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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迎来小满节气今日迎来小满节气。。每年每年55月月2121日前日前
后后，，太阳到达黄经太阳到达黄经6060度时为小满节气度时为小满节气。小
满是一个表示物候变化的节气，与农事活
动息息相关。小满时节，麦子等夏收作物
开始饱满，但尚未成熟；水田里的水也已
经盈满，可以插秧了。

夏收作物日渐饱满

古人重视农桑，因此二十四节气的划
定和命名多与农事有关，小满节气也不例
外。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中说：“四月
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意思
是，这时候的植物长得茂盛，夏收作物小
麦等开始灌浆，日渐饱满，但还不是最饱
满的时候，因此称为小满。

古人将小满分为三候：“一候苦菜秀，
二候靡草死，三候麦秋至（原为三候小暑
至，后 《金史志》 改为麦秋至）。”意思
是，小满节气虽然预示着小麦将熟，但仍
然处在一个青黄不接的阶段。旧时，百姓
在这个时候往往以苦菜等野菜充饥；小满
节气，阳光充足，喜阴的草类如靡草开始
枯死；小满节气，小麦快要成熟待收割。

小满过后，农事繁忙，这时关于农业
生产的谚语大多和小麦有关，“麦到小满日

夜黄”“小满小满，麦粒渐满”，描绘了丰
收在望的景象；“早修农具早打算，莫等麦
熟打转转”，则提醒人们为收割小麦早作准
备。

各地习俗十分有趣

小满节气，一些地方有“看麦稍黄”
的习俗，就是在小麦即将成熟时，嫁出去
的女儿要回娘家看望父母，一般会捎上油
馍、黄瓜等作为礼物。过去有“麦稍黄，
女看娘；卸了杠枷，娘看冤家”的说法，
意思是夏忙前女儿回家看望父母，夏忙过
后母亲去看望女儿，了解女儿的生活情况。

小满时节，蚕妇煮过蚕茧后开动缫丝
车，农民拿菜籽到油车房榨油，用水车打
水浇田，在民间统称为“小满动三车”。

传说小满是蚕神的生日，南方纺织以
蚕丝为主。蚕向来娇嫩，不好养殖，养殖
时的温度、湿度和桑叶的冷热都很有讲究。

古人将蚕视为天物，为了祈求好收
成，江浙一些地方会举行祈蚕节。在蚕神
庙里，养蚕人家在蚕神像前摆上酒菜，静
心祈祷。这酒菜也有讲究：将面制成蚕茧
状，将稻草绑成小山包状，把面蚕茧放在
上面，预示着蚕茧丰收。

有些地方还有祭车神的传统习俗。传

说车神是一条白龙，人们在水车上放上鱼
肉、香烛等祭品，再放上一杯白水，祭拜
时将水泼入田中，有祝福水源充沛的意思。

小满吃苦菜 麦饼散清香

虽然还未到夏至，但在不少地方，小
满时的天气已经比较炎热，多适合吃一些
清淡去火的蔬菜。《周书》记载：“小满之
日苦菜秀”，而苦菜，也是中国人较早食用
的野菜之一。

关于苦菜的功效，《本草纲目》里提
到：“久服，安心益气，轻身，耐老。”据
说，古人还会用它来醒酒。

吃的时候，可以先把洗净的苦菜用开
水烫熟，加入醋、蒜泥、盐等调料。又或
者把煮熟的苦菜挤出汁液，拿来做汤、调
馅……别有一番风味。

夏季饮食以清淡为宜。过去这个时
候，刚好青黄不接，但包括苦菜在内的野
菜却是蓬勃生长的时候，民间逐步形成了
小满吃野菜、苦菜的习俗。

俗话说，秧奔小满谷奔秋。小满时节
劳作，意味着人们离丰收又近了一步。或
许，这个节气的名字，也正好代表了人们
对美好未来的祈盼。

据《洛阳晚报》

麦到小满日夜黄

““小满麦渐黄小满麦渐黄，，夏至稻花香夏至稻花香”。”。小满小满
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它的来临它的来临，，意味意味
着接下来天气会更加炎热着接下来天气会更加炎热，，过去民间有过去民间有
吃野菜吃野菜、、苦菜的习俗苦菜的习俗。。此时此时，，人们需要人们需要
投入到繁忙的农事活动中去投入到繁忙的农事活动中去，，为之后的为之后的
丰收打下基础丰收打下基础。。不过不过，，有趣的是有趣的是，，二十二十
四节气中有小满四节气中有小满，，之后便是芒种之后便是芒种，，为何为何
没有没有““大满大满””呢呢？？

从农业角度说从农业角度说，，小满既关涉北方麦小满既关涉北方麦
粒的饱满粒的饱满，，又与南方雨水的丰盈有关又与南方雨水的丰盈有关。。

这时候这时候，，中国北方冬小麦类的夏熟作物中国北方冬小麦类的夏熟作物
进入灌浆期进入灌浆期，，籽粒渐渐饱满籽粒渐渐饱满，，收割在收割在
即即。。

在南方在南方，，俗语说俗语说““小满大满江河小满大满江河
满满”，”，随着降雨量增加随着降雨量增加，，江南地区往往江南地区往往
也是江也是江、、河河、、湖中水量丰盈湖中水量丰盈。。否则便意否则便意
味着赶上了干旱少雨的年份味着赶上了干旱少雨的年份。。所以所以，，这这
里的里的““满满””字代表雨水多的意思字代表雨水多的意思。。

在二十四节气中在二十四节气中，，有小暑有小暑，，便有大便有大
暑与之对应暑与之对应，，有小寒有小寒，，便有大寒便有大寒。。但有但有

小满小满，，却没有却没有““大满大满”。”。
民俗学专家王娟解释民俗学专家王娟解释，，大寒和小大寒和小

寒寒、、大暑和小暑都是在极冷和极热的时大暑和小暑都是在极冷和极热的时
间段间段，，由于冷由于冷、、热持续时间长热持续时间长，，相当于相当于
两个节气两个节气，，且人们正好在猫冬且人们正好在猫冬、、避暑避暑，，
没什么活动没什么活动，，所以分成两个相连的节所以分成两个相连的节
气气。“。“但春种但春种、、秋收期间农事繁忙秋收期间农事繁忙，，事事
情比较多情比较多，，节气本身的特点分明节气本身的特点分明，，所以所以
不需要命名两个大小相连的节气不需要命名两个大小相连的节气。”。”王王
娟说道娟说道。。 据中新网据中新网

二十四节气里为啥没“大满”

苏轼“房梁挂钱”

正所谓“民以食为天”，北宋时期
的文学家、美食家苏轼，曾自称“聚
物之夭美，以养吾之老饕”，其实他在
饮食上十分节俭。

在《节饮食说》中，苏轼给自己
定下规矩，“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
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馔则
三之，可损不可增”“有召我者，预以
此告之，主人不从而过是，乃止”。其
中大意是，苏轼平时吃饭，不过一荤
一酒；自己请客或别人请吃饭，也不
能超过三个肉菜，否则就不赴宴。苏
轼如此，绝非造作，其用意是：“一曰
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
省费以养财”。这等节俭，自是修养功
夫。

后来，苏轼被贬黄州，他不但自
己亲自耕种，还实行计划开支，这就
是后来曾国藩都为之效仿的“房梁挂
钱”。据说，苏轼将钱平均分成12份，
每月用一份。每份中又平均分成三十
小份，每天只用一小份。分好的钱按
份挂在房梁上，每天取下一小份，作
为当日的生活开支，如有结余，就把

它们存在一个竹筒里，以备意外之需。

雍正为剩饭两下圣旨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中国是
大国，如不能居安思危，难免有后顾
之忧。古人写诗说，“春种一粒粟，秋
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
死。”惟有丰年不忘饥馑，珍惜每一粒
粮食，才能做到有备无患。又如“锄
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餐，粒粒皆辛苦”这些诗句，都是古
人重视粮食安全的警句。

为了处理剩饭剩菜的问题，雍正
专门下过两道圣旨。第一次是在雍正
二年（1724年），雍正给御膳房下旨：

“凡粥饭及肴馔等食，食毕有余者，切
不可抛弃沟渠。或与服役下人食之。
人不可食者，则哺猫犬。再不可用，
则晒干以饲禽鸟，断不可委弃。朕派
人稽查，如仍不悛改，必治以罪。”其
大意是剩饭剩菜不许丢弃，可以给服
役下人吃；如果人不吃，就用去喂
猫；如果猫不吃，就晒干后拿去喂
鸟，总之不能浪费。雍正还特别警告
说，“我会派人不时检查，谁要是违
反，必定治罪。”

或许因为执行的情况并不好，雍
正三年后再次就浪费粮食的事发出上
谕：“朕从前不时教训，上天降生五
谷，养育众生，人生赖以活命，一粒
亦不可轻弃。即如尔等太监煮饭时，
将米少下，宁使少有不足，切不可多
煮，以致余剩抛弃沟中，不知爱惜。
朕屡屡传过，非止一次。恐日久懈
怠，尔总管等再行严传各处首领、太
监，见有米粟饭粒，即当捡起。如此
不但仰体朕惜福之意，即尔等亦免暴
殄天物。应不时查拿，如有轻弃米谷
者，无论首领、太监，重责四十大
板。如尔等仍前纵容，经朕察出，将
尔总管一体重责。”

屡下禁酒令节约粮食

俗话说得好，人无俭不立。人种
粮、粮养人，珍惜粮食就是尊重劳
动、敬畏自然的体现，惜粮就是惜
福。《朱子家训》中说，“一粥一饭，
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
维艰”。这句警世名言，应成为国人之
家训，代代相传。

明清时期，京城食用的粮食大多
从南方经大运河运来，时称“漕粮”。

由于运输成本高昂，一石粮食往往费
银数两，而有些八旗兵丁“不知运粮
之艰，既得粮米，因暂时有余，遂卖
银钱，以供几次饱餐醉饮。及米不继
之时，妻子又皆不免饥饿。”因此，清
朝严禁卖米与奢费，可有些人认为这
不过是寻常小事而有烦言，康熙则驳
斥说，“米者养人之本，为人上者，不
留心省察，可乎？”

清朝重视粮食安全与保障，还体
现在禁止烧锅酿酒上。康熙二十八年
（1689年），因山海关外发生旱灾，而
“彼处蒸造烧酒之人将米粮糜费颇多”
（民间大肆酿酒而导致粮食浪费），康
熙特命户部侍郎赛弼汉前往奉天，会
同将军、副都统等严加禁止。随后二
十余年，清朝都禁止直隶、湖广、江
西、陕西等南北九省烧锅酿酒。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康熙特
别召见直隶巡抚赵弘燮，再次强调严
禁烧锅酿酒，并对失察官员加以重
处，其严禁烧锅酿酒的理由有二：一
是大量浪费粮食，有悖崇俭禁奢的社
会风气；二是认为此乃小民逐末利的
表现，不利于农业生产。直到康熙末
年，在粮食问题相对安全后，禁酒令
才有所放松。 据《海南日报》

古人怎样节约粮食

《朱子家训》 中说，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
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
维艰”。

崇尚节俭、珍惜粮食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古人很早就意识到天下之
事，常成于勤俭而败于奢
靡。他们当年如何节约粮
食、惩治浪费行为呢？

小满
■欧阳修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
最爱垄头麦，迎风笑落红。

赏析：
如果说宋代翁卷的《乡村四月》

是七绝中“小满”写得最好的，那么

欧阳修的这首《小满》，无疑是五绝
中写得最好的。诗人连用三个动词：
啼、醒、笑，寥寥数笔，就将一幅小
满乡村图勾勒出来。

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小满爱
下雨，万物勤生长。

大家都喜欢下雨的小满，不过，
诗人却喜欢无雨的小满。一代文豪欧

阳修天真、快乐的形象，在《小满》
诗中表现得特别抢眼。它向我们延伸
了“醉翁”宽仁之心的经度和纬度。

“笑”字，可做全诗诗眼。快乐洋溢
于整首诗中。

在夜里，他安静地倾听夜莺的声
音、仰望皎洁的明月；在白天，他快
乐地跑去垄头，看麦浪滚滚，闻麦香

阵阵，伤心往事，已如落红，消失不
见。这一刻，只愿将一颗赤子之心，
融入自然，物我两忘。躺在麦田的怀
抱里，还能有什么忧愁呢？耳畔的虫
鸣，风声，多么的善解人意。

读着《小满》，就如同在听一首
儿歌，在岁月深处，为我们留下初夏
最美的时光。 据学习强国

在诗词里遇见“小满”

樱桃又熟了。从枝头摘下的那一
刻起，这种外形和口感都令人惊艳的
水果就有了多重身份——在古代中
国，樱桃是礼制文化的一抹庄严红
色，在祭祀先人、赏赐重臣的背景里
画下家国治理的符号。

樱桃在植物学上属蔷薇科，李
属，有一百多种。在古代的传说中，
当鲜红的樱桃刚露枝头，美丽的黄莺
儿就飞来啄食它的果实，因而又有莺
桃之名。《本草纲目》上说它红若宝石
般的果实美如桃形，又似古代玉制珠
串戴在颈项上的璎珞。璎和樱同音，
就把它的名字叫樱桃了。

樱桃种植区看似覆盖较广，但价
格却从不亲民。正如后梁宣帝在其
《樱桃赋》里吟诵的“懿夫樱桃之为
树，先百果而含荣”——耀眼的外观
与先百果而熟的特质，让樱桃享有仙
果之誉，自然而然就从百果中脱颖而
出，跻身皇宫果品。贵族专供的樱桃
园配有专人看守，防止鸟雀偷食。中
国古代帝王秉持“道器合一”的思
想，宣扬器物里蕴含天地伦理，以器
物（包括食物）的分配和使用来确定
等级和维持秩序。回到樱桃来说，它
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水果，而成
为皇家的秩序礼仪符号。杜甫在大历
元年的《解闷十二首》里就把荔枝与
樱桃这两种水果作对比：“先帝贵妃今
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炎方每续朱
樱献，玉座应悲白露团。”前者是权贵
的一时心血来潮，后者则代表着长久
且正统的秩序礼仪。

秩序礼仪的第一种场景，是把新
鲜收获的樱桃先用于祭祀，这是一种
顺应自然时令的祭祀活动，又叫“荐
新”——《礼记·月令》里即有：“羞
以含桃，先荐庙宇”；到了汉朝时，以
《汉书·叔孙通传》正式将樱桃荐新从
古礼变成汉制：“古者有春尝百果，方
今樱桃熟……因取樱桃献宗庙。上许
之。诸果献由此兴”。

“荐新”之后才可以“尝新”。东
汉时期，樱桃的第二种礼用——将樱
桃赏赐官员的礼制也开始实行。再以
唐朝为例，樱桃果红耀之时邀请重臣
体验摘樱桃之乐，大摆宴席欢庆，吃
饱喝足再送点儿樱桃带回家，已成宫
廷传统。《太平御览》里有：“四年夏
四月，上与侍臣于树下摘樱桃，恣其

食，未后于葡萄园大陈宴席，奏宫乐
至晦，每人赐朱樱两笼。”被赐“朱
樱”是荣耀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体现，
所以在流传下来的唐代诗词中，有关
樱桃的有一百多首，许多都是与垂谢
赐樱桃有关，作者不乏白居易、杜
甫、韩愈、李商隐等名家。

除了用樱桃祭祀、赐大臣，唐
代还流行一种听起来就格外美好的
宴席——樱桃宴。中进士、升官答谢
宴，都有樱桃的重头戏。凡此种种，
都是食物带给人们的仪式和愉悦感。

在精巧红润的中国樱桃被文人墨
客吟诵的同时，欧洲也有一种樱桃常
年享受美誉。如果说中国樱桃是小粒
的红润珊瑚，欧洲甜樱桃就是大颗的
紫红玛瑙。

欧洲甜樱桃传入中国的时间比较
晚，按照1915年《满洲之果树》的记
载，1871年美国传教士尼维思带进了
第一批欧洲樱桃，包括甜樱桃苗木、酸
樱桃和杂种樱桃苗木品种等数十个品
种。这些欧洲樱桃被栽种在山东烟台东
南山地区，至今烟台大樱桃仍是当地的
特产，有着“北方春果第一枝”的美
名。继美国人的樱桃引入之后，青岛、
大连、威海等地陆续栽种上了从俄国、
德国、法国等各国引入的欧洲甜樱桃品
种二十多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
重启了欧洲甜樱桃苗木经济栽培之路，
十年时间就引入了将近二百多个品种，
栽种地区遍布河南、山西、陕西、甘
肃、安徽、浙江、新疆，乃至云贵高原
等高海拔地区。 据《北京日报》

樱桃 古代的礼制之果

清代陈枚彩绘本《耕织图》。

齐白石的樱桃画。

在大唐盛世，牡丹花名冠天下，
有研究者说牡丹花是唐代的国花。诗
人刘禹锡《赏牡丹》诗云：“庭前芍药
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
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赏牡丹成为唐人的时尚。牡丹原
生于山谷丘陵。成书于汉代的《神农
本草经》说：牡丹“一名鹿韭，一名
鼠姑，生山谷。”据《海山记》记载，
喜欢奇花异草的隋炀帝把牡丹移植京
都。唐朝时，长安的牡丹种植得到迅
速发展，当时已出现种植牡丹的花
师。柳宗元《龙城录》记载：“洛人宋
单父，字仲孺。善吟诗，亦能种艺
术。凡牡丹变易千种，红白斗色，人
亦不能知其术。上皇召至骊山，植花
万本，色样各不同。赐金千余两，内
人皆呼为花师。”

在唐代，宫廷寺观、富豪庭院、
百姓民宅种植牡丹蔚然成风，并且培
育出众多品种。每到谷雨前后，长
安、洛阳以及城郊，牡丹盛开，香气
袭人，人们携带酒食，结伴而行，赏
花踏青，牡丹园中的人群摩肩接踵，
络绎不绝。

唐人赞美牡丹为“国色天香”。牡
丹花色泽艳丽，雍容华贵，素有“花
中之王”之誉，象征着高贵、高洁、
典雅的精神品质。因为唐朝的皇帝多
爱牡丹，被誉为“国色天香”。李濬
《松窗杂录》记载说，程修己因绘画水
平高，得以进谒唐文宗李昂。文宗正
在内殿欣赏牡丹花，因喜欢诗，便问
程修己：“现在京城传唱的牡丹诗中谁
写得最好？”程答道：“在公卿士人中
多吟赏中书舍人李正封的诗，曰‘国
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文宗赞叹
一会，笑着对爱妃说“在你的妆镜台
前饮美酒，唱正封之诗。”牡丹的“国
色天香”之美誉由此而来。唐高宗李
治在后苑宴请群臣，乘酒兴观赏双头
牡丹并赋诗。《杜阳杂编》记载：“穆
宗皇帝殿前种千叶牡丹，花始开，香
气袭人，一朵千叶，大而且红。上每
覩芳盛，叹曰：‘人间未有。’自是宫
中每夜即有黄白蛱蝶万数，飞集于花
间，辉光照耀，达晓方去。”

在唐人的眼里牡丹是美的化身，
是纯洁与爱情的象征。李商隐有《牡
丹》诗云：“锦帏初卷卫夫人，绣被犹
堆越鄂君。垂手乱翻雕玉佩，折腰争
舞郁金裙。石家蜡烛何曾剪，荀令香
炉可待熏。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
叶寄朝云。”全诗构思巧妙，借物比
人，又以人拟物，借咏牡丹抒发诗人
对意中人的爱慕、相思之情，暗示意

念中的情人如花似玉。艳冠群芳的杨
贵妃也极爱牡丹，在宫廷上苑遍植牡
丹。李白有诗赞之：“云想衣裳花想
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
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牡丹既可观赏，又具有实用价
值，还有人将牡丹种植作为产业。孙思
邈的《千金要方》中，就有数十个药方
采用牡丹和根皮作为药剂，其中又以妇
方最多。有不少地方用牡丹鲜花瓣做牡
丹羹，或配菜添色制作名菜。牡丹花瓣
还可蒸酒，制成的牡丹露酒口味香醇。
张又新《牡丹》诗云：“牡丹一朵值千
金，将谓从来色最深。”李商隐说：“终
销一国破，不啻（chì）万金求。”

唐朝文人善咏颂牡丹。牡丹绚
丽、清雅的身姿具有富贵、吉祥、幸
福、繁荣的象征，为大唐盛世的文化
繁荣注入了勃勃生机，成为文人雅客
绘画咏诗的重要题材。

在唐代之前，文学作品中提及牡
丹的十分罕见，唐朝讴歌牡丹的诗词
大量涌现，有人统计描写牡丹的唐诗
共有二百首之多。白居易最爱牡丹，
与洛阳牡丹结下了深厚感情，有人统
计白居易一生写下了十三首牡丹诗。
白居易的好友元稹也是爱牡丹之人，
他在《西明寺牡丹》写道：“花向琉璃
地上生，光风炫转紫云英。自从天女
盘中见，直至今朝眼更明。”徐凝《牡
丹》云：“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
好物华。疑是洛川神女作，千娇万态
破朝霞。”诗人通过赏花的主观感受间
接表达了牡丹之美，表现了诗人对牡
丹花的喜爱。 据《齐鲁晚报》

唐代诗人爱牡丹

《牡丹图》（局部）。 恽寿平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