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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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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云

就在北方遭遇“年度大霾”，一个个城市的空
气质量指数纷纷“爆表”时，生活在杭州的我们，
昨天还有灿烂阳光，空气质量也不差。

从前晚开始直到昨天，杭州的空气质量基本
上都保持在“良”。在冬天里能呼吸到“良”的空
气，也还算可以了。但是，随着冷空气南下，接下
来，我们可能要迎来“轻度污染”甚至“中度污染”
天气了。

“年度大霾”将随着东北风，一路南下，很快
就要经过杭州了。

杭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洪盛茂说，霾可能会在今天上午抵达浙江，要是
“跑”得快，今天中午前后会赶到杭州；要是稍微
慢一些，可能会在今天傍晚前后开始影响。

不过，大家也不用非常担心，这次的霾对杭
州的影响不会非常严重，基本上以“轻度污染”为
主，短时间内可能会出现“中度污染”，预计明天
晚上，随着污染物扩散浓度减弱，杭州的空气质
量就会慢慢转好。

昨天，浙江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
会议听取了省政府关于我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
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在报告中，就提到了
——空气环境质量。

2015 年，全省 11 个设区城市，AQI（空气质量

指数）优良天数比例，是 78.2%，比开始实施新标
准的 2013 年，提高了 9.8%；重度及以上的污染天
数，比例为1%，比2013年下降了3.4%。

今年 1-11 月，全省设区城市的优良天数，比
例为 84.2%，同比提高 4.9%；重度及以上污染天
数，比例为0.2%，同比下降0.5%。

总的来说，我们的空气质量是在往好的方向走。
另外，在冷空气的影响下，接下去几天，杭州

会越来越冷。今天，杭州小雨转多云，9-13℃；明
天，晴转多云，4-12℃；周六早晨的最低气温会降
到3℃左右。

又要冷了，羽绒服、棉衣，该穿都穿哦，注意
保暖。

冬至祭冬仪式
700多年来从未间断

杨家村是当地大村，也是亭旁镇区所在地。
为了这次的祭冬仪式，早在一个月前，杨家

村就开始修葺宗祠。
村干部杨东晓说，“杨氏到亭旁定居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杨氏家庙建成后，祭冬就
成了杨氏族人最为庄严隆重的活动，几百年下
来，一年都没中断过。”

87 岁的长者杨兴亚须发花白，慈眉善目，他
是祭冬仪式的传承人，在每年的祭冬仪式上担任
读祭文的重要任务，也正是杨兴亚多年来对祭冬
传统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报送，三门祭冬得以成
功“入遗”。

取长流水、吃冬至圆
祭冬仪式有一整套程序

祭冬仪式固定在每年冬至，冬至前一天是祭

冬仪式的前奏——上山取长流水。
“长流水在村子附近山上的龙潭，潭水常年

不竭，象征族人源远流长，来年风调雨顺。”村委
副书记杨上游说，“取来的潭水在祭冬仪式上，给
主祭人等斋戒净手之用。”

村里对选拔主祭人的要求很高，必须由村里
四世同堂、福禄双全的长者担任；陪祭、喝礼、执
事等角色，则选择辈分高的长者来担当。

“台州大部分地方，一般是在冬至日当天烧
几道菜，做冬至圆，摆上供桌，斟酒，上香，拜祭祖
先。”三门非遗中心主任郑扬铮说，而三门祭冬的
程序相对更加复杂、完整，由取长流水、吃冬至
圆、祷告祈天、拜祖、演祝寿戏、设老人宴及与之
伴生的民俗文化组成。

三门祭冬为什么能“入遗”？
2009 年，三门祭冬入选省级非遗；2014 年，入

选国家非遗；两年后，又列为世界非遗。
在申报世界非遗项目之前，国家非遗中心的

专家专门到三门考察祭冬仪式，列出了三条申报
世界非遗的理由：

1.三门祭冬是目前国内考证过的，保存最完
整的冬至节祭祀仪式，包括流程、祭品、参加仪式
人员等；

2.流传时间最久，已经考证有 700 多年的
历史；

3.规模最大的祭祀活动，每年同时有 7 个乡
镇 60 多个村一起祭冬，尽管每个村祭祀的祖宗不
同，但流程和形式都基本一致且完整。

冷空气携霾一起南下
今、明杭州空气质量

会有一个“轻度污染”的过程

昨天冬至 三门祭冬
记者 胡剑 摄影 陈兴长 陈啸

昨天冬至，凌晨3点，台州三门县7个乡镇60多个村子同时举行冬至日祭祀仪式。
今年11月30日，中国“二十四节气”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遗名录，其中“三门祭冬仪式”是冬至日的拓展项目。
昨天的祭祀主会场在三门亭旁镇杨家村。根据历史资料考证，杨家宗祠祭冬仪式，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程式最完整、

传承最完好的，流传超过了700年，申报世界非遗项目也是以此为蓝本。

祭祀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