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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序更新，又迎夏至。二十四节气

之第十个节气，亦称夏节、夏至节。这

天，太阳的高度最高，阳光几乎直射北

回归线，北半球白天最长，黑夜最短。

黑龙江省漠河市是中国纬度最高

的地区，在夏季产生极昼现象，时常有

北极光出现。漠河白夜产生在每年夏

至前后的9天中，此时漠河多出现晴

空天气，是人们旅游观光的最佳季

节。漠河县于1989年把“夏至”定为

旅游节。

在吉林，夏至正是农作物的最佳生

长期。

双辽市的9个绿水长廊项目，已经

开工4个，正在有序推进中，预计年底

前陆续完工。

农安县靠山镇红石砬子小米生产

基地的谷子长势喜人。

乾安的香瓜喜获丰收，当地棚膜经

济的发展劲头空前高涨。

吉林大地，无论生活还是工作，一

如这火热的节气，进入蓬勃发展期。

据我省著名民俗学家、省民俗学会

理事长施立学介绍，中国古代将夏至分

为三候：一候鹿角解（音骇）；二候蝉始

鸣；三候半夏生。《礼记》中记载：“夏至

到，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木槿荣。”

天地运作有序，万物生长有时，人间循

时利用万物得以厚生。一年中听到了

大黑蝉开始鸣叫，表示夏至到了；此一

时节可以开始割鹿角，有一种植物在夏

季的中期，也就是夏至开始生长（夏季

有六节气：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

暑、大暑），故而人们给取了“半夏”这个

名，而木槿花到了夏至就逐渐繁盛开花

了。

施立学说，夏至也是发生病虫害、

水旱灾害最频繁的时期，对于农作物来

说，都是极为不利的。夏至以后地面受

热强烈，空气对流旺盛，午后至傍晚常

易形成雷阵雨。这种热雷雨骤来疾去，

降雨范围小，人们称夏雨隔田坎。唐代

诗人刘禹锡曾巧妙地借喻这种天气，写

出“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的著名诗句。

对上天怀着虔敬之心，一直是中华

文化中珍贵的一部分，落实到生活中，

“天人合一”是带给中国人身心安适的

最高境界。

古代有夏至祭祖的习俗，俗称“做

夏至”，除常规供品外，特加一盘蒲丝

饼。有的地方麦糊烧（一种用面粉调成

糊在锅中摊成极薄的大饼）供祀司灶、

祖宗。也有擀面为薄饼，烤熟后夹以青

菜、豆荚、豆腐等祭祖。

夏至是农作物生长最快的时节。

向日葵，夏至之花，明朝时就被普遍使

用，向日葵圆脸般盛开的花随太阳转

向，看到向日葵，谁能不想起盛夏来临

了呢。马齿苋又名“五行草”“长命

草”，俗称半支莲，刘若愚《芜史》中有

记载，在夏至日插戴马齿苋能益寿延

年。其他如绣球花、夹竹桃和“天中五

瑞”，这些夏至时节开的花，都在添加

风物诗情。“夏至棉田草，胜如毒蛇

咬”。

夏至农作物生长茂盛，田间杂草病

虫亦迅速滋生蔓延，乡间耕作尤显繁

忙。夏至过后，正午太阳高度角也会逐

日降低。同时，夏至到来后，夜空星象

也逐渐变成夏季星空。

在农历夏至后第三个庚日即进入

伏天。《释名·释天》说：“伏者，金气伏茂

之日也。”夏至后第三个庚日为初伏，第

四个庚日为中伏，立秋后第一个庚日为

末伏，俗称三伏。师古曰：“伏者，谓阴

气将起，迫于残阳而未得升，故为藏伏，

因名伏日也。”此时天气炎热，有人食欲

不振，开始消瘦，即“疰夏”。古代医家

有“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的说法。

认为人体合于四时阴阳则不会生病，这

是中国古代医学“天人合一”的阴阳消

长规律的观点。

古人在夏至有避暑的风俗，唐代诗

人韦应物诗《夏至避暑北池》起头就说：

“昼晷已云极，宵漏自此长。未及施政

教，所忧变炎凉。”显然，在唐代人们就

普遍认识到夏至的宇宙理象，同时感时

而忧患施政教化未能即时。

在湖北省老河口市一座禹王庙正

厅的榆木大梁上，有一首“夏至九九

歌”，以九天为一小程，共九程八十一

天，描写夏天的气候与景象演变，广为

流传：夏至入头九，羽扇握在手；二九

一十八，脱冠著罗纱；三九二十七，出

门汗欲滴；四九三十六，卷席露天宿；

五九四十五，炎秋似老虎；六九五十

四，乘凉进庙祠；七九六十三，床头摸

被单；八九七十二，子夜寻棉被；九九

八十一，开柜拿棉衣。

在东北，只有《冬九九歌》，而无《夏

九九歌》。关于气温的变幻，在东北只

有一句话：“夏至不拿棉。”

夏至：宵漏自此长
左 道

本报讯（记者裴雨虹）日前，“大千时代——大风堂的朋友圈吉林省博物院藏

书画作品展”在省博物院张伯驹馆开展。

张大千是一位极富人生传奇，并在世界画坛深有影响的艺术家，也是近现代

一众书画名家中交友颇为广泛的一位。张大千一生辗转多地，每到一处必结交

当地名流，同赏山水、切磋技艺。他与前辈齐白石和黄宾虹等，同辈吴湖帆、黃君

璧、溥心畬等都多有交流。在张大千的艺术成功路上，除了天分和勤奋，其独特

的生活圈和人际关系网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次展览以张大千为圆心，着眼于他的时代和他的朋友圈，立足于省博物院

藏书画文物，精选张善子、齐白石、黄宾虹、吴湖帆、何海霞、谢稚柳等书画家作品

共40余件，展示张大千与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这些交际中生动映射出

张大千的艺术创作与生活际遇。

展览将持续至8月20日。

“大千时代”书画作品展开展

夏至，顾名思义应该是“夏天已至”的意思，但为

什么二十四节气中有“立夏”代表夏天的开始，又有

“夏至”这个节气呢？其实，这两个节气中的“夏”所

指不同，立夏中的“夏”是农耕意义上的“夏天”，而夏

至中的“夏”是感知意义上的夏天。

提到夏天，我们最直观的感觉就是温度升高了，

人人都觉得热，而我们感到热的“夏天”就从夏至开

始，这一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

也是我们北半球的日照时间最长的一天。

自古以来和夏至相关的诗词，大抵都和“盛夏避

暑”与“最长白日”这二者相关。

比如惯写小处情趣的宋代诗人杨万里，在《夏至

后初暑登连天观》中写道：登台长早下台迟，移遍胡

床无处移。不是清凉罢挥扇，自缘手倦歇些时。

关于白昼延长，唐代权德舆的《夏至日作》，最能

表露古人的思维智慧：璿枢无停运，四序相错行。寄

言赫曦景，今日一阴生。

我们现代人说到“夏至”，在消费主义主导的今

天，特别愿意冠以“消暑节”“清凉节”一类的节日，以此来彰显这一天的特殊，

刺激大众的消费。可古人不同，自古以来，中国古代哲学思维都是强调要“往

后看”：你现在不好，不要紧，马上可能就会好了；你现在非常好，达到了顶峰，

不要自满，因为马上可能就走下坡路了。古语中的“月盈则亏，日中则移”说的

就是这个道理。

这首诗表达的就是天地之间轮转变化的自然规律，夏至这一天到了，自此

一天中“阳”开始削弱（白昼越来越短），“阴”开始增加（黑夜越来越长）。

当然，也有诗人把以上两种因素都考虑在了一起，比如韦应物的这首《夏

至避暑北池唐》：昼晷已云极，宵漏自此长。未及施政教，所忧变炎凉。公门日

多暇，是月农稍忙。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亭午息群物，独游爱方塘。门

闭阴寂寂，城高树苍苍。绿筠尚含粉，圆荷始散芳。于焉洒烦抱，可以对华觞。

夏至这天，诗人韦应物为了避暑到了北池，他在诗的开头第一句就提到了

“最长白日”这一意象，说夏至这天，昼晷所测白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极限，从此

以后，夜晚漏壶所计的时间渐渐加长。这句中就透露了古人看待最长白日和

我们现代人不一样的态度。

诗人从古代哲学的思维中来看，今天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意味着接

下来一年中的每一天白昼都会越来越短，所以诗人会以此感慨时间的飞逝。

“未及施政教，所忧变炎凉”就是指还没来得及实施自己的计划，就已经忧虑气

候变化冷暖的交替了。这也是诗人的第一层感慨。第二层感慨，依然和其他

节气诗词异曲同工：农时劳作。诗人说每年到了这一天，衙门中空闲的时候居

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事的忙碌。有心怀天下想法的诗人进而继续感

慨，老百姓在地里耕作，酷热也不知怎么抵挡的，这是古代知识分子对底层劳

动人民的同情与尊敬。最后则进入事关夏至的另一个主题“盛夏避暑”，这也

是本诗的第三层感慨。“亭午息群物，独游爱方塘”是指正午时分，所有的事物

都在歇息，我却喜欢独自在北池游览。此处的“游”到底是“游览”还是“游泳”，

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象炎炎夏日，池塘绝对是避暑的绝佳去处。诗人在此

处悠然自得，这里城墙高耸，城门紧闭，树木葱翠，绿荫静寂，绿竹含粉，荷花清

香。他在此处可以抛却烦忧，举杯畅饮。考虑到本诗的前两层感慨，我们可以

推断，诗人最后的游览池塘，独自举杯，除了表达了他避暑的真实感受，也包含

了诗人脱离凡俗，独自清幽的高雅情趣。其实在笔者看来，最好的避暑之策，

除了给身体找一处凉爽所在，精神上也要有一处清幽的停留之地。

古人说“心静自然凉”，并不是要强调单纯的唯心主义观点，而是指自己要

有一份精神上的追寻，这份追求如一缕清风，可以缓解身体上的疲惫慵懒，这

一缕清风可以来自书本，来自朋友，也可以来自自己。炎炎夏日，胸有丘壑，清

风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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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绘画，常用的工具是

纸和笔，但你知道在稻田地里也

能“写书法”吗？盛夏时节，水稻

长势喜人，我省作为农业大省，

黑土地上长满了希望。

近日，走进省内田间地头，

发现农民朋友不仅精心种水稻，

还玩起了新花样，搞起了稻田地

里的“行为艺术”，成为了乡村一

大文化景观，吸引众多游人前来

打卡拍照。

在稻田地里“写书法”的村

子，最著名的当属延边州和龙市

东城镇光东村。近年来，光东村

的乡村旅游发展喜人，站在观景

台上眺望远方，村民们跳起了热

情奔放的舞蹈，听着《海兰江畔

稻花香》的歌谣，一派田园好风

光。每年光东村都在地里“写”

不同的字，一撇一捺，振奋人心，

书写大美吉林的丰收故事。

辽源东辽朝阳村坐落在鴜

鹭湖下游鱼米之乡的安石镇，

稻田地也成为了艺术品，盛夏

正适合去闻一闻泥土的芬芳，

感受最接地气的风光。稻田观

光园区的节目表演轮番上演，

伴着朝鲜族的音乐，村民们身

穿民族服装载歌载舞，游客们

则拿出手机争相记录现场的火

热场面。通过发展特色乡村

游，朝阳村增加了村集体收入，

同时也带动了村民就业，让村

民的腰包鼓起来。

长春九台红光村盛产的“九

台贡米”深受消费者欢迎，踏着

玻璃栈道来到观景台，眼前仿佛

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现在到了

红光村，已经可以看到“彩稻书

画”上新了，随着稻子的成熟，会

变幻出不同的色彩，每个斑斓的

颜色，都给人一种幸福的味道，

畅游在田间，不仅可以闻到一阵

沁人心脾的水稻香气，还能感受

到秋天丰收的喜悦。

舒兰的稻花香大米，就是喷

香的代名词，地处黑土地“黄金

水稻带”，不仅稻浪飘香，现在也

十分注重稻田文化。眼前的水

稻长势良好，农民也露出了满意

的笑容。

吉林市孤店子镇孤家子村

也被稻浪装扮得很动人，意禾田

蒙古大营带火了乡村旅游，闻着

稻花香品尝烤全羊，蒙古族风情

的体验感很强，漫步在农业观光

木栈道上，大片的翠绿赏心悦

目，这种浓浓的艺术气息，让人

流连忘返。每一片精心描绘的

“稻田画”，都展示出了吉林的稻

米文化，每一片彩稻的栽种，都

折射出农民对种植技术的娴熟

掌握，通过以稻田这幅巨大画

布，描绘出不同图案的展示方

式，也带动了乡村旅游，并通过

科普农耕文化知识为媒介，让更

多的人走进农村，了解悠久的稻

米文化，体验返璞归真的舒适生

活。（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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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皓）日前，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席边发吉通过线上学习平台讲

授“杂技艺术的力与美”。

吉林省杂技家协会积极组织广大会员特别是青年文艺工作者，利用周末时

间，通过“学习强国”、中国艺术报、中国文艺网等平台认真收看、学习讲座，引发

了我省杂技人的热烈反响。

大家纷纷表示，听了讲座后，更加激发起对舞台的热爱和对杂技的创作热情，

在今后的工作学习中，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和审美修养，不断为广大观众

奉献出更多、更新、更美、更精彩的杂技节目。

提升专业能力和审美修养

简 讯

长春九台红光村的彩稻画

舒兰每年的稻田画

本报讯（高青青）为深入挖掘和弘扬红色文化，发挥榜样的力量，日前，松原

市宁江区审计局组织全体干部集中观看学习松原市建国前老党员系列电教片

《生命的荣光》。

《生命的荣光》展现老党员在战争年代和新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兢兢业业、开

拓进取、无私奉献、永葆党员先进本色的典型事迹。观看后大家纷纷表示，老党

员们忠诚一辈子、奉献一辈子的崇高精神，是每一名干部的学习榜样。在今后的

工作中，要继续发扬不畏艰难险阻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不断推动新时代审计

事业发展。

观看电教片《生命的荣光》

在诗词中打开的夏至，自有清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