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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至阴生景渐催，百年已半亦堪
哀。葺鳞不入龙螭梦，铩羽何劳燕雀
猜。雨砌蝉花粘碧草，风檐萤火出苍
苔。细观景物宜消遣，寥落兼无浊酒
杯。”这是明朝刘基的《夏日杂兴》，诗
人借夏至节气，抒发了自己杂乱的心境
和难抑的悲悯，读后如淋夏至节气的阴
雨天气。

夏至，是二十四节气之一，也是最
早被确定的一个节气。夏至这天，白天
最长，夜间最短，代表的寓意是炎热将
至，开始有暴雨、梅雨、高温桑拿天
气。 虽然是烈日炎炎，但古往今来的诗
人文思泉涌，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好的

“夏至诗”。
“长夏村墟风日清，檐牙燕雀已生

成。蝶衣晒粉花枝舞，蛛网添丝屋角
晴。落落疏帘邀月影，嘈嘈虚枕纳溪
声。久斑两鬓如霜雪，直欲渔樵过此
生。”这是宋代张耒《夏日三首》中的其
中一首，本诗通过夏日午夜燕雀、蝴
蝶、蜘蛛等意象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对清
净、安宁生活的喜爱。抒发了诗人淡泊
名利、厌恶世俗，想要归隐田园的情怀。

唐代贾弇的《孟夏》诗中道：“江南
孟夏天，慈竹笋如编。蜃气为楼阁，蛙

声作管弦。”诗说一进入夏天，慈竹长得
密集而有序，远望云气如楼阁，幻同似
境，耳边还有青蛙奏乐，夏天真是迷人
啊！

“符箓玉搔头，艾虎青丝鬓。一曲清
歌倒酒莲，尚有香蒲晕。角簟碧纱厨，
挥扇消烦闷。唯有先生心地凉，不怕炎
曦近。”宋代史浩的《永遇乐·夏至》，
描写了诗人夏日的情景，天炎暑热，诗
人挥扇解烦闷，却又在末尾告诉我们：
只有先生心中凉快，不怕这暑气的天。

宋代范成大的《夏至》诗，读来轻
松愉快：“李核垂腰祝饐，粽丝系臂扶
羸。节物竞随乡俗，老翁闲伴儿嬉。”夏
至和端午相去不远，所以，范成大的夏
至日，还用粽丝系臂，祈求健康。夏至
这天，生活十分闲适，君不见，那老翁
伴着孙辈玩得很开心吗？

宋朝苏辙的《夏至后得雨》：“天惟
不穷人，旱甚雨辄至。麦乾春泽匝，禾
槁夏雷坠。一年失二雨，廪实真不继。
我穷本人穷，得饱天所畀。夺禄十五
年，有田颍川涘。躬耕力不足，分获中
自愧。余功治室庐，弃积沾狗彘。久养
无用身，未识彼天意。”说的是老天不会
让人永远贫穷，干旱久了，雨就来了，

麦子干了，雨就下下来了。我是无用之
人，无力躬耕，却还享受着收获，实在
惭愧。

同样写雨，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竹
枝词》，却借用夏至以后雷阵雨骤来疾去
的天气，写出了另一种景象：“杨柳青青
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
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夏至，虽已进入炎夏，但在诗人的
笔下却透着无限美好。唐朝权德舆《夏
至日作》云：“璇枢无停运，四序相错
行。寄言赫曦景，今日一阴生。”还有唐
代韦应物的《夏至避暑北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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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宋朝张耒《夏
至》诗：“长养功已极，大运忽云迁。人
间漫未知，微阴生九原。杀生忽更柄，
寒暑将成年。崔巍干云树，安得保芳
鲜。几微物所忽，渐进理必然。韪哉观
化子，默坐付忘言。”这些诗作都对夏至
这个节气进行了传神的描述，读来如临
其境。 据《闽南日报》

古诗词里的夏至

夏至时节，蛙声阵阵，
蝉鸣声声，稻花如白练，荷
花别样红。

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
研究员罗澍伟介绍，一般在
每年公历 6 月 21 日或 22
日，太阳到达黄经 90 度
时，为夏至，它是二十四节
气中第十个节气，也是二十
四节气中最早被确定的一个
节气。公元前7世纪，古人
用土圭测日影，发现夏至这
一天，白天之长，日影之
短，都达到了一年中的极
限，所以叫作夏至。

从天体运行上看，夏至
这一天，正午阳光几乎直射
地球上的北回归线，北半球
的白昼最长，且越往北白昼
越长。夏至以后，太阳直射
地球的位置逐渐南移，北半
球的白昼逐渐缩短。民间有

“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
线”之谚，说的是过了夏
至，白天越来越短，每天做

针线活，用的线也一天比一
天少。

夏至时，新麦登场。人
们在这一天吃面，既表示夏
至这天最长，也有庆丰收，
尝新麦之意。

夏至是盛夏的起点。从
夏至起，经过三个庚日，便
进入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
所谓“夏至三庚数头伏”。
气温高、湿度大、不时出现
雷阵雨，是夏至后的天气特
点。

罗澍伟结合民间传统和
养生专家的建议说，夏至一
过，阳盛于外，人体出汗增
多，消夏防暑首先要及时补
水。可多食苦瓜、芹菜、茼
蒿、苦菊等，以利于祛暑益
气、除燥祛湿、生津止渴和
增进食欲。同时做好精神保
养，宜晚睡早起，适时午
休，避免剧烈运动，注意调
息静心，“心静自然凉”。

据新华社

夏夏至至：：

稻稻花如花如白练白练
荷花别荷花别样红样红

《中国天文年历》显示，北京时间6月
21日11时32分迎来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
夏至。夏至日时，北半球白昼最长，正午
的太阳最高，垂直物体的影子最短。

夏至，不但是一个重要的节气，而
且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官方
自古就有祭祀地神之俗，在民间也有很
多习俗。

从周代时起，在夏至日已经有了祭
神仪式，到了清代仍然被视作“国之大
典”，司马迁所著《史记·封禅书》记
载：“夏至日，祭地祇，皆用乐舞。”“地
祇”即地神，周代时，每年夏至之日在
国都北郊水泽之中的方丘上举行祭典。
明清时期，夏至前两个月，内务府就开
始维修斋宫。夏至前二十五天，太常寺
开始集中办公，筹备祭祀有关事宜。夏
至前三日，皇帝到太庙告请太祖配神，
除急事外，不办公事。

在民间，妇女们互相赠送折扇、脂
粉等什物。《辽史·礼志》记载：“夏至
日谓之‘朝节’，妇女进彩扇，以粉脂囊
相赠遗。”彩扇用来纳凉，香囊可除汗
臭，粉脂涂抹身体，防生痱子。在朝
廷，皇家则拿出冬藏夏用的冰消夏避
伏，而且从周代始，历朝沿用，进而成

为制度。宋代《文昌杂录》里记载，宋
代官员从夏至这天开始要放假3天，让百
官回家休息。而宫廷中，夏至这天御厨
们就制作出一种夏至馄饨供皇帝、妃嫔
食用。

民间有“冬至饺子夏至面”之说，
夏至这天，北方人多吃面，打卤面、炸
酱面、红烧肉面、牛肉面、鸡蛋面等，
有些地方还吃凉面条，俗称“过水面”。
江南也有“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
的说法，南方的面条品种多，如阳春
面、干汤面、肉丝面、三鲜面、过桥面
及麻油凉拌面等。夏至人们还大秀凉
菜、生菜，因为这个时候气候炎热，吃
些生冷之物可以降火开胃，又不至于因
寒凉而损害健康。江南有“夏至馄饨冬
至团，四季安康人团圆”的谚语，早晨
吃麦粥，中午吃馄饨，取混沌和合之
意。吃过馄饨，为孩童称体重，希望孩童
体重增加更健康。在岭南一带，还有夏至
吃狗肉和荔枝的习俗，有“冬至鱼生夏至
狗”之说，“吃了夏至狗，西风绕道走”，
人们在夏至日吃了狗肉，其身体就能抵抗
西风恶雨的入侵，少感冒，身体好。

我国农历中“九”是习惯用的杂
节，“夏九九歌谣”形象地道出了夏至后

的天气变化，生动地反映了日期与物候的
关系。“夏九九”是以夏至那一天为起
点，每九天为一个“九”，每年九个

“九”共八十一天。同样，三九、四九是
全年最炎热的季节。它与“冬九九”形成
鲜明的对照。“夏九九歌谣”最早是南宋人
陆泳在《吴下田家志》中记载的，后来有
人发现，此歌谣用松烟墨书写在湖北省老
河口的一座禹王庙正殿的榆木大梁上。歌
谣云：“夏至入头九，羽扇握在手；二九
一十八，脱冠着罗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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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网友在网上发布了
自己撰写的当代“夏九九歌谣”，将一些
新生事物写入其中，也颇为有趣。如：

“一九二九温升高，摇扇风扇开空调；三
九温高湿度大，冲凉洗澡来消夏；四九
炎热冠全年，打开风扇汗不断；五九烈日
当头照，无处躲来无处跑；六九时节过立
秋，清晨夜晚凉飕飕；七九炎热将结束，
夜间睡觉防凉肚；八九到来天更凉，男女
老幼加衣裳；九九时节过白露，过冬衣被
早打谱。” 据《甘肃工人报》

古代夏至也是节日

我国古代采用我国古代采用““干支纪事干支纪事””的方法用以的方法用以
计年计年、、计月计月、、计日计日、、计时计时。。所谓所谓““干支干支””就就
是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是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十个天干分别十个天干分别
是是：：甲甲、、乙乙、、丙丙、、丁丁、、戊戊、、己己、、庚庚、、辛辛、、
壬壬、、癸癸；；十二地支分别是十二地支分别是：：子子、、丑丑、、寅寅、、
卯卯、、辰辰、、巳巳、、午午、、未未、、申申、、酉酉、、戌戌、、亥亥。。由由
于天干只有于天干只有1010个个，，所以每隔所以每隔1010天就会出现天就会出现
一个庚日一个庚日。。

传统的推算方传统的推算方
法规定法规定：：夏至后的夏至后的
第三个庚日起为初第三个庚日起为初

伏伏，，从夏至后的第四个庚日起为中伏从夏至后的第四个庚日起为中伏，，立秋立秋
后的第一个庚日起为末伏后的第一个庚日起为末伏，，总称为总称为““三三
伏伏””。。由于夏至与第一个庚日之间的天数几由于夏至与第一个庚日之间的天数几
乎每年都不一样乎每年都不一样，，所以与所以与““三庚三庚””的天数也的天数也
不是固定的不是固定的。。当夏至与立秋之间出现当夏至与立秋之间出现44个庚个庚
日时中伏为日时中伏为 1010 天天，，出现出现 55 个庚日则为个庚日则为 2020
天天，，所以中伏到末伏有时为所以中伏到末伏有时为1010天天，，有时为有时为
2020天天。。今年自今年自77月月1212日起我们就已经正式迈日起我们就已经正式迈
入入““三伏天三伏天””了了，，等到等到77月月2222日便进入了长日便进入了长
达达 2020 天的中伏天的中伏，，直至直至 88月月 2020 日才能过完日才能过完

““三伏三伏””，，共计共计4040天天。。 据新华网据新华网

从夏至到入伏

夏至时，新麦登场。人们在这一天吃
面，既表示夏至这天最长，也有庆丰收、尝
新麦之意。 据人民网

气温高、湿度大、不时出现雷阵雨，是
夏至后的天气特点。对于江淮一带来说，夏
至时节也是梅雨季节。 据人民网

夏至只是盛夏的开始。所谓“夏至三庚
数头伏”，从夏至起经过三个庚日，才会进入
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 据人民网

66月月2121日日，，夏至夏至。。天文天文
科普专家提醒说科普专家提醒说，，夏至前夏至前
后后，，国际空间站国际空间站 （（简称简称
ISSISS））迎来观测良机迎来观测良机，，它会它会
频繁漫步夜空频繁漫步夜空，，与夜空中的与夜空中的
星星争抢星星争抢““CC位位””。。届时届时，，
如果天气晴好如果天气晴好，，我国北方地我国北方地
区公众可用肉眼欣赏到这难区公众可用肉眼欣赏到这难
得的天上得的天上““马拉松马拉松””。。

ISSISS是目前在轨运行最是目前在轨运行最
大的空间平台大的空间平台，，是一个拥有是一个拥有
现代化科研设备现代化科研设备，，可开展大可开展大
规模规模、、多学科基础和应用科多学科基础和应用科
学研究的空间实验室学研究的空间实验室。。ISSISS
的规模接近一个标准足球的规模接近一个标准足球
场场，，由美国由美国、、俄罗斯俄罗斯、、加拿加拿
大大、、日本等日本等 1616 国联合建国联合建
造造，，历经历经1212年建造完成年建造完成。。

““夏至前后的夜间夏至前后的夜间，，对对
于北半球中纬度地区来说于北半球中纬度地区来说，，
太阳在地太阳在地平线下不太低的平线下不太低的
位置位置，，可照射到可照射到ISSISS的太阳的太阳
能帆板上能帆板上，，形成反射形成反射，，使使
之看起来像是一颗移动的之看起来像是一颗移动的

‘‘亮星亮星’’。。理想条件理想条件下下，，公公

众有可能众有可能在一整晚目击到在一整晚目击到55
次以上的次以上的 ISSISS 飞过中国上飞过中国上
空空。。””中国天文学会会员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天
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史志成说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史志成说。。

天文科普专家表示天文科普专家表示，，
ISSISS过境我国的情况几乎每过境我国的情况几乎每
月都有月都有，，但受天气状况但受天气状况、、空空
间站过境轨道间站过境轨道、、地理位置地理位置、、
城市光污染等因素影响城市光污染等因素影响，，大大
多数时候观测条件都很一多数时候观测条件都很一
般般，，而在夏至前后综合观测而在夏至前后综合观测
条件都比较好的时段在全年条件都比较好的时段在全年
非常少见非常少见，，有兴趣的公众可有兴趣的公众可
尝试一睹尝试一睹ISSISS风采风采。。

虽然虽然ISSISS项目中国并没项目中国并没
有参与有参与，，但是中国空间站任但是中国空间站任
务首发飞行器务首发飞行器———天和核心—天和核心
舱已于今年舱已于今年44月月2929日成功日成功
发射发射。。中国空间站以天和核中国空间站以天和核
心舱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
验舱三舱为基本构型验舱三舱为基本构型，，三舱三舱
飞行器依次发射成功后飞行器依次发射成功后，，将将
在轨通过交会对接和转位在轨通过交会对接和转位，，
形成形成““TT””构型组合体构型组合体，，长长
期在轨运行期在轨运行。。 据新华社据新华社

夏至前后
国际空间站迎观测良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