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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雪与鸟候——11月22日是小雪。“天地积阴，温则为雨，寒则
为雪”，因此小雪是一个气候概念。气候要素包括降水、气温、光照
等，雨、雪、雹等从天空降到地面的水汽凝结物，都称降水。雪只在
寒冷天气产生，而此时“寒未深而雪未大”，故以“小雪”作为节气名
称。小雪到来，意味着天气越来越冷，降水逐渐增多。小雪三候中
没有鸟候。初候“虹藏不见”是说天气转冷，降水的形式逐渐由雨变
雪，不再具备彩虹的形成条件；二候“天气上腾地气下降”是说气温
骤降引起阳气上升，阴气下降，阴阳失调；三候“闭塞成冬”是说天地
寂寥，万物沉寂，转入严寒的冬天。小雪时节，鸟儿们不再像其它季
节那样喧闹，为迎接严冬，候鸟抓紧继续南迁，留鸟抓紧觅食储备。

“蒙面侠”黑脸噪鹛——黑脸噪鹛又名山胡，是雀形目噪鹛科鸟
类，成鸟体长在28-32厘米之间，尾巴较长。鸟的整体主要呈褐色，
但额至脸部为黑色，形成黑色“眼罩”，犹如鸟类中的“蒙面侠”，又像
京剧净角中的黑脸包公。这种独特外观易于辨认，也易于引起人们
关注，苏轼就专门写诗《山胡》：“山胡拥苍毳，两耳白茸茸。野树啼
终日，黔山深几重。啄溪探细石，噪虎上孤峰。被执应多恨，筠笼仅
不容。”前六句说它身披灰褐色羽毛，两耳长着白色茸毛，在野外的
林木中终日啼叫，声音在深邃的山谷中回荡，它在溪水的石缝中觅
食，在孤峰上与老虎争鸣，将黑脸噪鹛的可爱外貌与活跃习性刻画
的惟妙惟肖。后两句则说它被人捕捉成为笼中宠鸟后，对人非常愤
恨。苏轼希望以此来唤醒人们的爱鸟意识。

“七姊妹”别名更形象——山胡之外，黑脸噪鹛还有一个别名
“七姊妹”，这是对它们生活方式的更形象比喻。黑脸噪鹛喜欢结群
活动，每群都在10至20只之间。因为它们的鸣叫声尖锐响亮，悠扬
婉转，一群黑脸噪鹛聚集到一块，就像是开会，经常是一只鸟率先鸣
叫，宣布“开会”，然后群鸟响应，争抢“发言”。只要开了腔，就叽叽
喳喳、喋喋不休地一刻也不闲着，又好像在吵架，谁也不让谁，听不
出是谁在讲话，实际上大家都在“发言”。中国有句俗语，“三个女人
一台戏”，这并非是对女同胞的嘲笑，而是说女同志多了，话题会相
应而多。如果三个女人一台戏的话，那么七个姊妹在一起就更是一
台大戏了。所以，只要看到一群黑脸噪鹛聚到一块，你就耐心地听

“七姊妹”唱大戏吧。

小雪的淮南“鸟代”——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
录》中，黑脸噪鹛目前呈无危状态，被列入国家“三有”保护陆生野生
动物名录。黑脸噪鹛原本只生活在我国本土，主要分布在华北平
原、秦岭山区和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域，现在的栖息范围已经越过国
境，向南扩张到老挝和越南的北部。黑脸噪鹛是留鸟，不善于长距
离飞行，主要生活在平原和丘陵地带的灌木丛中，既食昆虫，也吃植
物果实、种子，属杂食性鸟类。淮南全境都是其适宜的栖息地，城市
公园和住宅小区，乡村小树林和农家庭院，都能经常见到它们的身
影。小雪时节，鸟儿渐少，此时进入八公山、舜耕山、上窑山，只要听
到叽叽喳喳的鸟叫，必定是黑脸噪鹛无疑，因此，将黑脸噪鹛确定为
小雪节气的淮南代表性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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