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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 雨 及
芒 种 ，四

野皆插秧。家家麦
饭 美 ，处 处 菱 歌
长。”

应时的雨水在
芒 种 时 节 纷 纷 而
至，田间地头处处
可见忙着在插秧的
农家……南宋诗人
陆游笔下的芒种节
气，带着雨后仲夏
的清爽，又有歌声
的悠然。6月6日，
伴随着日渐炎热的
微风，夏天的第三
个 节 气 芒 种如期
而至，宣告仲夏的
到来。

“五月节，谓有
芒 之 种 谷 可 稼 种
矣。”据古籍《月令
七十二侯集解》写
道，芒种是“有芒的
稻谷类作物可以播
种”的意思。其中，

“芒”指一些有芒的
作物，如稻、黍、稷
等；“种”，一为种子
的“种”，一为播种
的“种”。而在民
间，有着更为通俗
的解释，那就是“忙
种”。芒种一到，一
年中插秧的忙碌时
节也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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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伯劳毁誉参半

“劳燕分飞”窥见鵙影踪

12

虽说伯劳鸟在历史中褒贬不一，

但在这种鸟儿身上也寄托着古人的

情思。成语“劳燕分飞”，用伯劳、燕

子各飞东西，来比喻夫妻、情侣别离，

其出自《乐府诗集·东飞伯劳歌》，原

句是“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

相见”。于是，在古人的诗句中，伯劳

鸟便被赋予了孤单、向往、追求爱情

等意象。到了宋以后，伯劳鸟在花鸟

画中频频亮相，在宋徽宗的传世名作

《梅竹聚禽图》中，就出现了伯劳鸟的

身影。

芒种时节，伯劳鸟啼叫不停，在

田间农活繁忙之时，民间也不乏风雅

的民俗活动。旧时民间多在芒种日

举行祭祀花神仪式，饯送花神归位，

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

年再次相会。在南朝梁代崔灵思所

撰写的古籍《三礼义宗》中，就曾记载

道：“五月芒种为节者，言时可以种有

芒之谷，故以芒种为名，芒种节举行

祭饯花神之会。”

芒种已至，仲夏已来。在忙碌之

后的闲暇时光，不妨尽情享受仲夏独

有的景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夏日象征着热情如火和生命力，

大自然又在上演着怎样的景象呢？

古时，人们将芒种分为三候，“一候螳

螂生，二候鵙[jú]始鸣，三候反舌无

声”。意思是在芒种节气，因气温变

化螳螂出生；喜阴的伯劳鸟开始在枝

头出现，并且感阴而鸣；而反舌鸟，却

因感应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

鸣叫。

在芒种三候中，人们会看到一个

较为陌生的动物，那就是——鵙。其

实在“劳燕分飞”这个耳熟能详的成

语中，人们得以窥见其影踪，更能在

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看到它

存在的古老痕迹。

在不少古人书写的诗句中都能

看到鵙的身影，它就是今人所说的伯

劳鸟。《汉书·艺文志》中载：“鵙，伯劳

也。”在《诗经》中也有专门的诗句，即

“芃芃黎苗，阴雨膏之，悠悠南行，召

伯劳之”。可见，这种鸟儿在数千年

之前，已经被古人所捕捉到了。“日暮

伯劳飞，风吹乌臼树。”诗人笔下的伯

劳鸟，在渐暗的暮色中飞过，衬托出

女子的孤单寂寞。

芒种时节，根据古人所记载的物

候，伯劳鸟在这时鸣叫。《逸周书·时

训》中说：“芒种之日，螳螂生，又五

日，鵙始鸣。”《诗经·豳风》中写道：

“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

朱孔阳，为公子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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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劳鸟的叫声响亮刺耳，也容易被

人察觉。所以，自古以来伯劳毁誉参

半，有“恶鸟”“害鸟”之名。朱子《孟》注

曰：“博劳，恶声之鸟，盖枭类也。”曹植

写过一篇《令禽恶鸟论》，其中写道：“伯

劳乎……俗恶伯劳之鸣，言所鸣之家必

有尸也。”意为世人憎恶伯劳的鸣声，认

为伯劳所鸣叫的人家必有祸事发生，可

曹植认为这是牵强附会的说法。

同时，伯劳也是《左传》中记载的

“司至者”，在历史中担任过重要的角

色。《左传·昭十七年》中记载：“凤鸟

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

氏（伯劳），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

也；丹鸟氏，司闭者也。”远古时期少

昊氏以鸟名官，伯劳正是其中之一。

伯劳鸟寄托着古人的情思

蛙叫虫鸣声中，芒种款款而

至。北京时间6月6日6时18分

迎来芒种节气。此时节，草木葱

茏，池塘莲开，北方麦黄，江南梅

熟，时光流转之际，已然到了“夏

条绿已密，朱萼缀明鲜”的仲夏。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中国民俗学会理事袁瑾介绍，芒

种到来意味着“三夏”大忙季节

拉开了帷幕。一时间，夏熟的要

收、秋收的要播、春种的要管，忙

得不可开交。“麦收如战场”，这

个“忙”，带着一种与时间争分夺

秒的紧迫感，正所谓“春争日，夏

争时”。南宋诗人陆游在《时雨》

中生动地描绘了这种繁忙景象：

“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

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

芒种时节，也意味着江南地

区即将进入一段闷热难耐的连续

阴雨期。此时正值梅子黄熟之

际，于是绵延的雨季便被称为“梅

雨季”，民间更为形象地称其为

“黄梅天”。南宋诗人赵师秀在

《约客》中写道：“黄梅时节家家

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

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梅雨淅淅沥沥、时大时小，总

带着几分缠绵悱恻，恰如雨巷中丁

香一般带有绵绵愁怨，无怪乎北宋

词人贺铸会发出“一川烟草，满城

风絮。梅子黄时雨”这般感慨。

袁瑾表示，芒种时节，南方

地区还有“青梅煮酒”之俗。此

俗是将青梅置于黄酒中，文火微

温，或是温酒后再投入青梅，新

鲜的果味伴着美酒的醇香在口

中弥漫开来，回味无穷。

风吹麦浪，岁月生香。已故

知名作家林清玄在《季节十二

帖》中将光明与生命的礼赞赠予

了芒种这一节气，曾写道：“稻子

的背负是芒种，麦穗的承担是芒

种，高粱的波浪是芒种，天人菊

在野风中盛放是芒种……有时

候感觉到那一丝丝落下的阳光，

也是芒种。六月的明亮里，我们

能感受到四处流动的光芒。”

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节气，

芒种一头关联着夏熟麦子的收

获，一头关系着秋收稻谷的播

种。一收一种之间，时序轮转，时

节更迭。漫漫人生路，愿所有人

不负努力，不负时光，皆能“芒”有

所获，“种”有所得。 据新华社

水稻无人机飞播。新华社资料图

芒种时节，农民忙着为水稻育秧。新华社发

芒种时节青梅煮酒。
新华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