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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9日 星期五二十四节气·夏至

夏至的天空，白天最长，夜晚最短。
夏至的天空，白天最热，夜晚最亮。

在周时，夏至曾经被定为一个盛大的
节日。白天祭地，夜晚焚香，祈求灾消年
丰，这是农业时代人们心底普遍的愿景。
我曾经猜想，在那遥远的时代，人们之所
以将夏至作为一个盛大的节日，大概是因
为这时候正是丰收的时节，却也正是夏天
雨涝的季节。如此，才格外祈望丰收能够
延续，灾难能够消除吧？节气里，总是蕴
含着人们最为朴素的心情，那心情随老天
爷 阴 晴 变 化 而 跌 宕 起 伏 。 节 气 里 的

“气”，便不只是气候，也有人们的心气在
里面。

夏至这一天，如果不下雨，就是最好
的时辰。传统民谚说：夏至到，鹿角解，
蝉始鸣，半夏生，木槿荣。这谚语说得非
常有意思，前两句说物，鹿和蝉，一个动
物，一个昆虫。鹿角成熟了，可以割角
了；夏天炎热了，蝉开始叫唤了。这是典
型夏至的标志，一个有形，一个有声，梅
花鹿和金蝉，可以作为夏至的形象代言。

不过，我一直喜欢这个谚语的后两
句。后两句说的是花，半夏和木槿都要开
花了，这让夏至一下子和花木繁盛的春天
有了对比和呼应，夏天并不仅是丰收的季
节，也是花开的季节。如今，在城市里，
半夏很少能见到，但木槿却是公园和住宅
小区里常见的。其实，夏至之后，盛开的
不仅有木槿，合欢、紫薇、玉簪等等也都
会相继盛开。谚语里的半夏和木槿不过是
代表罢了，如果夏至真的要有一个 LOGO
的话，鹿和蝉、半夏和木槿还真的有一番
PK呢。

夏至的天空，因有了它们而变得活色
生香。想一想，鹿摇动着美丽的犄角从青
青草地上奔跑而来，蝉在树叶间比赛似的
撒了欢儿地鸣叫，再有那些夏花之绚烂与
争奇斗艳，真的是奏响了一支夏至交响
曲，在整个天空中激情四溢地回荡。

夏至的天空，最美的时候在夜晚。一
年四季，夏至的夜晚是最短的，却也是最
明亮的。在这时候眺望夜空，星河灿烂，
能够看到很多一般日子里看不到的星星。
即使不懂银河系里各种星座，也可以清晰
地看到北斗七星，牵牛织女星、天狼星和
太白星。这对于雾霾横行的今天而言，是
格外难得一见的盛景，是夏至和夜空相互
给予的一种馈赠。我的小时候，坐在四合
院里，望着星光璀璨的夜空，认识并数点
着那些星星，心里会觉得宇宙的浩瀚和生
活的美妙。如果，再能够看到一次流星雨
的壮观，是额外的收获了。

我的小时候，在四合院里还能够看到
萤火虫。在夏至到来的日子里，这些发光
的小虫给我们孩子带来欢乐。轻罗小扇扑
流萤，是那时候最美的情景。看萤火虫飞
上天空，和星星上下呼应对话，一起扑闪
着明亮的眼睛，会让我觉得夜空真的非常
美丽又神奇。如今，这样的美丽神奇的夜
景已经很难看到了。前几天看报纸有消息
说，在武汉东湖的牡丹园新造萤火虫馆，
人们只能到那里去看人工制造的萤火虫夜
景了。无论是玻璃罩还是水泥罩，隔开了
夜空的萤火虫，就像玻璃缸里的金鱼一
样，还有天然的情趣吗？

在我国，看夏至的夜，最好去漠河。
夏至前后，那里是白夜最好看的时节，
可以看到一年最美的壮观景色。夜空因
白夜的到来而变得格外空阔辽远，那些
星辰的闪烁也变得异样的迷离。在北中
国的夜空中，夏至把最神奇的景色托付
给了漠河收藏并展示。

在国外，看夏至的夜，最好去挪威的
首都奥斯陆。夏至前后，6月的夜晚，那里
要举办每年一度的室外音乐节。同漠河一
样，那里也在欧洲遥远的北方，也有白夜
无比的神奇。当“落日炮”响过之后，星
星出来了，夜空还是一片明亮，音乐会开
始了，动人的音符像萤火虫一样翩翩飞上
蔚蓝洁净的夜空。当年，挪威最伟大的音
乐家格里格曾经指挥过音乐会，并演奏过
他自己创作的乐曲，那应该是献给夏至最
美妙的音乐了。

冬季有数九歌，夏季也有，从夏至开始数。
我国农历中有“冬九九”和“夏九九”。其中“冬九

九”流传较广。“夏九九”是以夏至那一天为起点，每9
天为一个九，每年九个九共81天。同样，三九、四九是
全年最炎热的季节。它与“冬九九”形成鲜明的对照，
遗憾的是流传不广。其实，“夏九九”生动形象地反映了

日期与物候的关系。
最能反映我国大部分地区气候特点的，是在湖北省

老河口市一座禹王庙正厅的榆木大梁上的 《夏至九九
歌》，全文是：夏至入头九，羽扇握在手；二九一十八，
脱冠着罗纱；三九二十七，出门汗欲滴；四九三十六，
卷席露天宿；五九四十五，炎秋似老虎；六九五十四，

乘凉进庙祠；七九六十三，床头摸被单；八九七十二，
子夜寻棉被；九九八十一，开柜拿棉衣。

北方农村的“夏九九”歌是：一九至二九，扇子不
离手；三九二十七，冰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汗湿衣
服透；五九四十五，树头清风舞；六九五十四，乘凉莫
太迟；七九六十三，夜眠要盖单；八九七十二，当心莫
受寒；九九八十一，家家找棉衣。

“夏九九”歌比“冬九九”适用范围更广。除了青藏
高原、西北部分地区等地区不适用外，我国大部分地区
都适用。这是因为我国南北温差夏季小、冬季大，因此

“夏九九”歌就没有“冬九九”的那种地域局限性。

昼晷已云极，宵漏自此长。
未及施政教，所忧变炎凉。
公门日多暇，是月农稍忙。
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
亭午息群物，独游爱方塘。
门闭阴寂寂，城高树苍苍。
绿筠尚含粉，圆荷始散芳。
于焉洒烦抱，可以对华觞。

夏至是5月中气，一般在公历6月21日或22日。这
天太阳黄经到达90°位置，太阳走到黄道的最北端，阳
光直射地球的北回归线。所以，这天北半球的各地都是
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 （黑夜则最短），而且越往北白
昼越长、黑夜越短，直到北极圈白昼成为24小时。今年
的夏至交节时间为6月22日0时38分。

夏至还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被确定的节气。早在公
元前7世纪，我们的先人用土圭测出正午日影最短的一
天，这天就是夏至。夏至也是个重要的节令，《史记》
记载：“夏至日，祭地。”在明清时期，每逢夏至，皇帝
都要率领文武百官到北京地坛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

夏至是一年中阳盛到极点的时刻，按我国传统科学
的解释，阳盛到极点时，没有丝毫的停留，阴气就开始
从地底上升，所以夏至又称“一阴生”。标志农历12月
的“十二消息卦”，5月为“姤”卦，阳盛到极点本应是

6根阳爻，但实际最底下的那根阳爻已变成阴爻了，代
表“一阴始生”。唐代权德舆的诗 《夏至日作》 写道，

“璇枢 （北斗） 无停运，四序相错行。寄言赫曦 （炎
暑） 景，今日一阴生”，就是这个意思。

唐人元稹有《咏廿四气诗·夏至五月中》诗：
处处闻蝉响，须知五月中。龙潜渌水坑，火助太阳宫。

过雨频飞电，行云屡带虹。蕤宾移去后，二气各西东。这里
写的是夏至五月时炎热在加剧，以及蝉鸣、雷电、彩虹
等物候和天气现象。夏至过后，阳气开始衰落，阴气开
始生长，所以诗中说“二气各西东”。

有一点要注意，天文历法中的“夏至”与气象学中
的“盛夏”不是同步的。虽然夏至一阴始生，白天开始
变短，但由于地面接收热量的积累效应，天气还要继续
热下去，到1个月后的“大暑”才热到顶点，所以气象
学中的“盛夏”要比夏至推迟1个月才出现。

夏至的天空
肖复兴

夏至是个天文类节
气。农谚说：“夏至棉
田草，胜如毒蛇咬。”
夏至前后，北方气温
高，光照足，雨水增
多，农作物生长旺盛，
杂草、毒虫迅速滋长蔓
延，需要加强田间管
理。夏至期间的民俗活
动，更多是与丰收、气
候有关。

夏至：唱起夏九九
开镰收新麦

熊慕东

□节气·民俗

夏至时值麦收，自古以来有在此时庆祝丰收、祭祀
祖先之俗，以祈求消灾年丰。因此，夏至作为节日，纳
入了古代祭神礼典。

《周礼·春官》载：“以夏日至，致地方物魈。”周代
夏至祭神，意在清除荒年、饥饿和死亡。夏至日正是麦
收，农人既感谢天赐丰收，又祈求获得“秋报”。夏至前
后，有的地方举办隆重的“过夏麦”，系古代“夏祭”活

动的遗存。
《史记·封禅书》 记载：“夏至日，祭地，皆用乐

舞。”这个祭祀仪式至今有遗存。在夏至节，浙江金华地
区有祭田公、田婆之俗，即祭土地神，祈求农业丰收。

夏至期间，广东阳江地区有开镰节。在前一天晚
上，各家各户要做面饼、茶，备酒，在广场上跳“禾楼
舞”，该舞是古时百越乌浒族 （壮族祖先） 的一种舞蹈。

山东临沂地区有给牛改善饮食的习俗，煮麦仁汤给
牛喝。据说牛喝了身子壮，能干活，不淌汗。民谣说：

“春牛鞭，舐牛汉；麦仁汤，舐牛饭，舐牛喝了不淌汗，
熬到六月再一遍。”

北方多旱，夏至期间流行求雨，祈求风调雨顺。不
过，要是雨水过多，人们又利用巫术止雨。如民间剪纸
中的扫天婆就是止雨巫术。有些地方把本来是巫术替身
的扫晴娘也奉为止雨求晴之神。

黑龙江漠河县是中国纬度最高的县份，在夏季会出现
极昼现象，时间在每年夏至前后的 9天中，即 6月 15日—
25日。因此，自1989年以来，漠河县把“夏至”定为旅游节。
每当夏至到来，便有数万人到北极村欢度夏至节。

求雨止雨，皆为庄稼丰收求雨止雨，皆为庄稼丰收

史料记载，我国汉代就有过夏至节的习俗。各地夏
至食俗虽有差异，但吃面却是共同的。因夏至新麦已经
登场，所以食面也有尝新的意思。

按照老北京的风俗习惯，每年一到夏至节气就可以
大啖生菜、凉面了，因为这个时候气候炎热，吃些生冷
之物可以降火开胃，又不至于因寒凉而损害健康。正所
谓“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清人潘荣陛

《帝京岁时纪胜》记载，此日京师家家食冷淘面，即“过

水面”。北京各家面馆人气很旺，无论四川凉面、担担
面、红烧肉面还是炸酱面等，各种面条都很畅销。

夏至这天，无锡人早晨吃麦粥、中午吃馄饨，取混
沌和合之意。有谚语说：“夏至馄饨冬至团，四季安康人
团圆。”吃过馄饨，还要为孩童称体重，希望孩童体重增
加更健康。

夏至这天，山东各地普遍要吃凉面条。莱阳一带夏至
日荐新麦，黄县（今龙口市）一带则煮新麦粒吃，儿童们用

麦秸编一个精致的小笊篱，从汤水中一次一次地向嘴里
捞，既吃了麦粒，又是一种游戏，很有农家生活的情趣。

夏至吃狗肉和荔枝，是岭南人的专利。广州和广西
的钦州、玉林等地的人非常喜欢在夏至吃狗肉和荔枝。

“吃了夏至狗，西风绕道走”，大意是人只要在夏至日这
天吃了狗肉，其身体就能抵抗西风恶雨的入侵，少感
冒，身体好。

夏至时节是瓜季，人们坐在瓜棚下乘凉，品尝西
瓜。西瓜、苦瓜都是清热消暑食品。烈日炎炎，比水更
解暑的是冰。周代已有掌冰的官吏和冰窖设备，冬季储
冰，夏季取用。唐代张仲素《杂曲歌辞·宫中乐》：“江果
瑶池实，金盘露井冰。甘泉将避暑，台殿晓光凝。”可以
看出宫廷中食用冰镇果实消暑的情形。

吃面吃狗，消暑还靠冰镇

夏至数九，适用范围更广

夏至：昼长夜短 一阴始生
王玉民

□节气·物候□节气·物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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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至避暑北池
韦应物（唐）

李 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