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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风渐至·立秋
□ 狄赫丹

虽说节气不等人，可从大
暑到立秋这半个月，无处躲避
的酷暑似乎令时光都被这湿热
蒸腾得漫长了。大暑高温，火
力集中，苦不堪言的人们调侃
说，天气进入了“烧烤模式”。

觉得大热天时光漫漫，是
因为暑热难熬使我们产生了
错觉。其实，时光总是不紧不
慢，依序推进。大暑过后，立
秋节气也应时而至。

立秋是二十四节气的第
十三个节气。按农历，立秋是
七月的节气。但按公历，立秋
一般在8月7~9日之间，这时
太阳到达黄经135°。

“立秋之日凉风至”。作
为一个季节类节气，立秋标志
着秋季的开始。虽然暑热依
旧，但一早一晚，已经有了凉
爽的感觉。

“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
于芳春”。回望季节轮回的
时光那端，初春的欣喜还依
稀不远，而今浓绿酷夏即将
过去，劲秋之悲倏忽已到眼
前，不由得让人生出光阴流
水之感。“悲哉秋之为气也，
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这样的一种感怀，常常被人
误解为伤春悲秋多愁善感，
其实不然。古人于一春一秋
之间，所领悟的是生命之代
序，所感怀的是宇宙之无穷，
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哲学啊。

立秋预示着炎热的夏天
即将过去，秋天即将来临。《月
令七十二候集解》是这样说
的：“七月节，立字解见春。
秋，揪也，物于此而揪敛也。”

“秋”字由禾与火组成，表示禾
谷成熟的意思。立秋也就意
味着禾谷开始成熟，草木开始
结果孕子，收获季节到了。在
一年二十四节气中，四季的第
一个节气都要以“立”开始，立
春，立夏，立秋，立冬，一个

“立”字让人真切地感到四季
活生生地站在眼前，人们也在
不同的季节变换着不同的衣
装，忙碌而从容。

立秋，是秋季的开始。立
秋之后，天气由热转凉，阳气渐
收，阴气渐盛，故要收敛，有“秋
收冬藏”之说。因此，古人把立
秋当作夏秋之交的重要时刻，
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节时。
《礼记·月令》载：“立秋之日，天
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
以迎秋于西郊。还反，赏军帅、
武人於朝。”早在周代，逢立秋
日，天子要亲率三公九卿诸侯
大夫到西郊九里之处迎秋，举
行祭祀秋神仪式。

秋神何也？秋神名叫
蓐收。

从古籍中我们可以看到
描述蓐收的模样：左耳上盘着

一条蛇，右肩上扛着一柄巨
斧，乘两条龙在空中腾飞。《山
海经》上说他住在能看到日落
的泑山。

有记载说蓐收为白帝之
子。还有说他是古代传说中
的西方神明，专事司秋。据
《淮南子·天文篇》上说：“蓐收
民曲尺掌管秋天……”也就是
说他分管的主要是秋收科藏
的事。每到秋天，草木摇落，
硕果累累，动物的幼崽也已长
大。此时，蓐收会手持一把曲
尺丈量收获的果实。

蓐收耳朵上的蛇寓意着
繁衍后代，生生不息。《诗经·
斯干》曰：“维虺维蛇，女子之
祥。”如果梦到蛇，会生一个漂
亮女儿。传说中的女娲是“人
首蛇身”。“蛇身”不只是表示
某种图腾崇拜，还指身材好，
曲线玲珑，婀娜多姿。人们熟

悉的传统剧目《白蛇传》中，许
仙痴迷的白娘子，就是白蛇幻
化的美女。

蓐收肩上的巨斧，表明他
还是一位刑罚之神。古时处
决犯人，都是在立秋之后，叫
秋后问斩，这令秋天这个时节
在收获之际，同时也弥漫着杀
气。汉代法律规定，刑杀只能
在秋冬进行，立春之后不得刑
杀。唐宋以至明清的法律也
基本遵循“秋冬行刑”的制
度。董仲舒认为：“天有四时，
王有四政，庆、赏、刑、罚与春、
夏、秋、冬以类相应。”所以应
当春夏行赏，秋冬行刑。

所以秋神蓐收到来的时
候，总带有一股凉意和肃杀
之气。

对这凉意最为敏感的是
梧桐。立秋一到，它便开始落
叶。正如古人所言：“梧桐一

叶落，天下尽知秋”。
一叶知秋，立秋时节的树

叶最有智慧，它像一枚季节的
信使，传递着天下的大事小
情，传递着季节的喜怒哀乐。

说起“叶落知秋”这个成
语，我记起早先曾读过的近代
学者、书法家吴玉如先生的一
段逸事。吴玉如先生与开国
总理周恩来曾是天津南开中
学的同班同学，吴先生学养深
厚，书法一流，治学严谨。这
段逸事大意是吴玉如先生当
年讲课时测试学生文学智
商，他出的试卷上有这样一
道填空题：“一叶落（）天下
秋”。答案填“而”字满分，填

“知”字及格，填“地”字不及
格。“而”是虚词，有想象空
间；“知”是实词，可是太实
了；“地”，叶子不落在地上还
能落在哪里？所以这个答案

肯定不及格。这道填空题，
依然可以作为今天的试题，
在立秋之日考考我们自己，
应该算是关于立秋文化最简
单却也很有意思的测试。

梧桐，在南北方乡村田野
都常见，春末，一串串、一簇簇
喇叭状的浅紫色桐花高举在
空中，微风中愈显清雅。而古
人对梧桐似乎情有独钟，字里
行间总是寄予许多美好。《花
镜》上说：“此木能知岁。”它每
枝有十二片叶子，象征一年十
二个月。如果闰月，就会多长
出一片。梧桐在清明节前后
开花，传说如果不开花，这年
的冬天就会十分寒冷。院子
里栽上一棵梧桐树，不但能知
岁，还可能引来凤凰：“凤凰鸣
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
彼朝阳”。凤凰非梧桐不栖。
因此，民间才有“栽下梧桐树，

引来金凤凰”的说法。
因此，历代皇宫里是一定

要栽植梧桐树的。
史书记载，立秋这天，太

史官早早就守在了宫廷的中
殿外面，眼睛紧紧盯着院子里
的梧桐树。一阵风吹来，一片
树叶离开枝头，太史官会立即
高声喊道：“秋来了——”于是
一人接着一人喊道：“秋来了
……”“秋来了……”，秋来之
声瞬时传遍宫城内外。不等
回声消失，盔甲整齐的将士们
便护卫着皇帝蜂拥而出，他们
要去郊外的狩猎场射猎。射
猎的意思是表明自即日起，开
始操练士兵，准备征伐之事。
《礼记·月令》记载：“孟秋之
月，用始行戮。”是说立秋之
后，有了军粮，便于军事行动
了。所以历朝历代就有了“沙
场秋点兵”之惯例。

在皇帝狩猎的同时，遥远
乡村里的人们也忙碌了起来。

过去民间有在立秋时占
卜天气凉热的风俗。东汉崔
寔《四民月令》曰：“朝立秋冷
飕飕；夜立秋热到头。”民间也
有不少谚语说：“早上立了秋，
晚上凉飕飕；下午立了秋，热
死老丫头；晚上立了秋，热死
老黄牛。”“立秋雨淋淋，遍地
是黄金。”“立秋晴一日，农夫
不用力”。这些谚语都是经验
之谈，不仅预测天气凉热，更
预测粮食丰歉。晴空万里的
立秋时节，农事就不会有旱涝
之忧，农民就可以等待丰收的
到来。

古人的生活经验，或许依
然是我们今天最好的参照。
宋人范成大就给我们描绘了
一幅立秋的风俗图画：“折枝
楸叶起园瓜，赤小如珠咽井

花。洗濯烦襟酬节物，安排笑
口问生涯。”从唐宋时起，有在
立秋日用井水服食小赤豆的
风俗：取七粒至十四粒小赤
豆，以井水吞服，服时要面朝
西，据说如此这般可以一秋不
犯痢疾。

旧时立秋之日，男女都戴
楸叶，以应时序。当然，是为
了取楸和秋字的谐音，表示与
秋共舞的意思。不过，也说明
树叶和立秋的关系确实密
切。春天，小孩子或姑娘会在
头上戴花，但是，立秋是不会
戴花的。这个习俗曾广为流
传，可如今却在一些传统文化
根深蒂固的乡间也无从寻觅。

现如今举目四望，大地上
几乎所有的乡村都被现代喧
闹的生活挤压得气喘吁吁，瘦
弱不堪。曾经人欢马叫、炊烟
袅袅的乡村也只剩下老弱病
残，更不要说那些千年流传的
风俗了。

立秋的民俗还有很多，除
了戴楸叶，还有贴秋膘、吃瓜
果、不喝生水。

天气渐凉，胃口渐开，何
乐而不“吃”耶？立秋“贴秋
膘”的说法来源于清代《京都
风俗志》：“立秋日，人家亦有
丰食者，谓之‘贴秋膘’”。“贴
秋膘”讲究的是要吃红烧肉、
涮羊肉、熬鸡汤……而印象最
深的则是汪曾祺先生写的《贴
秋膘》一文，那种大快朵颐、酣
畅豪气的吃法，令人口舌生津
实在难忘。如今生活条件好
了，每到立秋，家家户户都变
着花样“贴秋膘”，城乡上空到
处弥漫着肉香的味道。

是啊，熬过了“苦夏”，人
们先用味觉迎接又一个秋天
的到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
事情。

古时将立秋分为三候：“初
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
蝉鸣。”初候，经过大暑的大雨，
暑气渐消，热风已改为徐徐吹
来的凉风，人间一派“凉风绕曲
房，寒蝉鸣高柳”的景象；二候，
是说立秋之后早晚温差渐大，
夜间湿气接近地面，在清晨形
成白雾，气温下降茫茫而白，尚
未凝结成珠，东汉刘熙的《释
名》释露为“虑”，意为草木因
感知一年一度的凋零而忧；三
候寒蝉鸣，与夏至第二候“蝉
始鸣”相呼应。在秋天鸣叫的
蝉称为寒蝉，寒蝉感应到阴气
生而开始不停鸣叫。因此便
有三国时曹植“秋风发微凉，
寒蝉鸣我侧”的感叹。

在这暑去凉来、苹花渐
老、寒蝉始鸣的时节，一个
更美好的节日——七夕再
次从银河星汉的太空降临
人间。 （下转07版）

（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