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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鸣春回 ，万物新

生。惊蛰是二十四节气中

最有动感的节气。一声惊

雷，唤醒了沉睡的万物，也

唤醒了人们对春天的无限

向往。在阳光明媚、生机

勃勃的氛围中，人们不仅

能感受到这个古老节气背

后农耕文明对自然的敬

畏，也能体会到现代社会

对“振奋”精神的传承，希

冀以一种积极向上的面貌

迎接美好的春天。

“惊蛰”原名叫“启蛰”

惊蛰时节，鹰走了，布谷鸟来了。
惊蛰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

气，一般出现在每年的 3 月 5 日或 6
日。从这一节气开始，气温明显回升，
春雷乍动、万物复苏，大地呈现出一片
新意盎然的景象。

根据一些现代学者的考证，先秦
时期就有惊蛰这个节气。只不过当时
不叫惊蛰，而是叫启蛰。我国最早的
农事历书《夏小正》中有这样的记载：

“正月启蛰，言始发蛰也。”古人把昆
虫等动物入冬藏于伏土之中不饮不食
的冬眠现象称为蛰。启蛰就是动物经
过一个冬天的蛰伏，在天气暖和一些
时又开始重新活动了。

那么，启蛰是怎么变成惊蛰的
呢？据文献记载，西汉时期，汉文帝刘
恒驾崩后，太子刘启继位。为避刘启
的名讳，人们就把启蛰中的“启”改成
了意思相近的“惊”。因为古人认为是
天上的春雷惊醒了蛰居的动物，让它
们开始活动。

元代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以五
天为一候，将惊蛰分为三候：“一候桃
始华；二候仓庚（黄鹂）鸣；三候鹰化为
鸠。”描述的是惊蛰时节的三个物候特
征。“桃花始开”“黄莺鸣叫”很好理解，
但“鹰化为鸠”就让人费解了。根据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的解释：“鸠，即
今之布谷。”按照原文的字面意思，到
了惊蛰，鹰就变成了布谷鸟。这显然
是不可能的。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出
现“鹰化为鸠”是由于鸟类的习性不
同，春天鹰会躲藏起来繁育后代，人们
很少能够见到，而这时布谷鸟会大量
出现，也就是鹰走了，布谷鸟来了，在
人们眼中就成了“鹰化为鸠”。还有人
认为，到了春天，鹰会换羽，换上新的
轻便羽毛后，鹰的气势锐减，仿佛变成
了灵动的布谷鸟，即“鹰化为鸠”。不
管是哪一种解释，“鹰化为鸠”都有一
种“旧去新来”的更替之意。

有此一说
“惊蛰茶”鲜过“明前茶”

很多人都知道早春的“明前茶”青嫩鲜香。
殊不知，还有一种“惊蛰茶”更是茗中佳品。

据文献记载，福建建安（今建瓯市）盛产茶
叶，尤其其境内凤凰山北苑的新茶最为出名。
宋代官府就在此设置了专门采制“建茶”的官
焙，作为进献给皇帝的贡茶产地。

宋代赵汝砺在《北苑别录》记载了当时在此
地采茶的情景。凤凰山北苑采茶极为讲究，要
在天蒙蒙亮时进行，绝不可用见日之芽。每天
五更过后，采茶工匠云集在凤凰门，监督采茶的
官员按人头发放腰牌，随后众人才可进山采
茶。到了辰时，就锣鼓齐鸣，采茶工闻声而归。

新茶贵在“鲜”，“北苑贡茶”制好后，被快马
加鞭、日夜兼程地送达京师（开封），故有“头纲
玉芽”之称。对此，欧阳修曾写下“建安三千五
百里，京师三月尝新茶”的诗句。 李艾

惊蛰风俗
民间“花样”驱虫
惊蛰之后，冬眠的虫子苏醒了。家中的虫蚁开始

爬出洞穴，四处活动。室外的虫卵开始孵化，虫害也
增多了。所以中国古代在惊蛰当日有驱虫的习俗。
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在其编著的《千金月令》中
写道：“惊蛰日，取石灰糁门限外，可绝虫蚁。”石灰原
本具有消毒杀虫的功效，古时人们在惊蛰这天，撒在
门槛外和庭院中，希望虫蚁一年内都不敢上门。人们
还会拿着清香、艾草等带有香味的东西，熏家中的墙
壁和犄角旮旯，把虫、鼠等驱走，同时也祛除霉味。

节气养生
风干物燥多吃梨
惊蛰节气，我国部分地区还有吃梨的习俗。民间有句老话是“惊蛰梨，祸远

离。”惊蛰时，人们认为春雷唤醒的很多虫子对庄稼、人类是有危害的，人们吃了
梨，就代表着这些害虫会远离，不再伤害庄稼、不会带来疾病。事实上，从春天养
生的角度，惊蛰时节比较适合吃梨。因为早春天气还是少雨偏干燥，而梨的营养
丰富、汁水较多，适当吃梨对身体有益。

在古代，把梨从秋天保存到次年春天可不容易。那古人是怎么做到的呢？
在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中记载了一种窖藏法。具体做法是先在地里挖掘一个
窖，用稻草或松茅铺底，然后将梨放入窖内，用湿泥封住窖的四壁和顶部。这样，
梨就可以保存到第二年春天仍然新鲜。

今日
惊蛰 “惊”，是个美丽误会

“春雷惊百虫。”古人对春天的第一
声雷非常看重，认为那是对生命的呼
唤，对美好的憧憬。但古人难以解释为
什么冬天听不到雷声，而到惊蛰节气才
能听到，并能看到小动物们出来活动。
于是，他们就认为惊蛰时的春雷是天上

“雷神”督促动物出动的“天令”：他一手
拿着鼓槌，一手击打身边的天鼓，发出
隆隆的雷声。

当然，现代人早就知道了这里面的
科学道理：大地回春、天气变暖才是使
动物结束冬眠的原因，与雷声没有什么
关系。况且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出现春
日初雷的日期并不都在惊蛰前后。所
以说“春雷惊百虫”是个美丽的误会。
但因为觉得颇为生动、传神，人们现在
依然认可“惊”蛰这种说法。

不过，第一声春雷在惊蛰前后才能
听到也不是巧合。根据现代科学的解
释，雷的产生与空气中水汽多少与对流
强弱有关。冬天空气比较干燥，空气对
流不活跃，所以冬天一般很少听到雷
声。惊蛰以后，天气渐暖，冰川解冻，随
着空气中水汽的增加，又有较强的对
流，因摩擦而带有大量的电，就形成了
雷电现象。

中国古人有根据不同时令悬挂不
同画作的习惯，以体现节气交替、时间
变迁。目前我国现存最早的“起蛰图”
是北宋画家燕肃所绘的《春雷起蛰
图》。画作生动地描绘了惊蛰时节风雨
欲来，枝条在风中摇摆，江中波涛滚滚，
天空中乌云密布的景象。

燕肃的《春雷起蛰图》对后世的“起
蛰图”影响很大。承袭他的理念，明清
时期出现了不少“起蛰图”作品。比如
明代画家仇英的《春龙起蛰图》、尤求的

《风云起蛰图》，清代宫廷画家袁江的
《春雷起蛰图》、杨柳谷的《春雷起蛰图》
等，都是流传至今的名品佳作。

春雷也是文人墨客作诗的好题材，
种种物候现象都成为他们笔下的佳
句。“雷动风行惊蛰户，天开地辟转鸿
钧。”一声春日惊雷让宋代诗人陆游感
受到大地的春意萌动。

皇帝亲耕“一亩三分地”

惊蛰，也是农耕开始的时节。先秦时期
《春秋》中有“启蛰而郊，郊而后耕”的记载，是
说天子要在惊蛰节气这天到郊外祭先农，而后
举行耕耤（音jí，意为天子耕种的土地）礼，祈
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并率先垂范、
以示劝农。所谓“先农”，就是古代传说中最先
教农民耕种的人。

根据现代学者考证，天子祭祀先农和亲耕
的传统早在周代之前就有，一直延续了几千
年，只不过不是每年都举行，也不是固定在惊
蛰节气举行。立春、春分等节气，史书中都有
过皇帝举行耕耤礼的记载。

明清时期，这种“皇帝亲耕”的仪式成为国
家重要的祭祀典礼。每年初春，皇帝都要率领
文武百官到先农坛祭祀先农神并亲耕。公元
1672年，康熙皇帝到先农坛祀神耤田，完成了
他的第一次抚犁耕田，此后这就成了他的惯
例。清代留下一幅《雍正帝祭先农坛图》，描绘
了雍正皇帝祭祀先农神活动的情景。这幅图
分上、下两卷。上卷描绘的是雍正皇帝的拜神
仪式。几十名侍卫簇拥着身着祭服的雍正皇
帝，在官员引导下，沿着甬道走向祭祀先神台，
举行一系列仪式。下卷描绘的是身着黄袍的
雍正皇帝在“一亩三分地”右手扶持农具，左手
执鞭的耕种情景。这里的“一亩三分地”是当
时皇帝亲耕的真实面积，后来，人们常说的“一
亩三分地”就是从这儿来的。

伴随着皇帝亲耕，内宫的皇后则是从惊蛰
开始“蚕于北郊”。作为一种程序性的象征仪
式，皇后一般并不参与具体的劳动过程，惟一
例外的是隆裕皇后。她因不受光绪皇帝宠爱，
很长一段时间就住在先蚕坛里，除了参加仪
式，还亲自养蚕。

皇帝亲耕、皇后亲蚕展现了我国古代农耕
文明“男耕女织”的特点。在民间也很重视惊
蛰农耕，有“过了惊蛰节，春耕不停歇”的古谚
流传至今。不过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同在惊蛰
时节，不同地区的农耕内容区别很大。在华南
地区，农民开始抓紧播种早稻，为萌动的茶树
施“催芽肥”；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冬小麦即将
拔节孕穗，油菜花也将开放，此时农民都在忙
着锄草、追肥、预防病虫害；华北地区的冬小麦
刚刚返青，及时耙地是减少水分蒸发的重要措
施，当地人总结出了“惊蛰不耙地，好比蒸馍走
了气”的宝贵经验……不管在哪儿，田间地头
处处是忙碌的景象。人们用勤劳的双手播种
春天，不仅让田野重新焕发生机，也为秋天的
丰收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清代杨柳谷所绘《春雷起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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