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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的四月恰好是阳历的五月。在我的家乡黑龙江，
五月是一年当中最美妙的时节。江南人常说“阳春三月好
风光”。古人在诗中也曾这样写到：“若到江南赶上春，千
万和春住。”可是三月里的东北虽说已是时令上的“春”
了，但依然是一泒冰天雪地，寒风料峭的景象。只有到了
农历四月，地上的小草才刚刚开始破雪泛青，春曛之下软
了的柳丝方才绽出翠色的叶苞。鹅黄色的迎春，艳丽的小
桃红也渐次开放了。真正的春天来到了，人们脱掉笨重的
棉衣，换上春的服装出门了。

我记得一首俄罗斯民歌这样唱的：“五月美妙五月好，
五月叫我心欢唱。”而我要说的是，如果您在五月来到黑龙
江，千万和这里别样的、充满生机的“春”住上几日。的
确，生活在寒冷地带的东北人，经历了差不多半年多冰天
雪地的生活，对春天充满着憧憬，充满着深情，似乎人人
都有了年轻10岁的非凡感受。

或许正惟如此，众佛都选择农历的四月来到凡世，降
临人间。可以说农历的四月纯粹是“佛月”。如四月初八是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生日；四月初四是文殊菩萨的诞辰，
四月二十八，是药王菩萨的诞辰。四月初八则被称之为洗
佛节，亦称浴佛节、佛诞节，是我国佛教一年之中大的节
日之一。

释迦牟尼被佛教徒称为“如来”（即“成正觉”），
佛 （意为“觉悟者”），奉之为佛祖。这一天僧人以名香
泡水灌洗佛像，购龟、鱼放生，佛寺还要举行大规模诵
经活动。《武林旧事》 记载：四月初八……诸寺院各有浴
佛会，僧尼辈竞以小盆贮铜像，浸以糖水，覆以花棚，
饶钹交迎，遍往邸第富室，以小杓浇灌，以求施利。佛
教有传说云，释迦牟尼降生时，九龙吐水，为他沐浴。
在我国藏族地区，浴佛节日喇嘛们群集念诵“沐浴经”，
为佛像除尘保洁灌水。据说农家还以此日之风向占谷
价。云“南风吹佛面，有收也不贱。北风吹佛面，无收
也不贵。”

在山西，四月初八日亦是纪念关圣帝君 （三国时蜀
汉名将关羽，字云长） 的节日。明版 《大同府志》 记载

“四月八日，铺行各行于关圣庙献品数日，供设花盘纸
工，极其精洁。”而壮族人则认为四月初八是牛王的生
日。有道是，牛魂节一到，人放犁，牛脱轭，主人家要
用新自酿制的甜酒和用植物汁液染成的五色糯米饭来喂
牛。这一天，要清扫牛栏，给牛洗刷身体。牛沐浴时，
还要敲鼓助兴。使得这一天变成了一个直接与农耕息息
相关的节日。

我的家乡在四月初八这一天照例有庙会。虽说哈尔滨
是一个洋气的城市，但是极乐寺，恰恰是我国香火旺盛的
寺院之一。极乐寺四月初八这一天的庙会可谓是人山人
海，万头攒动。除了烧香礼佛的，还有许多游人专程到这
里来逛庙会，体验民生民俗，感受传统的文化。我小的时
候，在四月初八也随母亲一起逛过庙会，其情其景，至今
仍然历历在目。

既然农历的四月是黑龙江真正的春天，因此在这样的
日子里，农家开始准备春耕了，而城市人也打开封闭了一
年的门窗，迎进春的气息，春的味道，春的活力，藉此振
作精神，开始绘制新的蓝图，迎接新的挑战，创造新的业
绩。正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即是“佛月”，即是“浴
佛节”，而众心即佛，着意于此月做一次彻底的精神沐
浴，清清爽爽，与天地同在，与幸福与好运同行。

按农历，四、五、六月是夏季，所以四月称
“初夏”或“孟夏”。四月还有槐月、桐月、麦
月、梅月等雅称 （因为四月正是槐花桐花盛开、
夏麦已熟、梅雨来临的时节）。另外，四月又称建
巳之月 （蛇月）、仲吕、阴月等。“建巳”是按地
支排列到四月为巳，“仲吕”是古代十二律与十二

月的对应，四月律中仲吕。“阴月”
的名称则比较微妙，按中国传统科
学理论，四月是“纯阳之月”，是一
年中阳气最旺的时候，同时也是最
潮湿闷热的时节，说明阴气尚存，
远未到“三伏”，所以反称“阴月”。

在农耕社会，人们对四月初夏
是怎样的感受呢？我们看一看唐代
诗人刘禹锡在《初夏曲》中的描写：

铜壶方促夜，斗柄暂南回。稍
嫌单衣重，初怜北户开。

这时，春分早已过去，白天明
显比黑夜长了，所以说“铜壶方促
夜”。天黑后观察天空，北斗七星的
柄已开始指向南方了——这就是古
书中说的“斗柄南指，天下皆夏”。
天气转热，穿单衣都有些嫌厚了，

很喜欢打开北门北窗，让屋里通风凉爽一些。
四月份没有太著名的民俗节日，但有两个重

要的宗教节日：浴佛节和碧霞元君节。浴佛节在
四月初八，这天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诞辰
日。据说释迦牟尼诞生时，天上出现了九条龙，
吐出香水为他洗浴，所以后来人们定这一天为浴

佛节，到这天，各地寺庙要举行一系列的盛大庆
祝活动。

碧霞元君是道教尊奉的女神，俗称泰山圣
母、泰山娘娘。道经中说，碧霞元君是西天斗母
的化身，在泰山修道成真，从此受玉帝之命，统
领岳府神兵，观察人间善恶。民间认为碧霞元君
能福佑众生，有求必应，特别是保护妇女和儿
童。她的生日是四月十八，这天就成了道教的一
个重要节日——碧霞元君节。

四月正是农忙时节，有的诗写出了这种农忙
景象，如宋人翁卷的《乡村四月》：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不过四月农忙时，不同的农事对天气的要求

是不同的，比如有的民谣唱到：
做天难做四月天，蚕要温和麦要寒。
秧要日头麻要雨，采桑娘子要晴天。
看，有的农事希望下雨，有的希望晴天，有

的愿意天暖，有的愿意寒一点，四月天真不好做
啊！这首民谣写的是一种自然社会现象，但也时
常可以用于人事，形容在社会上那种做人难的窘
境。

人间四月芳菲尽，

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

不知转入此中来。

□诗意

大林寺桃花
（唐）白居易

索英镌书索英镌书

“和春住”多美妙
阿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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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候

孟夏四月 麦熟槐盛
王玉民

□物候

孟夏四月 麦熟槐盛
王玉民

槐花盛开

□民俗

农历人间四月天
郁 华

进入农历四月，如今已经立夏。悠悠
地，风燥了起来，阳光不那么轻柔了。人间
四月芳菲尽，逐渐有了夏天的样子。作为夏
季的第一个月份，四月又称之为“孟夏”“初
夏”“维夏”。

似乎鼎沸就在前头等着了，但四月仍葆
有最虔诚、最肃穆的心意。善男信女在佛诞
日极尽隆重，期许佛祖的慈悲。从佛祖求得
庇护，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勤劳的先民们
懂得，只有用汗水浇灌，土地才不会辜负
人。于是，“小满动三车”“才了蚕桑又插
田”亦是四月里的陇上风景。

农历四月，梅雨来临农历四月，梅雨来临

农历四月的乡村景致

五香水浴佛 共作龙华会

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是佛祖释迦牟尼诞辰，亦称洗佛节、佛诞节
和龙华会，是佛教一年中大的节日之一。

据载，释迦牟尼佛生于周昭王二十四年 （西元前 1027年），是迦毗罗
卫国 （今尼泊尔境内） 的王子。传说降生时，手指天地脚踩莲花，九龙
吐水沐浴其身。

因而，到了这一天，僧人要以名香泡水灌洗佛像，购龟、鱼放生，
佛寺举行大规模诵经活动。《荆楚岁时记》 云：“四月初八，诸寺各设
斋，以五香水浴佛，共作龙华会，以为弥勒下生之征也。”

每到农历四月初八，敦煌莫高窟会举行盛大的浴佛节庙会。庙会期
间，九层楼大佛殿里钟鼓齐鸣，和尚诵经，香客还愿，热闹非凡。城南
的雷音寺，更是人山人海，大雄宝殿前排起了长队，弟子信众手持杨柳
枝，用净水为玉制佛像淋浴。一是表示对佛的虔诚，二是求佛保佑自己
平安吉祥。

在藏族地区，浴佛节日喇嘛们群集念诵“沐浴经”，为佛像除尘保洁
灌水。

逢浴佛节，老北京的习俗也很多。佛教寺庙要举行纪念仪式，要浴
佛、举行斋会，民间也在这一天有放生和吃结缘豆的习俗。

何谓“舍豆结缘”？佛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相识是前世就已结下缘
分，因黄豆是圆的，圆与缘谐音所以以圆结缘。于是，在浴佛日舍豆、
食豆就成了人们的美好寄托。这个习俗起于元代，最盛于清代。清宫内
每到四月初八这一天，都要给大臣、太监以及宫女发放煮熟的五香黄
豆。在百姓家，妇女早早用盐水把黄豆煮好，然后在佛堂里一边念“阿
弥陀佛”，一边手中捻豆，以此表示虔诚。在去庙会的路上，常有一些妇
女挎着香袋，拿着香烛，挨家去索要“缘豆”，图个吉利。

在浴佛节前后，还有民间的拜观音求子以及拜药王活动。到了四月
二十八，就是药王菩萨诞辰了。

旧时，农家还以此日风向占谷价。谣曰：“南风吹佛面，有收也不
贱；北风吹佛面，无收也不贵。”

人间四月天 万物皆舒也

人间四月天，是温柔的抚慰。四月，又称“余月”，《尔雅·释天》说：“四月
为余。”郝懿行义疏云：“四月万物皆生枝叶，故曰余。余，舒也。”余即舒展之
意，四月万物皆舒展而生枝叶。难怪林徽因用四月深情抒怀：“你是一树一树的花
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四月又称梅月。初夏。江淮流域一带有持续的阴沉多雨天气，即“霉雨”，又
值江南梅子黄熟之时，故亦称“梅雨”，农历四月故作梅月。

农历四月的别称，总是充满香甜气儿。“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叶
长”，在麦田的清香里，四月又称“麦月”。万物枝长叶茂、青翠欲滴，槐树绽开
了黄白色的花瓣儿，四月又称为“槐月”。

难怪有诗人不禁感慨：“最爱郊居四月初，庭前橘发两三株。”

小满动三车 农人“抢水”忙

5月20日，是今年的小满节气。“小满”同“惊蛰”“清明”一样，指示了生
物和气候变化的互动关系，勾勒着万物生长发育的节奏。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中说：“四月中，小满者，物致于此小得盈满。”这
时，大多数北方地区，灌浆后的小麦籽粒逐渐饱满，但还没有成熟，所以叫小
满。南方地区则有农谚，“小满不满，干断田坎”“小满不满，芒种不管”，用

“满”来形容雨水的盈缺，小满时节田里如果蓄不满水，就可能造成田坎干
裂，甚至芒种时也无法栽插水稻。由此可见，由于幅员广袤、农作物有别，即
使是同一节气，不同地区的人也有不同的智慧积累。

古话说：“小满动三车 （三车指的是丝车、油车、水车）。”启动三车，形象
地描绘了初夏时节，一派农忙的盎然生机。

蚕宝宝逐渐壮硕了，丝车转起来。小满前后，蚕要开始结茧了，养蚕人家
忙着摇动丝车缫丝。《清嘉录》 中记载：“小满乍来，蚕妇煮茧，治车缫丝，昼
夜操作。”新丝行将上市，丝市转旺在即，蚕农、丝商无不满怀期望，等待着
收获的日子快快到来。

油菜花荼蘼，油车转起来。对于文艺青年来说，一望无际的金黄是美好的
定格，但对于以此为生的农民来说，收割下来的油菜籽才是最踏实的回馈。舂
打油菜籽，做成清香四溢的菜籽油，烹饪千家万户的温馨与美味，好日子都在
路上飞驰。

庄稼正干渴，水车转起来。在长久的农耕文明中，找水源、作田垅、引水灌
溉，可是保证丰收的重中之重。到了小满时节，农民们便踏水车翻水，送去源源
不断的清流。在浙江海宁一带，甚至有农户以村圩为单位举行“抢水”仪式，可
见，农人对小满之水多么重视。

此外，祭车神亦为农村古俗。传说“车神”为白龙，农家在车水前于车基上
置鱼肉、香烛等祭拜之，特殊之处为祭品中有白水一杯，祭时泼入田中，有祝水
源涌旺之意。

欣欣向荣的农忙景象也是诗情的催化剂，不信你听——“绿遍山原白满川，
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