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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之

“节到小暑进伏天，天变无常
雨连绵”。自7月16日起，“三伏”大
幕已开启，今年“三伏”共40天，7
月16日至25日为头伏，7月26日至
8月14日为中伏，8月15日至24日
为末伏。据民俗专家介绍，“伏”是

“伏藏”之意，喻阴气受阳气所迫
而暂时隐藏于地下。“三伏”不但
是整个夏季最炎热的阶段，而且
三伏天还“藏”着许多传统文化，
其中既有饮食文化、避暑文化，也
有古人对三伏天诗意地描述与赞
美，可谓包罗万象。

三伏天是按照我国古代的干
支纪日法来确定的，每年夏至后
的第三个庚日为初伏，第四个庚
日为中伏，立秋后第一个庚日为
末伏，合起来统称为三伏。三伏天
的由来历史悠久，春秋时期的秦
国《史记·秦纪六》中云：“秦德公
二年(公元前676年)初伏。”唐人张
守节曰 :“六月三伏之节，起秦德
公为之，故云初伏，伏者，隐伏避
盛暑也。”

三伏天的“伏”可称长夏，是
五行家对季节的另类安排，其中

“伏”为“土”。春、夏、秋、冬四季被
五行家冠以木、火、土、金、水，一
年五季春、夏、长夏、秋、冬，由秋
到冬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自
然循环。但是由夏到秋则不然，火
克金，金不敢出来，就要潜伏一段
时间，“潜伏”就是“伏”的本义。根
据汉代的解释，夏至以后阴气不
得出头只能伏藏地下，这段时间
天气大热，故而称为伏天。

“三伏”自古就颇受重视，人
们除了在伏天时进行祭祀，入伏
当日会选择闭门不出，称之为“伏
歇”。受封于朝廷的王公大臣，过
伏天时还可以领取到“高温补
贴”——— 冰块。早在周朝，人们就
已通过冬季凿冰、存冰，夏季用冰
的方式来降温，存放冰的冷窖被
称为“凌阴”，管理官吏称为“凌
人”，最基层的取冰者称为“徒”。
先秦时期，就有冬季藏冰，第二年
夏季赏赐大臣的做法。古时冰块
主要用于冷藏果品和米酒，盛放
冰的容器则叫“冰鉴”，春秋战国
时期的曾侯乙曾拥有一对铜质冰
鉴，如今分藏于湖北省博物馆和
中国国家博物馆，可以说是最早
的便携式小冰箱了。到了清代，制
度愈发完善，还出现了“冰票”这
一制式产物。盛夏季节，太阳炙烤
着大地，古时候的人们除了扇子，
没有什么消暑设备可以帮助度过
盛夏。富裕的人家，家中会有冰窖
来储存冰块，夏天的时候便可以
拿出来降温解暑。

古代的伏天跟其他节令一
样，也传承着很多食俗，比如头伏
萝卜二伏菜、三伏还能种荞麦；头
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等。此外，古人对三伏贴伏膘格外
重视，比如在汉代，朝廷就有赐肉
之举。在古时候的三伏天，人们通
常会吃面条，这在魏晋南北朝时
就已经开始了。史料中记载：三伏
天要吃“汤饼”，也就是今天的片

面汤。到了唐朝的时候，人们不再
吃“汤饼”，而是吃“凉面”，但是，
需要加入蜜糖一起吃。这个令人
无法理解的吃法，直到宋朝还在
吃。一般情况下，皇上在三伏天赐
给大臣们物品的时候，都会附带
着送给他们一瓶蜜糖。此外，三伏
天有吃三瓜的说法：三瓜即苦瓜、
丝瓜和冬瓜，瓜类大多能清热化
湿，可帮助排出毒素、健脾开胃，
非常适合三伏天降温防暑。

在过去，三伏天如果遇到干
旱年景，会给百姓的生活造成严
重影响。从秦朝开始，盛夏的三伏
天已经引起了统治者的注意。古
时候人们认为：三伏天之所以这
么炎热，是因为有“鬼怪”在捣鬼。
那么，该怎么办呢？古人想出了一
个奇怪招数：人们需要杀一条狗，
将狗肉分给众人，大家一起吃，这
样才能在三伏天中安然度过。这
个习俗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出现
了，但是，这与人们平常的观念却
相违背。人们通常认为：狗肉属于
上火的食物，不能在夏天食用。

当然，在一些地方还有三伏天
吃伏羊的文化习惯。例如在安徽萧
县，“吃伏羊美食节”已有三百多年
的历史，在山东单县，吃伏羊的传
统美食文化与节令相融合后更是
充满文化味道。据悉，单县羊肉汤
的制作工艺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载入《中华名食谱》，享
有“天下第一汤”的美誉。在单县，

“伏天吃伏羊”的历史可追溯到尧
舜时期。传说，某年伏日，单县一带
莫名疫情肆虐，民众恐慌。舜帝招
募神医，拯救百姓，经百日百药，群
防群治，成效不佳。城外一富家却
安然无恙，群众费解。舜帝遣人探
究，获悉其全家喜好酷暑吃羊肉。
众皆效仿，疫情被克。至今，民间流
传着“单县一碗伏羊汤，不用神医
开药方”的说法。

三伏天来临，到古诗词里度
苦夏，觅清凉，也是一份十分惬意
的自得。

唐代诗人皮日休在《游栖霞
寺》一诗中写道：“不见明居士，空
山但寂寥。白莲吟次缺，青霭坐来
销。泉冷无三伏，松枯有六朝。何
时石上月，相对论逍遥。”这首五
律记叙诗人三伏天游览栖霞寺，
因为山高林密，并不感觉天气炎
热，通过对世事沧桑唏嘘慨叹，表
达了其超凡脱俗的心迹。

宋朝诗人陆游写的《感昔》，
同样写出了三伏天的火热意境：

“岳阳三伏正炎蒸，爽气凄风见未
曾。白浪蹴天楼欲动，当时恨不到
黄陵。”陆游一生创作过很多首

《感昔》，《感昔》之于陆游，就像
《无题》之于李商隐。这首七言绝
句《感昔》的大意是：岳阳的三伏
天如蒸笼般酷热无比，没有一丝
丝凉风。八百里洞庭白浪滔天，岳
阳楼都被撼动了，感觉要回归始
祖轩辕黄帝的陵寝了。

明朝诗人苏葵在《苦热》一诗
中写道：“蒲扇无功院宇卑，月行
犹未次南箕。九成宫在君恩远，三
伏天高日影迟。当午水晶供一枕，
辟炎冰茧胜纤絺。困来漫忆千年
事，犹有三军六月驰。”苏葵为明
朝进士、学者，官至福建右布政
使。这首七言律诗描写三伏天赤
日炎炎、酷暑难耐的情景，摇蒲扇
也徒劳无功。有道是：“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人或在官场，居庙堂
之高，伴君如伴虎，如履薄冰；或
处江湖之远，纵使皇恩浩荡，也难
雨露均沾。身在官场，亦如人在三
伏天，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左右不
是，进退两难。

无论古人还是今人，三伏天消
暑，给人的感觉就像一杯热茶，苦
涩中有一缕芳香。三伏天度夏，就
像一首情诗，热情洋溢，如火如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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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恩俊

中国传统节日有的选择日月
重合的日期，这不仅是讲究数字
的重叠美，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对
天地交融日月重合的崇拜。而七
夕的双数重合里，不仅寓意“双七
双吉”或“喜中带吉”的吉祥，七夕
之“七”，还连着一串与数字“七”
相关的名堂和有意味的节俗。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
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
牛织女星。”当我们读到杜牧这优
美的诗句，自然就想起牛郎织女
鹊桥相会的动人传说。“迢迢牵牛
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
札弄机杼……盈盈一水间，脉脉
不得语。”河西“织女”，河东“牛
郎”，隔河泣思相望，全天下的喜
鹊被感动，从四面八方赶来，搭成
一道鹊桥让其相会，这个动人的
时刻，正是七月初七的晚上，所
以，人们把这个节日叫做“七夕”。

“七夕今宵看碧霄，牛郎织女
渡鹊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
丝几万条。”唐朝林杰的诗说出了
七夕民间流行的穿针乞巧风俗。
对月穿针比巧，此俗是七夕节最
早的乞巧方式，始于汉，流行于后
世。《西京杂记》载：“汉彩女常以
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
俱习之”。因此，七夕又称乞巧节
(也叫七巧节)。七巧节女子“对月
穿针”比巧，用的那针也是七个孔
的，是特制的扁形七孔针，要把彩
线飞快地穿过去，是有难度的。所
以，梁简文帝《七夕穿针》诗描写
了此状：“针欹疑月暗，缕散恨风
来。”诗说线没有穿准，怪月色昏
暗，线头散开了，又怪夜风太大，
简单的十个字，将宫女“对月穿
针”的心理描写得细致入微，也能
看出古时人们对七夕“穿七孔针”
习俗的重视。

“今日云輧渡鹊桥，应非脉脉
与迢迢。家人竟喜开妆镜，月下穿
针拜九宵。”唐朝文学家权德舆的

《七夕》，说出了七夕不仅穿针，还
要“拜九霄”，也就是拜织女星“巧
神”。再看明代毛铉的《幼女词》：

“下床着新衣，初学小姑拜。低头
羞见人，双手结裙带。”诗说诗人
当时才6岁的小女儿，就穿上新衣
服开始学着向巧神祭拜了，可见
古人对拜织女习俗是很在意的。
在民间的崇拜里，织女是编织云
彩的纺织女神，是情侣、妇童的保
护神，人们把七夕看作七姐诞，凡
间的妇女会在七夕向“巧神”乞
巧，乞求智慧和巧艺。女孩们在这
个充满浪漫气息的晚上，对着天
空的朗朗明月，摆上时令瓜果，朝
天祭拜，乞求天上的女神能赋予
自己聪慧的心灵和灵巧的双手，
更乞求姻缘巧配。就这样，七夕拜
七姐成为普遍的民间习俗。

“烟霄微月澹长空，银汉秋期
万古同。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并
在此宵中。”白居易的《七夕》，让
我们深刻领悟到七夕的况味。织
女星，自古就在人们的心思里交
织着浓浓的情愫。在福建、浙江等

地区，把七月初七这天称为七星
妈或七娘妈诞，有一首民谣唱得
执著动情：“七月初七七娘生，七
枝清香来拜请，七块碰粉七蕊花，
七座灯科七只金，浥饭甜糜豆干
酒，恭请七娘来吃酒。”那一串

“七”的歌谣，唱出了恭请七娘妈
的急迫心情。

说起七夕与“七”相连的祭拜
习俗，广州一些地方的“迎仙七
拜”更见心诚，从初六至初七，自
三更至五更，一连两晚姑娘们穿
戴应节服饰，焚香点烛，连拜七
次。山东鄄城、曹县、平原等地的

“七姐会”，分别由七个要好的女
伴组成，以包饺子的简单形式吃

“卜巧饭”，其中把一枚铜钱、一根
木针、一个红枣分别包到三个水
饺里，共同进餐，说是吃到铜钱的
有福，吃到木针的手巧，吃到红枣
的早婚。浙江民间有七夕接露水
的习俗，叫“七夕露”。传说七夕的
露水是牛郎织女相会时的眼泪，
抹在眼上和手上，可眼明手快。由
此可见，七夕习俗并不单纯是一
种迷信活动，它反映出妇女对美
好生活的追求，各种习俗活动的
共性都是追求美好生活。

“金斗高跳鬼状狞，世传此像
是魁星。祥光闪烁开先光，助子秋
闱笔砚灵。”宋代名臣李昴英这首

《送魁星与李子先》，说的则是另
一位七夕民间崇拜的星神——— 魁
星。七夕也有魁星诞之称，这个丑
神似乎与美仙女极不协调，但他
的来源也与“七”有关，也来源于
古人对星象的崇拜。魁星是北斗
七星的第一颗星，又称魁首。说起
来也是件挺有趣的事情，七夕之
夜跟织女一道粉墨登场接受人们
祭拜的，不是织女朝思暮想的牵
牛郎，而是一位面目诡异的魁星
神。说他“面目诡异”，也是有传说
的，大概是说他不仅面目奇丑，还
有腿脚残疾，只因才华超众，御试
时被皇帝钦点为头名状元，功成
名就后，去世升天成为人间崇拜
的魁星。看来，人丑心不丑，人残
志不残，才华功德圆满，也会成为
人们心目中的才星。

说起魁星，虽然没有牛郎织
女的传说那么家喻户晓，但在七
夕民间也有颇多人崇拜。据记载，
早在东汉纬书《孝经援神契》中就
有“奎主文章”之说，后世附会为
神，建奎星阁并塑神像以崇祀之，
视为主管文章兴衰之神，科举考
试则奉为主中式之神，并改“奎
星”为“魁星”。这在明末学者顾炎
武《日知录》卷三二“魁”条也有记
载：“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自何
年。以奎为文章之府，故立庙把
之。乃不能像奎，而改奎为魁。又
不能像魁，而取字之形，为鬼举足
而起其斗。”据史料记载，对魁星
的信仰在宋代最盛，后经久不衰。
尤其是东南浙、闽等地区，自古就
流传着七夕拜魁星的风俗。

古时中国几乎每个城镇都建
有“魁星楼”或“魁星阁”，其正殿
塑的魁星造像面目狰狞，金身青
面，赤发环眼，头上还有两只角，
俨然一副鬼模样。右手握一管朱
笔，左手持一只墨斗，右脚独立，
脚下踩着海中一条大鳌的头部，
意为“独占鳌头”，左脚后扬，脚上
是北斗七星，意为“魁星踢斗”。传
说他那支笔专门用来点取科举士
子的名字，一旦点中，文运、官运
就会与之俱来，所以科举时代的
读书人将其视若神明。在儒士学
子心目中，魁星具有至高无上的
地位。由此自古就流传着七夕拜
魁星的风俗，目前现存的崇奉魁
星的遗迹还比较多。

可见，这被称作“女儿节”乞
巧的七夕，也是男儿向“才神”乞
才的节日。女子信奉“巧神”，一同
乞巧祈福，切磋技艺，共同进步；
男子崇尚魁星，积极进取，以求夺
魁，获取功名。如此说来，七夕真
是个年轻人积极向上求取进步的
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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