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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砌蝉花粘碧草，风檐萤火
出苍苔。”当耳边的蝉鸣蛙声愈发
明显，拂过脸庞的微风也夹杂着燥
热的温度，说明此时已进入了炎热
的仲夏。6月21日，二十四节气之
一的夏至如期而至，宣告着将迎来
酷暑。

据《恪遵宪度抄本》中记载：
“日北至，日长之至，日影短至，故
曰夏至。至者，极也。”夏至之名由
此而来。而早在公元前七世纪时，
先人采用土圭测日影，就确定了夏
至。在古代，夏至又称“夏节”“夏
至节”，人们对于夏至的重视，不逊
于一些传统的节日。

古时，人们将夏至分为三候：
“一候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
夏生”。意思是指，夏至日阳气盛
极到顶，故阳性的鹿角开始脱落；
夏至过后阴气生，雄性的夏蝉感知
了便鼓翼而鸣；喜阴的药草
半夏，夏天过半后才生长，故
名半夏。由此可见，在炎热
的仲夏，一些喜阴的生物开
始出现，而阳性的生物却开
始衰退。

蝉，在不少人眼中是夏日
的代表。当耳边捕捉到第一
声蝉鸣时，意味着炎热的夏日
已然到来。当我们的目光回
望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古人
早已赋予了蝉独特的意象，以
蝉寄托灵魂飞天的心愿，
同时认为蝉餐风饮露为
生，将其视为高洁的象征。

可在成都华希昆虫博
物馆馆长、知名昆虫学家
赵力的述说中，蝉鸣不仅
仅只出现在夏日。早在今
年的孟春三月，他就在成
都的龙泉山中听到了第一
声蝉鸣。

“蝉蜕于浊秽，以浮

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

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在司马迁所著的《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中，赞颂

屈原有着如同蝉一般高

洁的品性，就像蝉脱壳一

般摆脱污秽的环境，超脱

世俗之外。

其实，与当下人们在

夏日觉得烦躁的蝉声而

言，历史中的文人墨客，

多将蝉视为高洁的化身。

《荀子》云：“饮而不食者，蝉

也”，当古人看到蝉在树上

吸取树汁，认为蝉“饮食清

洁”，进而引申出高洁的道德情操，可谓出淤泥而不染。

倘若要说起更久远的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华夏

先民们就注意到了蝉这一生物。在红山文化、良渚文

化、石家河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玉蝉，也就是蝉型玉制

品。商周的青铜器上大量装饰蝉纹，西周虢国墓地更出

土了精致玲珑的玉蝉，充分体现了虢国贵族对玉蝉的喜

爱和对蝉寄予的美好愿望。到了汉代，人们皆以蝉的羽

化比喻人能重生，于是将玉蝉放于死者口中称作含蝉，

寓指精神不死，再生复活。

随着历史的脚步滚滚向前，蝉因不食五谷、不食

秽物，餐风露宿、栖身高洁的品质，向来被文人志士所

称道，更有不少迁客骚人借蝉咏怀，历代咏蝉的佳作

也颇多。唐代诗人虞世南的一首《蝉》写道：“居高声

自远，非是藉秋风”。其中赞颂了蝉的清高风雅和不

同凡响的品德，更暗喻自己品格高洁。

骆宾王的《在狱咏蝉》诗，是其身陷囹圄之作，其

中的“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将自我高洁表露无

遗。此外，还有李商隐所作的《蝉》，这三首诗一起被

称为“咏蝉三绝”。相较之下，李商隐的诗作更融入了

本人的人生境遇，通过写蝉来写自己，也寄托了自身

高洁的品格。

此起彼伏的蝉鸣虽让人更感夏日烦闷，可关于夏天

的记忆，总是炙热而鲜活的。是毕业季时与老师同窗告

别的眼泪不舍，也是人生奔向下一阶段的未知期待。在

耀眼的骄阳、冰爽的西瓜，还有绚烂的夏花中，享受夏日

美好的奇遇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6月 21日迎来夏至节

气。作为“二分二至”节气

之一，夏至在天文学和日常

生活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按照《恪遵宪度抄本》

上的说法：“日北至，日长之

至，日影短至，故曰夏至。”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

部主任张旸介绍，在天文学

上，夏至是指太阳运行到距

赤道最北处、直射北回归线

的时刻。夏至日来临时，

北半球白昼最长，正午的

太阳最高，垂直物体的影

子最短，在北回归线上的

地区会出现“立竿无影”的

有趣现象。

关于夏至，民间有“不

过夏至不热”“夏至三庚便

数伏”的说法。张旸解释，

夏至日这天，虽然白昼最

长，太阳高度角最高，但当

天温度并不是一年中最高

的。因为此时接近地表的

热量仍在积蓄，所以夏至过

后的几十天中，气温往往还

会持续升高。

“夏至时节，我国天气

的关键词是高温、潮湿和多

发雷雨。”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应用气象学院副教授江

晓东说，此时我国除青藏高

原和东北中北部地区外，大

部分地区已经进入了夏

季。华北平原高温日晒，长

江中下游和江淮地区则处

于梅雨盛期，是全年降雨最

多的时段。

夏至前后也是农业生

产的重要时期。江苏省农

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副研

究员张斌斌介绍，夏至时

节，早稻进入产量形成的关

键时期，蔬菜、果树等也逐

步进入采收旺季。古人为

了庆祝丰收、祭祖祀神，往

往在夏至日举行祭祀祖先、

土地神、水神等活动。

在北京、山东等地，有

夏至日吃面的习俗。古人

选定这一天吃面，是希望把

白天吃“短”。在江苏南京，

人们选择在夏至日这天做

豌豆糕，也称“夏至糕”，既

开胃消暑，也寓意节节升

高、平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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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处闻蝉响，须知五月中。”在唐代诗人元稹笔下，

可见蝉鸣的声音是来自夏日的。古时，人们又把蝉称为

蜩，其大而黑，叫声清亮而稠长，又因声音像是“知了

——知了——”，又有“知了”的俗称。

夏日烦闷，当人们在午睡时被聒噪的知了吵醒，于
是将其视为夏日的代表，就连古代的节气物候，都记载
夏至的第二候为“蝉始鸣”。可赵力表示，实际就成都地
区而言，早在春分的时候就有蝉开始鸣叫了。“我记得是
今年3月8日，我在龙泉山听到了今年第一声蝉鸣。但
是也仅仅只听到一只蝉在远山深处鸣叫的声音，并不是
大片的。等温度逐渐升高以后，青城山脚下的一些蝉叫
声才逐渐响亮起来。等到各种蝉都在森林中鸣声此起
彼伏，吵得人聒噪不安之时，要等到七八月份了。实际
上，这是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

其实，不光是蝉鸣。人们对于夏日的听觉印象中，

自然也少不了池塘中的

蛙声一片。赵力解释说，

其实青蛙鸣叫的声音也

远不止夏日，在春日也可

以听到此起彼伏的蛙

声。“古人感受到的物候

变化，可能更多是来自身

边，是他们能够直接观察

到的。但离他们较远的

山林之间的气候变化，感

知可能没有那么敏锐。”

虽说蝉鸣不止夏日，

但在盛夏炎暑中，蝉声总

能给人带来大自然的野

趣。“夏天确实是蝉最热

闹的时候，在山里边叫声
震耳欲聋。”赵力说。

蝉被视为品行高洁的代表咏蝉佳作多

蝉
新
华
社
资
料
图
片

商
晚
期
兽
面
纹
壶
上
有
蝉
纹

汉代玉蝉 故宫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