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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廿四气诗·芒种五月节

唐·元稹
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生。
彤云高下影，鴳鸟往来声。
渌沼莲花放，炎风暑雨情。
相逢问蚕麦，幸得称人情。

观刈麦

唐·白居易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
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
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
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
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
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
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时 雨

宋·陆 游
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
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
老我成惰农，永日付竹床。
衰发短不栉，爱此一雨凉。
庭木集奇声，架藤发幽香。
莺衣湿不去，劝我持一觞。
即今幸无事，际海皆农桑。
野老固不穷，击壤歌虞唐。

田家四事·种

宋·方一夔
我生古扬州，田下异梁雍。
山田种荒菜，水田种浮葑。
地力肥瘦兼，农器有无共。
及时撒新谷，抟黍递幽哢。
生意日夜长，移秧趁芒种。
未嫌豚酒祝，自乐鸡黍供。
落日竹枝歌，犹是豳原颂。

石桥

明·汤 珍
时雨如膏沐，能添竹树鲜。
石桥分野望，云日澹川烟。
僧笠归花外，渔舟系柳边。
村村逐芒种，播谷满菑田。

青县道中即事

清·王 昶
不见翻风麦浪齐，但看烟柳接长堤。
牛眠野岸初肥草，燕掠寒潮乍退泥。
单棹卖浆依戍堠，连筒汲井灌蔬畦。
悬知节气将芒种，再望甘霖助一犁。

新华社天津6月3日电 北京时
间6月 5日 17时 57分将迎来芒种节
气，意味着孟夏将尽，仲夏登场。农
谚说：“芒种芒种，连收带种”，此
时节，我国北方地区喜逢收麦，“一
川麦浪镰初试，争得夏粮粒粒归”；
南方地区则忙于插秧，“手把青秧插
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民以食为
天，喜乐在其中。

芒种，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
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民俗
学者、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来
华介绍，夏季的节气大多与农事有
关，如小满意味着麦子开始成熟，
而芒种则提醒人们，夏收、夏种、

夏管的“三夏”大忙季节到了。
芒种前后，气温显著升高。“芒种

时小麦已经成熟，人们要争分夺秒地
收割麦子。农谚说：‘芒种忙，麦子
黄，好似龙口去夺粮’。‘龙口’指
的是降雨，收割麦子时最怕下雨，因
为下雨会直接影响麦田的产量。所
以，有农谚调侃地说：‘种在地里都
是草，收回囤里才是粮’。”王来华
说。

“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在
南方，芒种是插秧的忙碌时刻，人们
不辞辛劳地在水田中劳作，一块块稻
田换上了新绿。“新秧初出水，渺渺翠
毯齐”，秧苗从水中探出头，远远望

去，宛如翠绿毯子铺在宽阔的水田
上，绘就一幅幅赏心悦目的天然画作。

旧时，割麦和插秧都非常辛苦，
忙的时候常常会人手不够。唐代诗人
白居易的 《观刈麦》 就描绘了一幅

“男女老少齐上阵”的画面：“妇姑荷
箪食，童稚携壶浆”；南宋诗人杨万里
所作《插秧歌》则刻画了一个“全家
总动员”的场景：“田夫抛秧田妇接，
小儿拔秧大儿插”。

芒种，既是收获成果又是播种希
望的时节。愿所有的人，尤其是即将
在这个时候参加高考的莘莘学子，都
能辛苦耕耘，快乐收获，让梦想成
真。

今日17时57分芒种

孟夏将尽 仲夏登场

芒种，一个交织着丰收喜悦与溽
暑蒸腾的名字。麦浪翻涌的金黄尚在
眼前，空气中已然弥漫着黏稠的热
意。蝉鸣聒噪，催促着人们为身心寻
一方清凉。此刻的舌尖，该如何回
应？一苦、二凉、三宜酸便是古人智
慧凝成的消暑箴言。

夏天吃点“苦”，舌尖澄澈

夏季雨多天气热，空气潮湿，许
多人会出现无力和困乏的症状。苦味
食材有清热解暑功效，能增强食欲，
令夏季不再“苦苦逼人”。苦瓜就是一
个典型的代表。初尝它时，总让人忍
不住微蹙眉头，但其清火解暑、益气生
津的妙处却叫人难以割舍。

苦菊是山野间拂面的凉风。不用
繁复装点，凉拌便是它最本真的模
样。择净、沥水，青翠欲滴的叶片舒
展。调一碟灵魂酱汁：香醋的酸爽、
生抽的咸鲜、香油的馥郁、白糖的甘
甜，再佐以蒜末的辛烈，最后用盐粒

“点睛”。餐前小啖，沉睡的食欲便被
这山野清气温柔唤醒。

可供食用的苦味食物还有很多，
比如莲子、芥蓝、荞麦、生菜。莲子
和百合做成甜品，芥蓝加肉炒粉是碳
水爱好者的天菜，生菜只需烫熟淋上
蚝油生抽调料就足够美味。

清补，温凉相济的馈赠

“清补”并不意味着单吃素菜、水

果，也不是追求饮食的绝对清与素。
事实上，“清补”重在强调补和养，
于温润中寻得平衡，在滋养间悄然消
暑。

俗话说，“防苦夏，多吃鸭”。鸭
性平凉，不温不燥，如一方温润的水
泽，滋养而不助火。除了鸭之外，冬
瓜是夏日消暑的“老演员”。它内含大
量水分，堪称高钾低钠型蔬菜的代
表，具有降噪止渴、利尿排湿的功
效。冬瓜的热量很低，每100克冬瓜
中仅含10卡左右的热量，所以深受减
肥人士喜爱。

海带虾皮冬瓜汤将冬瓜的功效发
挥到极致。先将海带泡发切片，冷水
入锅，加半勺料酒焯水1分钟，去除
海腥味。热锅加入冷油，放入虾皮，
小火煸香至微黄，加姜片、葱白炒出
香气。倒入冬瓜块翻炒至边缘透明，

加海带、800毫升开水，大火煮沸转
中火炖十来分钟。加三分之一茶匙
盐，撒葱花，淋半勺芝麻油增香即可
出锅。一碗下肚，仿佛体内郁积的火
气被浇熄。

芒种啜酸，津生暑散

酸，是夏日味蕾最灵动的音符。
它能敛汗生津，唤醒被暑气麻痹的知
觉。乌梅、山楂、柠檬、葡萄……皆
是这酸甜诗篇的词句。

江南芒种，“青梅煮酒”是流淌千
年的风雅。一颗颗青碧梅子饱含初夏
的酸涩。居家自制青梅酒，只需青
梅、冰糖和白酒。先将青梅去蒂洗
净，用盐水浸泡2小时后晾干，再用
牙签扎孔加速发酵。接着，按“一层
梅一层糖”装入消毒玻璃罐，倒入白
酒密封，阴凉处静置3个月可饮。酿
好的青梅酒加入冰块，一口下肚，清
冽酸甜。喝一口青梅酒，暑气烟消云
散。

若论即时消暑，酸梅汤是夏日不
可或缺的琼浆。乌梅、山楂、陈皮、
甘草、洛神花……各味药材在清水中
舒展、浸润。连水入锅，慢火熬煮。
入口，乌梅的酸爽主调鲜明，山楂的
果韵悠长回甘，甘草的甘甜悄然调
和，陈皮的辛香在尾韵悠悠回荡。一
杯未尽，津液已生，暑气顿消，只余
舌尖上那欲罢不能、一口接一口的清
凉韵律。

据《广州日报》

芒种，不“盲”吃！

芒种不仅是农事活动的重要节
点，也是各地民间习俗的集中展示。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不同的地域孕
育了各具特色的芒种习俗。

送花神
在江南地区，芒种时节有送花神

的习俗。人们认为，芒种后百花开始
凋零，因此要在这一天举行仪式，感
谢花神的庇护，并期盼来年花事繁
盛。

安苗
在安徽等地，芒种时节有安苗的

习俗。家家户户会用新麦面制作供
品，祈求五谷丰登、村民平安。这一
习俗体现了农人对土地的深厚感情和
对丰收的渴望。

煮梅
芒种时节正是梅子成熟的季

节。在南方地区，人们有煮梅的习
俗。将梅子煮熟后食用，不仅口感
更佳，还有助于消除暑热、增进食
欲。

打泥巴仗
在贵州东南部的一些苗族村寨，

芒种时节会举行打泥巴仗的活动。青
年男女们互相投掷泥巴，以此表达爱
意和祝福。这一习俗不仅增添了节日
的欢乐气氛，也促进了青年男女之间
的交流与了解。

晒虾皮
芒种时候的毛虾正好在产卵期，

不仅肉多，肉质也好。芒种时节，沿
海的渔民都忙着晒毛虾。制成的虾皮
被称为“芒种皮”，虾体粗大、发红、
味美，虾皮背至尾带红膏，是芒种时
期的特色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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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芒种习俗

在二十四节气的轮回中，芒种如
同一幅生动的田园画卷，缓缓展开
在夏日的阳光下。它不仅是农人忙
碌的序曲，更是中华文化深厚底蕴
的缩影。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你
是否真正了解芒种的由来和习俗？
让我们一起探寻那些古老的农耕智
慧。

芒种，也可称为忙种，所谓
“麦黄农忙，绣女出房”。这个时
节，人不闲，地也不闲。在很多地
方，是麦穗收尽，稻秧登场。旱地
耕过，灌作水田。无暇庆贺麦收，

又要开始插秧了。
芒种，字面意思便是“有芒的麦

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这是二十
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夏季的第三
个节气，标志着盛夏时节正式开始。
每年公历6月5日或6日左右，太阳到
达黄经75度时，便是芒种。

关于芒种节气，在古籍 《月令
七十二候集解》 中记载：“五月节，
谓有芒之种谷可嫁种矣。”在芒种时
节，北方地区的越冬小麦已经陆续
成熟，进入了收获的高峰，是紧张
的收获季节；在南方地区则忙着插

秧播种。可以说，芒种是一个直接
与农业活动息息相关的独特节气 ，
标志着一年中最忙的夏收、夏种、
夏管的“三夏”季节到来。

中国古代将芒种分为三候：“一
候螳螂生；二候鵙始鸣；三候反舌无
声。”一候时，去年深秋螳螂产的
卵，感受到阴气初生而破壳生出小螳
螂；二候时，喜阴的伯劳鸟开始在枝
头出现并感阴而鸣；三候时，能模仿
其他鸟鸣叫的反舌鸟，因感应到阴气
出现而停止鸣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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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芒种节气你了解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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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里的芒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