又好玩的各种细节，是
我们小时候的永恒记忆！”

N海都记者 林涓 毛朝青 文/图

古早味抗寒“宝器”之一：
铸铁火锅 造就童话般的福州御寒图

古早味抗寒“宝器”之二：
竹编火笼 作为重要嫁妆世代流传

新年伊始，晋安区九峰村漫山红叶

石厝教堂院内，黄灿灿的银杏落叶铺满一地

福州老式铜火锅 竹编火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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