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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河灯：
悼念逝者，祈保平安

在二十四节气中，处暑的存在感并不强，有
人甚至不知道有这个节气。有时候，处暑得依靠
和它日子接近的中元节来增加自己的知名度。

因此，民间会有庆赞中元节的民俗活动，俗
称“作七月半”，其中一项重要的民俗是放河灯。

河灯也叫“荷花灯”，一般是在底座上放灯盏
或蜡烛，中元夜放在江河湖海之中，任其漂泛。
放河灯一开始是为了普度水中的落水鬼和其他孤
魂野鬼，后来发展为对逝去亲人的悼念、对活着
的人们祝福。

肖红 《呼兰河传》 中的一段文字，是这种习
俗的最好注脚：“七月十五是个鬼节；死了的冤魂
怨鬼，不得托生，缠绵在地狱里非常苦，想托
生，又找不着路。这一天若是有个死鬼托着一盏
河灯，就得托生。”

据说放河灯这个习俗可以追溯到渔猎时代。
那时人们驾舟出海下湖，为免风暴肆虐，在过危
礁险滩或遇到风大浪高时，用木板编竹做小船，
放入祭品，点上蜡烛，彩纸作帆，放水中任其飘
流，向海神祈保平安。

开渔节：
百舸竞发，捕获海鲜

对于沿海渔民来说，处暑意味着渔业收获。

这个时候海域水温依然偏高，鱼群会停留在渔场
周围，鱼虾贝类发育成熟。因此，从这一时间开
始，人们往往可以捕获到种类繁多的海鲜。

每年处暑期间，在浙江沿海都要举行一年一
度的隆重的开渔节，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欢送
渔民驾船出海。著名的开渔节有象山开渔节、舟
山开渔节、江川开渔节等。

以象山开渔节为例，象山石浦渔港是中国四
大渔港之一，建有国内最大的水产品交易市场
——中国水产城。石浦渔民素来有“三月三，踏
沙滩”以及“祭海”等习俗，其中“祭海”是渔
民出海捕鱼时，为求平安、丰收而举行的一种仪
式。

现在国家实行“休渔期”，“休渔期”结束称
为“开渔”。当地政府和旅游部门将原来民间的

“祭海”活动组织成节庆活动，称之为“开渔
节”。自1998年首办开渔节以来，名声日隆。

开渔节时候，原本帆樯林立、千舸锚泊的平
静海面，瞬间成为机器轰鸣、汽笛长鸣、千舸竞
发的活跃场景。送别的码头上，人海涌动，鼓乐
喧天，爆竹齐鸣，焰花怒放，一派壮观景象。开
渔节的主要内容有千家万户挂渔灯、千舟竞发仪
式、文艺晚会专场、海岛旅游、特色产品展销、
地方民间文艺演出等活动。

吃鸭肉：
润肺健脾，无病各家

“处暑”到来意味着炎热的夏天逐步开始转为
凉秋了。天气温差增大、昼暖夜凉，此时饮食应
遵照润肺健脾的原则，常吃些清热、生津、养阴
的食物。

鸭肉味甘、咸，性微凉，能补阴益血、清热
健脾，正是季节转换时的绝佳食品。因此民间有
处暑吃鸭子的传统，做法也五花八门，有白切
鸭、柠檬鸭、子姜鸭、烤鸭、荷叶鸭、核桃鸭
等。北京至今还保留着这一传统，一般处暑这

天，北京人都会到店里去买处暑百合鸭等。
以南京为例，当地的鸭子以湖熟地区的麻鸭

最为抢手。这种鸭子味甘性凉，肥瘦适宜。大多
数南京人忙得没空在家做鸭子菜，多半是夹着个
碗儿到巷子口去斩上半只，回家慢慢地啃。

要是有老人在家的话，多半会炖上个“萝卜
老鸭煲”或者来个“红烧鸭块”，并首先端上一碗
送给邻居。这是南京的一个老习俗，叫做“处暑
送鸭，无病各家”。然后，才是自己全家人痛痛快
快地大吃一通。

脸觑厝：
打道回府，龙眼稀饭

福州人有句俗语，叫作“处暑一过脸觑厝”。
“厝”指有钱人在城里的大房子，“脸觑厝”就是
脸要朝着自己在城里的家看，意思是外出避暑的
人要打道回府了。

这句话折射出老福州人过去的生活方式，“处
暑”到了，“避暑”也就结束了。过了处暑这个节
气，人们的饮食起居就要有所变化。

老福州人的生活习俗是，在处暑的时候要吃
龙眼配稀饭。因为夏天的时候天气比较热，人体
消耗了很多的热量，吃龙眼能补充热量。龙眼偏
温性，有益心脾、补气血、滋补养气的作用。老
一辈的吃法就是剥一碗龙眼，混着稀饭一起吃。

除此之外，福州及其周边的人在处暑吃的另
一种食物是白丸子。白丸子其实就是糯米丸，做
法很简单：将糯米粉搓成一小粒一小粒，煮汤，
加点糖，味道清甜，既可补充碳水化合物，又可
以解夏天的口腻。

拜土地：
杀牲祭拜，插旗感恩

处暑节气，过去温州人的主要习俗有三项。
第一，拜土地爷。处暑节气正值农作物收获

时刻，农家纷纷举行各种仪式来拜谢土地爷。有
的杀牲口到土地庙祭拜，有的把旗幡插到田中央
表示感恩，还有的这一天从田里干活回家不洗
脚，恐怕把丰收洗掉。

第二，煎药茶。此习俗自唐代以来已盛行。
每当处暑期间，家家户户有煎凉茶的习惯，先去
药店配制药方，然后在家煎茶备饮，意谓入秋要
吃点“苦”。这在清热、去火、消食、除肺热等方
面颇有好处。

第三，喝酸梅汤。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温州
市区街头专门有卖酸梅汤的茶摊，故有“处暑
酸梅汤，火气全退光”的谚语。制作酸梅汤很
简单：在夜间用开水冲泡晒干的梅子，再加冰
糖；煮好放凉后，装进木制有盖的冰桶中，使
其温度降低。酸梅汤喝起来酸中带甜，甜中微
咸，口感甚佳。

二十四节气·处暑

处暑是七月中气，交节时间一般
在公历8月22－24日，这时太阳到达
黄经150°。今年处暑交节时刻为8月
23日18时37分。

《月 令 七 十 二 候 集 解》 中 说 ：
“处，去也，暑气至此而止矣。”这表
明了“处暑”的含义：夏日的暑气
开始衰退。其天文气象意义是太阳
的直射点继续南移，辐射减弱，于
是副热带高压向南撤退，蒙古冷高
压南下次数则增多，所以气温开始
明显下降。俗谚说“处暑天不暑，
炎热在中午”，即处暑时节只中午
热一会儿，早晚都很凉爽。所以处
暑是表示气温由炎热向寒冷过渡的
节气。

宋人苏泂的《长江二首》有“处
暑无三日，新凉直万金”之句，直接
写出了酷暑过后，对秋凉的感恩之
心。

古人将处暑分为三候：“一候鹰
乃祭鸟；二候天地始肃；三候禾乃

登。”
元稹的 《咏廿四气诗·处暑七月

中》：
向来鹰祭鸟，渐觉白藏深。叶下

空惊吹，天高不见心。
气收禾黍熟，风静草虫吟。缓酌

樽中酒，容调膝上琴。
“鹰乃祭鸟”指老鹰开始大量捕

猎小鸟；“天地始肃”指万物开始凋
零，即“天高不见心”诗意；“禾乃
登”指农作物成熟，即诗中说的“禾
黍熟”。另外，诗中的“白藏”指

“秋”，古人把四季配以四种颜色，称
“春为青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
冬为玄英”。

处暑以后，除华南和西南地区
外，中国大部分地区雨季走向结束，
晴天增多，秋高气爽。即使有云，云
彩也显得疏散舒卷，而不像夏天的浓
云 成 块 成 团 。 这 种 云 被 称 作 “ 巧
云”，民间有“七月八月看巧云”之
说，宋代诗人张耒就有“秋高孤月

静，天末巧云长”（《舟行即事》）
之句。这正是人们畅游郊野、迎秋赏
景的好时节。

处暑还与传统节日“七夕”靠近
（今年七夕是8月20日），北宋词人秦

观写牛郎织女忠贞爱情的名篇《鹊桥
仙》中有“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
汉迢迢暗度”之句。可以推测，“巧
云”的名称，可能还与七夕乞巧节有
关系。

疾风驱急雨，

残暑扫除空。

因识炎凉态，

都来顷刻中。

纸窗嫌有隙，

纨扇笑无功。

儿读秋声赋，

令人忆醉翁。

历数中国二十四节气，其中有几个我不甚了了，处
暑是一个。我一直觉得，在大暑和处暑之间夹着一个立
秋，显得不那么对劲儿。虽然说立秋之后还有一伏，但
一个“秋”字，总是和暑天是对立的。立秋意味着天气
要凉快了，怎么可以将一个有些萧瑟之意的“秋”字，
夹在两个热气腾腾的“暑”字之间呢？

当然，这是对于处暑的这个“处”字不理解。古人
说“处”，是“止”的意思。也就是说，处暑是指暑天到
此止步了。不过，按照我固执且幼稚的想法，还是应该
把处暑和立秋这两个节气的位置换一下，起码在字面
上，可能让人觉得更对位一些。

对于处暑这个节气真正的认知，是我当年插队在北
大荒时获得的。这个节气里，麦子已经完全收割完毕，
开始在场院上晾晒，就要灌麻袋入囤了。这是一年稼穑
中重要的一环。对于庄稼人，这就是最后的收获季节。
古书里说起处暑这个节气，爱说的话叫做：处暑到，禾
乃登。节气和城里人的关系，远赶不上和乡里人的密切；
城里人对节气的理解程度，也赶不上庄稼的成熟速度。

这个季节里，晾晒麦子至关重要。麦子晾晒得不
干，入囤之后就容易发生霉变。因此，这时候太阳就是
麦子最好的朋友。但是偏偏这个时候，老天爷爱下雨，
尤其是在北大荒，那雨说来就来，没有个由头。这时候
的天，就像是小孩的脸，说变就变。刚刚还是响晴烈
日，转眼就可能变成了大雨倾盆。这时候，就得看晒场主
任的眼力和指挥能力了。因为整个晒场的麦子，都必须赶
在下雨之前用草帘子或帆布做的苫布苫盖好。那节骨眼
上，晒场主任简直就像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整个晒场让
他指挥得万马奔腾，硝烟四起。在整个这一季节里，就连队
长也得看晒场主任的脸色。因为这关乎一年的收成。

那时候，我们队的晒场主任姓苏，山东汉子。一年
时间里，在队上，他都不显山露水，好像没他这么个人
似的。但到这时刻，他显得格外趾高气扬。他能够闻得
见风起于青萍之末，可以赶在雨脚到来之前，抢先把麦
子苫盖好。等雨刚刚过去，他又会敲响晒场上挂着的那
块拖拉机的破链轨板，敲得震天动地，指挥大家抢时
间，赶紧把盖在麦子上的苫布和草帘子掀开晾晒。一天
之内，这样的盖苫布掀苫布，不知有多少回，算得上是
争分夺秒了。

所以，那时候，这活儿叫做“抢场”。不知别处是不
是也这么个叫法？一个“抢”字，活灵活现地再现了人
们对于这个节气的心情。后来，在书上看到关于处暑的
若干民谚，其中有一句说：“处暑有雨万人愁”。那时
候，我们队上最愁的是晒场主任老苏。没有那种抢场经
历的人，是难以体会这句民谚的滋味的。

我曾经写过一首“抢场”的小诗：“云黑雷声隐，天
低暑气浓。风来枝乱叶，雨去绿杂红。车陷一尺泥，屋
生半地虫。抢场场院上，晒麦趁晴空。”现在看，写得实
在是太文气了，把处暑抢场写得过于诗意浓浓了。如果
让老苏看到了，一定会指着我的鼻子说道：大雨来了，
抢场的时候，谁还顾得上看枝乱叶，绿杂红？我的眼睛
里可全是麦子，麦子！

没错，处暑节气里，抢场的节骨眼儿上，麦子是唯此为
大的。那时候真的是怕下雨。哪里像现在，处暑前后，暑气
还没有完全消散，就盼着下点儿雨，天气能够凉快点儿，还
能平添点儿诗意。对于同一个节气，人在不同的地方，人生
在不同的季节，想法和心情是多么的不同啊！

处暑抢场
肖复兴

处暑后风雨
仇 远（宋）

处暑后风雨
仇 远（宋）

庞任隆书庞任隆书

□诗意·处暑

□节气·物候

□节气·民俗

处暑：
夏将止，秋未满

熊慕东

作为一个气温类节气，处暑标示着气温变化的节
点，有重要意义，食俗、习俗都有可观处。

“处”有终止的意思，处暑表示炎热的暑天结束
了。但是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天气并
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秋凉。

老鸭煲

放河灯放河灯

浙江宁波象山开渔节

处暑：暑气衰退 秋意渐浓
王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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