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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元宵节闹社火的锣
鼓声还未散尽，惊蛰节气转眼
便到跟前。时光流转，环环相
扣，节令不等人哪！

惊蛰节一般在公历 3月
5~6 日，这时太阳到达黄经
345°。

惊蛰节的出现，很久远
了。现存最早的一部记录传
统农事的历书《夏小正》载：

“正月启蛰”，启蛰就是惊蛰，
表明当时惊蛰节气排在雨水
节气之前，是正月的节气。而
汉时成书的《淮南子·天文训》
篇中，为合于月令，就把两个
节气调换位置，将惊蛰置于雨
水之后，成为二十四节气的第
三个节气。

汉初之前，惊蛰被称为
“启蛰”。因何将“启蛰”改为
惊蛰？原来，汉朝第六代皇帝
汉景帝名刘启，当时人们为了
避讳，将“启蛰”改为“惊蛰”。
不想这一改，一个活生生的节
气竟更加形象地立在人们眼
前。“启”与“惊”虽字意相同，
但“惊”字更响亮生动，所以惊
蛰便一直沿用至今。

寻思起来，惊蛰节气是这
般的与众不同。

由惊蛰联想到二十四节
气，每个节气的名字都起得很
有意思。细细感受，自有一番
意趣包含其中。你看，每个节
气都是两个字，简洁，平和，在
所有用动词标识的节气名称
中，比如立春、立秋的“立”，夏
至、冬至的“至”，或处暑的

“处”，霜降的“降”，无一不是
表明节气的到来，是一种平
和、客观、中立的诉说。唯一
富有动作感和感情色彩的，是
惊蛰。一个“惊”字，凸显这个
节气的来头与气势与众不同，
有一种天地惊雷、令人惊醒之
意在其中。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在
说到惊蛰节时，这样写道：“二
月节……万物出乎震，震为
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
走矣。”惊蛰时节开始有雷，蛰
伏的虫子听到雷声，因受惊而
苏醒过来，结束了漫漫的冬
眠。我们不妨看看古代人们
对惊蛰物候的记载。

古时将惊蛰15天分为三
候：“一候桃始华，二候仓庚
鸣，三候鹰化为鸠。”惊蛰时
节，大自然早已绘就一幅“草
木纵横舒”的明媚风情画卷
——第一声春雷隐隐响过，

“一场春雨一场暖”，原野的桃
枝上蓓蕾初解风情地鼓绽起
来，在暖暖的细雨里桃花一夜

间便开得如霞似锦，于轻软的
东风中，展现它的妩媚；黄鹂
用歌声表达它的喜悦和激情，
叫声越来越热烈；喜好捕杀的
老鹰也被春色感染，变得像布
谷鸟一样温柔起来。

这样的说法代代相传，这
样的情形年年轮回，千百年间
在中国的土地之上，乡村之中
传承至今，令人满怀期待。

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各有
所表示。有的表示气候，如雨
水、大暑等；有的表示季节，如
立春、立夏等。而惊蛰则是二
十四节气中唯一一个以动物

习性表示的节气。这个以惊

醒各种昆虫命名的节气，也预

示着一年耕作自此始啊。

“春雷响，万物长”。由气
象到物候，再到农耕，是历代
人们依照节令时序生产生活
的准则。《礼记·月令》在谈到
仲春时就说：“雷乃发生，始
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这
样对自然现象的描述，在《诗
经》中便成了一幅与生活、劳
动相关的场景。《诗经·豳风》
这样记载：“三之日于耜，四之
日举趾。”意思是说正月里修
好锄和耙，二月里举足到田
头。这短短的几个字，看似平
常，却不知经过多少年对自然
的观察和年复一年的劳作，才
得以咏出。

惊蛰节气过后几天便是
又一个与农事紧密相关的民
俗节日“二月二”。民谚说：

“二月二，龙抬头。”古人认为
“龙为百虫之长”，能“兴云雨，利
万物”。它在头年冬至蛰伏，来
年二月二抬头升空开始行云降
雨。只有适当的雨水，才能使庄
稼长得茂盛，结粒饱满。故《诗
经·小雅·信南山》载：“既优既
渥，既霑即足。生我百谷。”在
神话传说中，龙固然能兴云布
雨，泽润人生，可为何“龙抬
头”偏偏在二月初二这一天？

原来，这里包含着一个天
文现象。

从大时间序列来看，惊蛰
节气的顺序在汉代后的调整

符合了天地之数，天地阴阳的

组合里，惊蛰调整在雨水之

后。先民则观察到，此时跟农

历二月二经常重合，大地之下

的小昆虫们都醒过来了，而冬

眠潜水的龙，也在此时抬头了

——此时的“龙”就是天空中

的苍龙七星。

“二月二，龙抬头”这个
龙，就是跟中国悠久的农耕文
明息息相关的东方苍龙七
星。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晚
上，苍龙七星开始从东方露头
——先角宿，再亢宿，后氐宿，
即龙爪最后出现。这就是“龙
抬头”的过程。

所以每逢“二月二”，在上
党地区的广大乡间还有一些
特别的习俗。我插队的那一
带山村，每到“二月二”早晨，
便有人用磨塞子或木橛子将
石磨盘的上扇撑起一条缝，说

是好让龙抬起头来……现在
的年轻人见石磨少了，更不知
道会有这样的习俗——石磨
的上下两扇磨眼之间有一条
刻凿的龙纹，让龙顺利地抬起
头来，它就会多布几场雨，让
庄稼生长得更好。

“二月二”还有一个习俗
千百年来延续至今，且广为
流传。那就是各地人们认同
的“二月二，龙抬头”这天，要
理发。

是的，“二月二”人们讲究
理发，认为龙抬头之日理发是

“剃龙头”，图个吉利。刚出了

正月，人们纷纷赶在“龙抬头”

这天理发，是想讨个龙抬头的

好彩头。

春天来了，万物生发，人

们理发后神清气爽，显得格

外精神。因此，“二月二”理

发的习俗在大江南北至今普

遍流行。

每年的“二月二”总在惊
蛰前后几天，除了上述“二月
二”的理发，惊蛰节还有一个
关于吃的习俗——

那就是惊蛰要吃梨。民
间关于“惊蛰吃梨”的习俗源
自这样的传说：说是闻名海内
的晋商渠家，其先祖渠济是尧
帝大儿子丹朱所封之地的长
子县人，就是在这样一片厚重
的土地上，晋商渠家先祖渠
济，在明代洪武初年带着渠
信、渠义两个儿子，用潞州所
产的潞麻、潞绸与梨子倒换晋

中祁县一带的粗布、红枣，往
返于晋东南与晋中两地间从
中赢利，天长日久有了积蓄，
便在晋中祁县县城定居下
来。清雍正年间，十四世渠
百川走西口，正逢惊蛰之日，
其父拿出梨让他吃，并嘱咐
道，先祖贩梨创业，历经艰
辛，定居祁县，今日惊蛰你要
走西口，吃梨就是叫你不忘
先祖，努力创业光宗耀祖。
此后，渠百川走西口经商致
富，将开设的商号取名“长源
厚”。晋商中历代走西口颇
多，那些走西口者也纷纷仿
效吃梨，多有“离家创业”之
意，后来惊蛰日吃梨演变为
习俗，亦有“努力荣祖”之念。

演变到后来，民间关于
“惊蛰吃梨”早已淡化了原来
的含意，而成为了一种顺应时
节讲究养生的生活保健。

及至现在，惊蛰吃梨的传
统，就像立春日要吃萝卜一
样，早已成为一种养生民
俗。春天到了，这时候乍暖
还寒，天气干燥，吃点儿梨，
败败火。过去晋东南一带最
有名的梨是高平梨，就是人
们说的笨梨。那种梨存放一
冬，到春节后惊蛰期间食用
最好不过，特别是整个梨变
黑变软的那种，那样的梨不
是坏了，而是在存放过程中
产生了质变，酸甜多汁，吃下
去更加润燥去火气。

从冬至节日开始的数九，
到惊蛰节气便是“九”尽了。
正是“九尽杨花开，农活一起
来”的时节，因此，在数九歌谣
中人们这样唱道：“九九加一
九，耕牛遍地走。”惊蛰的一声
春雷，唤醒了沉睡的大地，令
广大的乡间都忙活起来了，从
此鸟语花香，五彩纷呈，这怎
么能不让人欣喜若狂！

惊蛰，是上天叫醒大地万
物的节令啊！

它就像一柄厚实的惊堂
木，时刻一到“啪”一声，便唤
醒了所有生命。试问有谁能
摆这么大的排场？是时光，
是春天！惊蛰是一年中美好
时光的开场前奏，如同天地
间的开台锣鼓，四时好戏即
将上演。

大音希声，伴着隐隐的春
雷，春风正沿着山川河道一路
走来。大地之下神秘而热闹，
万物正在舒张筋骨。春日湛
蓝的天空下，也处处生机萌
动。你听，漳泽湖畔的湿地
间，成群的水鸟仰天而鸣，正
欢叫着又一个明媚的春天。

《感受时光·廿四节气文化品读》是我市作家狄赫丹创作的一部关于我们中华农耕文明特有的二十四节气的文化专著。该书自2017年出版后深
受读者欢迎，已先后五次印刷。

二十四节气，是农时，是心情，更是一条文化的血脉。全书通过对二十四节气嬗移更迭以及应时民俗和美食的描述，串起的是对田园牧歌的向
往和逝去乡愁的追忆。

本报特约修订后的书稿节选刊载，以飨读者。

春雷始动·惊蛰
□ 狄赫丹

惊蛰时节，大地复苏，栖息在漳泽湖湿地的红嘴鸥展翅飞翔，为早春的湿地增添了
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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