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说洛阳的春天很短，可不是
嘛！农历三月，还有个名字叫“暮春”，
代表春季进入尾声了。

这个时节虽短暂，却是一年中最
有生机的时候。唐代诗人韩愈在《晚
春》中描写了这样的画面：“草树知春
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
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这不就是
洛阳的景象吗？牡丹花、樱花、桃花等
争奇斗艳，杨絮、柳絮漫天飞舞，其实
它们都是想留住春天吧！

农历三月的开头，有个对洛阳人
很重要的日子——三月三，在洛阳自
古是修禊（xì）消灾的日子，也称为“禊
日”“上巳节”。西晋时，这天人们盛装
到洛水边，用水洗脸、洗手，以祛除疾
病或灾害。洛阳民间流传着这一天在
河边围坐一圈传递酒杯的习俗，文人
雅士会借着美酒赋诗抒怀。

《诗经》中就记载有周代“上巳节”
时，人们在河边聚会的场景：大地回
春，青年男女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奔
向河边，踏青嬉戏。这个画面，被称为

《诗经》中的“情人节”。至唐代，“三月
三”虽保有少许修禊消灾的原始意义，
但游乐已经变为主要内容。

暮春的第一个节气是清明。它不
仅是一个节气，代表时令变化，也是传
统节日，有固定的风俗活动和纪念意
义，扫墓、踏青、插柳等都是自古至今
清明节的风俗活动。因此，清明时节
不仅有扫墓时对祖先的敬畏之心，也
有踏青游玩时的欢声笑语。

据《洛阳市志》记载，明清至民国
时的老城有个旧俗“抬城隍”。清明这
天是府城隍、县城隍出巡的日子，当城
隍庙举行仪式时，民间的社火团均会
参与其中。上午，人们轮流抬着放有
城隍神像的轿子，将府城隍、县城隍送

至北关的北坛，称为“送城隍”；下午抬
回来，称为“接城隍”。

趁着清明这春耕春种的大好时
节，洛阳农民多会在这一天种瓜点豆，
为将来的丰收留下好兆头。

偃师市、汝阳县、伊川县等地则有
“三月三”吃煮鸡蛋的习俗，全家老少
都要吃，个数根据家境而定。据《伊川
县志》记载，鸡蛋要和荠荠菜一起煮。
一些人还会选择这天在棉花地里吃鸡
蛋，盼望棉桃结得像鸡蛋一样大。在
偃师市，老百姓这天吃煮鸡蛋则是为
了祭祀保护家宅的“上仙”。

谷雨节气是“夏姑娘”到来前的最
后一个节气，这时温度蹭蹭往上升，已
经有点儿夏天的味道了。

有古籍载：“谷雨，谷得雨而生也。”
听名字这个气节就和农作物有密切联
系。俗话说：“雨生百谷。”越
冬和春播的农作物正值成苗
期，期盼着雨水的滋润。农民
这时要对庄稼实行定苗、锄
草，保证庄稼苗有足够的生长
空间。这段时间，果树嫁接、
养蚕进入关键时期，棉花、红
薯和花生也到了合适的种植
日子。田间地头，处处都是忙
碌的景象。

天暖和了，害虫繁衍迅
速，农民们在播种的同时，还
得注意防虫害。他们会在田
间灭虫，也会张贴谷雨贴驱
凶纳吉。谷雨贴，其实就是
一种年画，上面是神鸡捉蝎、
天师除五毒等场景。

春将去，幸好甲天下的
洛阳牡丹盛放依旧，幸好
留有满眼郁郁葱葱的青枝
绿叶……

暮春三月暮春三月
抓住春天的尾巴抓住春天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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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乡我土

□寇玺

农历三月，一场细雨，大地就松软
得像发酵的蛋糕，散发着诱人的新鲜
的气息。真是一个播种的好时候。

乡下的母亲早有准备，在前些日，
就已经在房前屋后瞅妥了，哪个地方土
质肥沃，向阳透风，用眼光一量，划定了
几个瓜堰，捡去碎石，疏松土壤，上足底
肥，此后，就单等着下种。

母亲种的是南瓜。南瓜易种易
活，也是极其平民化的一种高产作
物。以瓜代菜，南瓜当仁不让是个主
角。它曾经一代又一代充实了人们饥
饿的胃囊。从喜爱到腻烦，再从腻烦
到喜欢。南瓜，喜剧性地刺激着人们
的情感。

母亲种南瓜，我总是不屑。童年
吃腻了，胃吃得寡淡。母亲则不同，母
亲的口味是那样的坚韧守旧。每年，
她总要侍弄几十株。小院在春夏之
交，就会被那青色阔叶所包围。

母亲种南瓜极认真。种子是隔年
留的，籽粒饱满。哪些是沙南瓜，哪些
是脆南瓜，她分得清晰。种南瓜的时
候，母亲扛着锄头走在前面，我则不情
愿地提着水桶断后。

母亲用粗糙的手，把土碾碎，嘱咐
我浇上透水。稍候片刻，水洇下去，母
亲把一颗颗南瓜籽，以苤牙朝下的方
向，轻轻摁进泥土，然后上面铺上干
土。为了催苗保墒，她用枝丫撑起骨
架，覆上塑料薄膜。这样，母亲脑海里
翻涌着胖娃娃一样的南瓜了。

收获的南瓜，每年在屋檐下自
成风景。吃极少的一部分，而大多
数都是送人或者风干掉。她却年年
嚷着要种，大约种的也是一种年代
记忆吧！

清明前后，母亲还要瞅空点豆
子。与种南瓜不同，点豆子，是一门技
术，也是一门艺术。那一连串的动作，

轻巧、流畅、连贯，
看似简单，却要一
气呵成。

一种点法是前
后交叉法。譬如母
亲在前，我在后。
母亲审准了株距 ，
一钯下去，锛出一
个窝子来，我要不
失时机地从口袋里
捏出两粒豆子，俯
身迅捷准确地把豆
子抛出去。

豆子画出一条弧线，不偏不倚落
入窝中。母亲刚好已经挖出下一窝，
带起一团泥土抛向后方，把前一窝覆
平。如此循环。

点豆子，要的是专心，默契。倘若
我稍一走神，动作早一点，晚一点，没
有在节奏上，豆粒就会被锄把磕着，打
个旋儿飞得无影踪。在机械重复的动
作里，磨的恰恰是脾气性子。

过去我丢豆子，往往经不住考
验，一垄还是兴致勃勃，二垄就六神无
主，赶不到三垄，早撂了挑子一边玩去
了。每每这时，母亲也并不真正恼恨，
她嗔怪我：“你呀，吃饭扒锅边端大碗，
做活怕出力溜地边。”

母亲一个人没有帮衬的时候，就
改换了点法，单独一窝一窝地来。腰
前绑个豆袋子，挖一锄，摸一下，丢一
窝，然后脚一踢，一旋，用布鞋帮把窝
子覆平展。这样慢慢地，整个地块都
翻涌着新土的气息，豆子在泥土的怀
抱里开始新一轮的重生。

现在，种瓜点豆虽已不是温饱之
需，但对一辈子与土坷垃打交道的母
亲来说，是时令的召唤，是季节的催
赶，是母亲书写在故乡村头地塄上的
小品文。

种瓜点豆的母亲种瓜点豆的母亲

□谢俊俊

谷雨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六个节气，也
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天文学规定，太
阳在黄道上运行到黄经 30°时为谷雨，
这一般都落在每年的 4 月 19 日至 21 日。
今年谷雨的交节时刻是 4 月 20 日 17 时
42 分。到这时节，田中的农作物特别需
要雨水的滋润，有“春雨贵如油”的说法，
中国古代的农业是“靠天吃饭”，只有天上
下雨，地上的百谷才能生长，而这时雨越
来越多，百谷丰收有望，“雨生百谷”，故名
谷雨。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记载：“三月
中，自雨水后，土膏脉动，今又雨其谷于水
也。雨读作去声，如雨我公田之雨。盖谷
以此时播种，自上而下也。”这时天气温和，
雨水明显增多，对谷类作物的生长发育关
系很大。雨水适量有利于越冬作物的返青

拔节和春播作物的播种出苗。古代所谓
“雨生百谷”，反映了“谷雨”的现代农业
气候意义。

中国古代将谷雨分为三候：“第一候
萍始生，第二候鸣鸠拂其羽，第三候为戴
胜降于桑。”这是说谷雨后因降雨量增
多，水面的浮萍开始生长，接着布谷鸟振
翅飞翔，开始提醒人们播种，然后是在桑
树上开始见到戴胜鸟了。

“杨花柳絮随风舞，雨生百谷夏将
至。”此时节，柳絮飞落，杜鹃夜啼，牡丹
吐蕊，樱桃红熟，正是万物生长的最佳
时节。

这也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暮
春回望，你可曾辜负春光？如果还有没
实现的计划，请继续加油，以更好地迎
接夏天！

雨生百谷夏将至雨生百谷夏将至

□荷田

“又是一年三月三，
风筝飞满天。”农历三月
初三，民间有“三月三放
风筝”的习俗。天蓝，云
淡，风轻，这样美的春
光，正适合放风筝。公
园的广场上早闻到了春
的气息，风筝一只只飞
起来，无论是传统的燕
子、老鹰、蜻蜓，还是卡
通的喜羊羊、大头儿子，
都飞得轻歌曼舞、悠然
自得。风筝的主人，有

白发老翁，也有垂髫稚子，还有情
侣、父母和孩子。他们牵着线，奔跑
着，欢笑着，享受着融融的春风和奔
腾的力量。风筝在他们手里，是一
种飞翔的幸福和安宁。我的思绪也
被这细长的风筝线拉回到了那童年
的三月里。

最早知道风筝，源于小学课本
上的一首儿歌：“竹做的骨头纸做
的背，春风送它们往天上飞。我们
在地上边跑边笑，它们在天上越飞
越高。”学完这节课，我就被里面美
好的意境深深吸引，回家告诉妈妈
我也想放风筝。妈妈就找来竹子、
刀斧和清明节剩下的白纸，她照着
课本上的图案，描呀，画呀，把竹子
劈成细细的竹篾，绑扎骨架，粘纸，
绑线，足足花了一上午时间，一只

白色的蝴蝶风筝“竣工”了。妈的手
真是巧啊，我的蝴蝶风筝虽然颜色单
调些，可是做工精致，一点也不比书
上画的逊色。

据记载，风筝是世界上最早的重
于空气的飞行器。风筝的来源有多
种说法，有说是战争中传递情报的工
具，有说最初便是一种村居游戏，不
论如何，都见证了其强大的生命力。
到今天，风筝甚至成为“非遗”项目，
许多已经成为精美、巧妙的工艺品，
登堂入室。

据史料记载，放风筝不仅是一个
娱乐项目，还能延年益寿。有句古
话：“鸢者长寿。”意思就是说，经常放
风筝的人寿命长。因为当人们眺望
自己的作品摇曳万里晴空时，那份专
注、欣慰、恬静的精神状态强化了高
级神经活动的调节功能，促进了机体
组织、脏器生理功能调整和健全。双
目凝视于蓝天白云之上的飞鸢，荣辱
皆忘，杂念俱无，与保健气功的作用
异曲同工，其效应符合传统医学的修
身养性之道。

“软红无数落成泥，庭前催春绿渐
齐。窗外忽传鹦鹉语，风筝吹落屋檐
西”是曹雪芹《红楼梦》里的诗句，在这
天高云淡、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带上孩
子，背上风筝到田野里，沐浴着和煦的
阳光、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放飞心情，
忘却烦恼，是多么惬意的事啊！

多彩风筝飞满天多彩风筝飞满天

□陌上桑

门外的泡桐，擎起一树树紫色的云朵，
雨水渐渐多了起来。此时迎来春天最后一
个节气——谷雨。谷雨，春雨增多，“雨生
百谷”。城里，桃李正盛，牡丹怒放。山村，
开始进入最忙碌的播种期。

“苞米下种谷雨天。”山里那些最大块
儿的地是留给玉米的。“蒙蒙春雨动春犁。”
犁完，耙平整，播种机里放上玉米种子，娘
在前面拉，爹掌握着耩，一上午工夫，就把
玉米播完了。庄稼人就喜欢玉米红薯饭，
这饭最养人……

“谷雨前后栽红薯，一棵能收一大筐。”
从集上买回几把红薯苗，用剪刀剪掉一部
分根须。栽红薯要等太阳爬到了山那边，
以免刚栽进土里就被晒蔫了。一年红薯半
年粮啊，娘小心翼翼地栽苗，爹去井里挑
水，娘再用葫芦瓢小心翼翼地给娇嫩的苗
儿浇水，脸上是满满的喜气。

晚饭过后还要继续忙活，剥花生，花生
也该种了。房后的山我们叫后坡，是沙
土。这领地年年都被花生一家占据着。“沙
山花生土山粮。”若不逢极端的自然灾害，
家里花生榨的油就够全家吃一年了。

往往在早晨做一个好梦的工夫，忙着
春种的爹便从地里回来了。他先是天蒙蒙
亮就去南地撒种芝麻，种完芝麻看天色尚

早，又去北沟的岭上撒种了小谷子。
记忆里有件种棉花与种高粱的趣

事，让平时相安无事的爹娘差点翻脸。
小河边那块地爹要种些高粱，说让娃子
们吃高粱面壮筋骨。娘却说：“河边那块
地你不种棉花，看到时候咋给闺女陪
嫁？你不要跟我瞎争。”爹瞬间不乐意
了：“就凭那巴掌一块地你种花缝被子，
你种二十年也缝不了半个被子！”吵了半
天嘴，爹娘各自退让半步，那块地一半种
高粱，一半种棉花。如今，姊妹们都已出
嫁，那块地依旧是半边高粱半边棉花。
娘说，摘了花要给孙子孙女做棉袄棉裤，
啥都没自己种的花暖和。

农历三月真是个忙碌的时节，各种药
材也要抓紧时间种了。种天麻、种桔梗、
种柴胡、种茯苓、种血参，反正就是忙。门
口大银杏树下闲聊的人更少了，小路上见
面碰了头，各自背着锄头、 头随口问一
句：“你家还有啥没种？啥种上了？赶紧，
再不种都晚了。”“嗯，赶紧！赶紧！”

三月忙，忙不过来的时
候，爹娘常唤闺女回家帮帮
忙，抢种抢栽，节气催人。哪
怕是帮着爹娘点种一粒粟，
都能收获人间万般爱。

蒙蒙春雨动春犁蒙蒙春雨动春犁

□李燕霞

农历三月，“草树知
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
菲”。农历三月三日，是
个古老的节日，由春秋战
国时期的“上巳节”演变
而来，是中华民族独有的
节日。这一天，有“地菜
煮鸡蛋”“放风筝”“踏青”
等习俗。诗圣杜甫曾这
样描写这天长安城外郊
游时的盛况：“三月三日
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
人。”今天，我们关注农
历三月，是为了更多地
了解习俗文化，传承先
人智慧。

——编者

谷雨前后种瓜种豆（剪纸）畅扬扬

民俗民情

闲情偶寄

时令走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