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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历六月初六的印象，是少年时听老父
亲讲唐僧晒经的故事而得知的。有道是唐僧取经
回来，老龟再一次驮他们师徒过河，因唐僧忘了
千年老龟的嘱托，被老龟翻到水里，那些从西天
取回的经书也被浸湿了。师徒们上岸后便在一块
大石头上一本本地晾晒。民间称这一天为“晒经
日”。今天，偶然听到有些人弱化文学的力量，
其实，他们忽略了民间故事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忽略了渐次演化成民风民俗且代代相传的强大生
命力。

在“晒经日”这一天，天下文人会将藏了一
冬的书卷，取出来放在太阳底下晾晒一下，亦称

“晒经”。而寻常百姓呢，这一天也会把自家的衣
被之类搬到院子加以晾晒，称“晾箱”。我想，
这晾箱里无论如何也是含着一点斗富的意味罢。
民间还有“六月六，回娘家”的风习。是啊，六
六大顺，这一天回娘家显然是一个顺顺当当的好
日子，一个吉祥的日子。

我曾在 《哈尔滨人》 一书中称哈埠是一座
“流亡者的城市”。19世纪就有众多从山东闯关东
的人。风俗使然，到了每年的农历六月，山东老
家新麦下来的时候，家里人就会做一些面食寄给
远在哈尔滨“漂”的亲朋故友。这些小面食通常
会做成各种动物、鱼和花朵的样子。由于制作上
有别样的讲究，走千里路也不会坏的，而且非常
实惠。这一风俗，在民间称之为吃新麦。漂在东
北的人能吃到老家寄来的新麦，怎能不泪流满
面。

在我的老家山东，六月六这一天是民间为麦
王做生日的日子。麦子打下来之后，乡亲们会在
屋子里、院子当中，或麦场上摆上供桌，供上枣
山馍和桃、李等瓜果，并用斗盛满新收的小麦供
在正中，然后，焚香叩拜，祈求秋季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是啊，民以食为天，岂能不敬。

说起来古代的节令是很有趣的，且“重日
节”的现象很多，比如二月二、三月三、五月
五、六月六、七月七、九月九，等等。说到六月
六，据说在晋国时代就认定为这一天是大禹的生
日。唐皇甫谧在 《帝王世纪》 说：“练纳有羊
氏，臆胸拆而生禹于石纽。郡人以禹六月六日
生，是日熏修裸飨，岁以为常。”这个祭禹的仪
式一直到宋朝还在举行着，宫廷将这一天定为

“天贶节”。苏轼在 《过漆州涂山》 一诗中云：
“淮南人传禹以六月六日生日，是日数万人会于
山上。”《宋史·真宗纪》 中记载的就更形象了，
说这一天，“京师断屠宰，百官行香上清宫”。虽
说宫廷断屠宰，但民间却可以大杀猪羊，烹而食
之。 在民间，六月六也被称之为“祭神节”。

更有人情味的是，六月六这一天还是普天下
所有 66 岁的老人们共同的“生日”。凡是岁在 66
的老人，不论是何月何日生，都要在六月初六这
一天过生日。这一天出了嫁的闺女也要回娘家给
父母做寿，礼物是一大块肥肉。民间有“六十
六，吃块肉”的说法，亦含长命百岁之意。

六月十九，则是观世音菩萨得道的大日子。
善男信女在这一天必定要绝早的去寺庙拜菩萨
的。而农历的六月二十四，是传说中关公和雷神
诞辰，还是荷花的生日。咱山东老家阳谷和我的
故乡聊城，可以说凡塘必有荷，而六月恰好是荷
花盛开的时节，于是六月六这一天人们有赏荷的
习俗。

人间岁月堂堂去。丰富的六月之“节”已渐
行渐远了。

按传统说法，五月夏至是一年中阳气最盛的时候，然后就
逐渐阴盛阳衰了。但是，从气象的意义上，由于地面接收热量
的积累效应，天气还要继续热下去，到一个月后大暑才热到顶
点，所以说，农历六月才是气象学中的盛夏。

六月又叫季夏，代表同样意义的别称还有暮夏、晚夏、杪
夏等，因为炎热，还有伏月、暑月、焦月之称，按物候则有荷
月、莲月、荔月等名，还有音律意义的“林钟”、地支意义的

“未月”等名称。
在介绍“五月”时，我们提到了“入梅”，即江淮梅雨季的

开始。历法规定，小暑后第一个未日，是梅雨季结束的日子，
称“出梅”（今年出梅是 7月 12日）。出梅后，南方的暖空气就
占了优势，一举把冷空气推走，南北方从此全面进入炎炎盛夏。

六月除了小暑、大暑节气外，重要的历注就是三伏了。
“三伏”是对一年中最热时节的特别标志法。为什么把最热

的时节叫“伏”？中国传统认为，春、夏、秋、冬四季分别对应
五行中的木、火、金、水，按五行的相生相克，由秋到冬是

“金生水”、由冬到春是“水生木”、由春到夏是“木生火”，都
是“生”的关系，唯有从夏到秋特殊，是“火克金”。所以古人
认为，从夏到秋是一段艰难的历程，秋长久被夏压制着不敢露
头，要潜伏一段时间，因此称“伏”。

“三伏”即初伏、中伏、末伏，先人规定：夏至后第3个庚
日开始为初伏，第4个庚日为中伏，立秋后第一个庚日为末伏。
今年初伏是7月17日 （农历六月十四）。

伏天，北方有“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的
习俗。伏天太热，人们往往食欲不振，比常日消瘦，称为“苦
夏”，饺子、面条、烙饼摊鸡蛋在过去不是天天能吃到的食品，
所以食欲不振时吃这些东西可以开胃解馋。另外，有些地方三
伏天还有饮伏茶、晒伏姜、烧伏香等习俗。

农历六月是夏季的尾巴，有很多

副面孔。它深沉，对农人回报以麦收

的护佑。它炽烈，肆意发光发热，蒸

腾掉虚妄的水分。它明艳，姑娘指尖

的凤仙花温婉娇红，池塘边，水面清

圆，一一风荷举。

盛夏光年里，六月是一首最投入

的诗。

六月初一过半年
红团糖馅大于钱

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一年到头，合
家团聚。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一些地方的民俗里，
在六月初一这一天要过“小半年”，就好比赶路到了
半途，安排中场休息。“六月初一过半年”在山东尤
其隆重。

入伏后适逢农历六月初一。在旧时，青岛地区的
胶州农村这天要“挂锄”，农民在这一天不下地干
活，长工歇工一天。乡民们把这天当作庆祝丰收、祈
求丰年的节日。人们在屋中、院内、麦场里摆供桌，
放上蒸好的枣饽饽和桃、李等 5 种瓜果。用斗盛满新
收的小麦，斗上贴红色“福”字，焚香燃炮，祈求秋
季风调雨顺。中午人们高高兴兴地吃饺子。男人们有
的还在麦场上猜拳行令，十分尽兴。

农历六月，麦收刚迄，颗粒归仓，农人也迎来了
短暂的休憩。人们用新麦制作糕点、面食，走亲访
友。在三秦大地，临近的村镇约定俗成，各选一天做
主场，招待八方来客。这一天，套圈杂耍、冷热熟
食、糖人泥塑都前来助阵，平日里安静的村庄顿时成
为欢乐的海洋，大人们大摆筵席，三五小儿结伴嬉
戏，一派和乐。待晚霞染红西天，亲友们尽兴而归，
择日再到对方家里做客，这样的庆祝可持续大约半
月，直到节气又把农人赶进田里。

六月六采红花
采回红花染指甲

每年农历的六月初六俗称“陆月陆”，中原一带
称“姑姑节”，算是娘家人和出嫁女儿之间的小互
动。“麦稍黄，妞看娘。”每年收麦前，青黄不接的时
候，出嫁的闺女都会回娘家看望母亲。等到麦收后，
农闲时节，老母亲则会带上新麦面等食物到闺女家看
看收成如何，好确保女儿衣食无忧。

除了母女情深，这一天还充满读书人的知遇情
结。相传有一年，喜欢微服私巡的康熙偶遇朱彝尊
露着肚皮晒太阳，便上前打听。朱彝尊说，一肚子
诗书派不上用场，快发霉了，所以要晒晒。在验明
他果然满腹经纶后，康熙于是把撰修 《明史》 的重
任交给了他。朱彝尊偶遇康熙这一天恰好是六月
六，这一天便成了“晒书节”，后世读书人都要在这

一天晒晒诗书字画，一来为显示学问高深，
二来为典籍通风、防虫蛀。出家人在这一天
则要晾晒经书。

六月六相传还是龙宫晒龙袍的日子。这
一天，差不多是在小暑的前夕，为一年中气
温最高，日照时间最长，阳光辐射最强的日
子，所以家家户户多会不约而同地选择这一
天“晒伏”，就是把存放在箱柜里的衣服晾
到外面接受阳光的暴晒，以去潮，去湿，防
霉防蛀。

古时候可没有五光十色的指甲油，对那
时的小媳妇、大姑娘来说，盼望六月六，像
一场美的宣言。这一天，女子们采摘凤仙花

的花瓣，拌明矾捣碎呈酱汁状，用
锡纸、碎布包裹在手指、脚趾上。
几个小时后取下来，指甲上就开出
一朵朵温婉娇红的凤仙花。小姐妹
们互相帮忙涂染，叽叽喳喳，相约
而行，成为盛夏阳光里的明丽景致。

用凤仙花染红指甲的习俗可以
追溯到唐代，唐人 《秋日》 诗云：

“洞箫一曲是谁家，河汉西流月半
斜，俗染纤纤红指甲，金盆夜捣凤

仙花。”这幅质朴、清新的画面纸质本世纪初还曾盛
行，如今已不多见。相比于凤仙花，指甲油便捷省事
儿、有更多颜色选择，唯独少了随风摇摆的绰约花
语，少了小院里的午后静谧，记忆里的芳香。

小暑大暑
热在三伏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六月节……暑，热也，
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暑，
即炎热的意思，小暑为小热，意指天气开始炎热，但
还没到最热。我国古代将小暑分为三候：“一候温风
至；二候蟋蟀居宇；三候鹰始鸷。”小暑时节大地上
便不再有一丝凉风，而是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在
这一节气中，老鹰因地面气温太高而在清凉的高空中
活动。“小暑一声雷，倒转做黄梅”。

小暑之后，紧接着就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大暑，
民间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热在三伏”，
此时正是进入伏天的开始。“伏”即伏藏的意思，提
示人们应当少外出以避暑气。

俗 话 说 “ 头 伏 饺 子 ， 二 伏 面 ， 三 伏 烙 饼 摊 鸡
蛋”，就是为了使身体多出汗，排出体内的各种毒
素。入伏之时，刚好是我国小麦生产区麦收不足一个
月的时候，家家麦满仓，而到了伏天人们精神委顿，
食欲不佳，饺子却是传统食品中开胃解馋的佳品，所
以人们用新磨的面粉包饺子，或者吃顿新白面做的面
条，可以颐养精神。据考证，伏日吃面习俗出现在三
国时期。《魏氏春秋》 记载：“伏日食汤饼，取巾拭
汗，面色皎然。”这里的汤饼就是热汤面。伏天还可
吃过水面、炒面。过水面，就是将面条煮熟用凉水过
出，拌上蒜泥，浇上卤汁，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可以

“败心火”。
为了应对极热天气，大江南北过大暑各有妙招。

鲁南地区“喝暑羊”，浙江地区送“大暑船”，福建莆
田吃荔枝，台湾大暑吃凤梨……真是无奇不有。

赏荷花、采莲蓬、吃莲子是六月里不可错过的盛
夏美事。江南的赏荷则是在六月下旬，以六月二十四
为观莲节。每当这天，苏杭一带画舫云集，满目裙
袂，挥扇如云，人们在荷花荡旁，驻足吟咏“接天莲
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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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伏六月，盛夏光年
郁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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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书席书

▲采莲蓬
▶头伏吃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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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三日夜闻蝉
（唐）白居易

荷香清露坠，柳动好风生。
微月初三夜，新蝉第一声。
乍闻愁北客，静听忆东京。
我有竹林宅，别来蝉再鸣。
不知池上月，谁拨小船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