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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个节
气——雨水到来。趁着春天万物生长，人
们在这一日沿袭“拉保保”、回娘屋等习
俗。“拉保保”，是四川地区古已有之的民
俗文化，意为父母给孩子找干爹干妈。

“为什么要选择雨水节气这一日来
‘拉保保’呢？是取‘雨露滋润易生长’之
意。”民俗专家刘孝昌说，旧时成都时兴
在雨水这一日拜干爹拉保保，地点大多
在江安河上的金花桥桥头。“那一日，桥

上人头攒动，里里外外、桥上桥下全是拉
保保的人。周边一二十里，甚至成都双
流的人也跑来看热闹，跟赶会一样。”在
他的讲述中，似乎能窥到当时拉保保的
热闹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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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保保”为娃娃认干爹干妈

古时人们喜欢为儿女求神问卦，尤其
怕孩子夭折，一定要为孩子拜个干爹，以
求长命百岁。此举流传至今，成为一方的
习俗，得名“拉保保”，即父母给孩子认干
爹干妈的意思。当下，四川广汉仍保留着
这一习俗，更有全民参与的节日“保保
节”。但值得一提的是，广汉的“保保节”
时间在正月十六，该节日起源于民间在正
月十六的游百病与拉保保习俗，成为了当
地极具影响力的传统节日民俗。

虽时间上有细微差别，但是“拉保
保”的习俗内核却一般无二。刘孝昌说，
旧时成都人的“拉保保”活动，地点一般
在江安河的金花桥头。为何会选择此
地？那是因为以前因桥设市，有桥才有
市，千百年来成为繁盛的象征。且据说
拜干爹“拉保保”的仪式，要在桥头上举
行，这样多半才会有好的结果。

“以前在雨水节气这天，无论晴天还 是下雨，准备拉干爹的父母事先要把酒
肉、香烛备办好，用竹篮提着或者背篼背
着，一大早从四面八方赶到金花桥的桥
头上。”刘孝昌回忆，大约上午十点左右，
桥上已站满了一群群穿着新衣、新鞋，戴
新帽的娃娃们，娃娃的父母与来帮忙的
叔叔伯伯及舅舅们一起，四处举目张望，
等适合当干爹作保保的上桥来。

那么，哪种人会成为被“拉保保”的
对象呢？这主要也看娃娃们的父母。
刘孝昌说，倘若父母想要娃娃聪明伶
俐、勤奋读书，那就要找一个聪慧的读
书人，给娃娃作为干爹；有的家长认为

自家孩子年幼身体虚弱，就想去拉一个
身体强壮又高又大的男子。“拜干爹拉

‘保保’，不外乎是在心里有一种寄托。”
常言道：“拜干爹拉保保，就是靠个

‘拉’字”。雨水当日桥头游人如织，家
长们要是看准了满意合适的小伙子或
中年人，下手可得讲究个“稳准快”。“看
准了后，家长们一哄而上把这个人团团
围住，在这个关键时刻绝不能松手，若
一丢手立刻就会被别人抢去。谁能把
自己娃娃手中的新帽子，第一个戴在这
个人的头上，才算成事。”刘孝昌描述当
年的情景：只见在一家老小的帮忙下，

被戴上新帽的“保保”脸都红透了，站在
一旁看热闹的游人个个拍手称快，腰都
笑弯了。

“旧时每到这一日，人们都汇聚在
桥头，就跟赶会一样。卖小吃的、卖麻
糖的、卖凉粉素面的，都云集在桥的两
岸，热闹惨了。”说起这样的景象，刘孝
昌也笑弯了眼睛。

回门接寿 祈求长辈身体安康

在雨水这一日，还时兴接寿、回娘
屋的习俗。刘孝昌表示，旧时成都人会
在这一日给父母、岳父母回门拜节，祈
求长辈们长命百岁、身体安康。

“回家时，女儿总是早早地准备好
一罐‘罐罐肉’，里面是炖好的老母鸡、
猪蹄子、猪肘子，用来孝敬自己的父
母。准备的礼物中，还有一根一丈二尺
长的红带带，这称为‘接寿’。同时，女
婿还不忘抓一大把什邡生产的叶子烟，
用红纸包好送给老丈人。”刘孝昌说，若
是新女婿上门拜节，丈母娘还要送一把
黑布的勾勾伞给女婿，这一举动意为给
未来的外孙遮风挡雨。“据说，丈母娘送
的这把伞，还可以随时把女婿勾住，不
会乱跑。”

雨水的来临，证明春和景明的春天
已经近在眼前了。春意渐浓之时，万物
生生不息，无论是“拉保保”还是接寿，
都暗含着人们在充满希望的春天，渴望
家人们身体健康、孩子茁壮成长的心
愿。 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一夜春雨过，千畦尽成绿。”北京
时间2月19日0时43分，迎来“雨水”节
气。雨水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个节
气。这一时期气温回升，冰雪融化，降
水增多。关于雨水的农谚“雨水沿河
边”是什么意思？雨水对于农事的重要
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封面新闻记者采
访到沈阳农业大学农学院大气科学系
讲师王立为，为您解读“雨水”节气。

“雨水”节气南北不同

王立为介绍，雨水节气一般从公历
2月18日或19日开始，到3月4日或5
日结束。时至雨水节气，气温回升较
快，来自海洋的暖湿空气开始活跃，并
渐渐向北挺进与冷空气相遇，形成降
雨。雨水时节，天气变化不定，忽冷忽
热，乍暖还寒。

从气象学角度来说，“雨水”过后中
国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一般能够升到
0℃以上，虽然进入春季的雨水节气，但
是我国北方一些地区仍在下雪，尚没有
走出冬天的范畴。

黄河中下游及其附近地区全年雪最
大的节气，既不是“小雪大雪”，更不是“小
寒大寒”（因为那时气温更低、大气中水汽
更少），而是在2月下旬的“雨水”节气。

不过，南方的西南、江南的大多数地

方此时都是一派早春的景象，日光温暖，
田野青青。华南地区春意盎然，百花盛
开，云南南部地区已是春色满园了。

打春阳气转，雨水沿河边

“打春阳气转，雨水沿河边。”农谚
中的“雨水沿河边”到底指的啥？得从
黄河流域说起。

王立为介绍，黄河流域地区到了雨
水这个季节，就开始逐渐降雨了。我国
劳动人民充分利用了这个天时，在那一
地区广泛种植冬小麦。

冬小麦其实是在前一年的秋末就播
种了的，在下雪前，大概已经长出一寸多
高。整个冬季，麦苗都在雪的呵护下度

过寒冷的冬天，但由于天寒而且缺水，麦
苗是不长的。到第二年的雨水季节，要
借助充沛的雨水，还有融化的雪水，小麦
才能开始返青，也就是长出新苗。

所以劳动人民也期盼着在雨水这
个节气能有充足的水来灌溉，雨水和融
水充满了河流和小溪，这就预示今年小
麦将获得丰收。

王立为介绍，我国汉代的《淮南子》
中，第一次出现了二十四节气名称。元代
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详细介绍了二十
四节气。其中涉及雨水节气的部分写道：

“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属木，然生木者
必水也，故立春后继之雨水。且东风既解
冻，则散而为雨矣。”意思是说，雨水节气

前后，万物开始萌动，春天就要到了。

“雨水”至农事忙

对农业来说，雨水正是小春管理、
大春备耕的关键时期。

雨水节气过后，气温开始回升，小
麦自南向北开始返青，土壤中的水汽不
断上升，凝聚在土壤表层，夜冻日融，开
始返浆。雨水前后，油菜、冬麦普遍返
青生长，对水分的要求较高，这时适宜
的降水对作物的生长特别重要。

而华北、西北以及黄淮地区这时降
水量一般较少，若早春少雨，雨水前后
及时灌溉，才能保证农作物的生长。我
国南方大部分地区这段时间平均气温
多在10℃以上，桃李含苞，樱桃花开，基
本进入了春天。除了个别年份外，霜期
至此也告终止。嫁接果木，植树造林，
正是时候。

四川地区此时气温在10℃左右，只
有覆膜作物开始进行春播的准备，大部
分春播作物还要等到3月中下旬才能开
始播种。 封面新闻记者周琴

“雨水沿河边”蕴含什么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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