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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立夏开始，天气逐渐炎热，许多人

特别是小孩容易身体疲乏、腹胀厌食，称

之为“疰夏”。据说立夏之日，在小孩子

的胸前挂上煮熟的鸡鸭鹅蛋，可避免疰

夏。所以家家户户煮好蛋，放进用彩线

编织的网兜里，挂在孩子胸前。孩子们

不急着吃，或绘上图案，或三五成群，进

行斗蛋游戏。蛋头碰蛋头，蛋尾击蛋尾，

蛋壳坚而不碎为赢，有趣又好玩，满屋尽

是欢声笑语。

此 外 ，立 夏 还 有“ 称 人 ”的 习 俗 ，

相 传 立 夏 过 秤 可 免 疰 夏 不 消 瘦 。 秦

荣 光 的 竹 枝 词 中 描 写 立 夏 风 俗 之 句

“ 立 夏 称 人 轻 重 数 ，秤 悬 梁 上 笑 喧

闺 ”，就 生 动 描 绘 了 这 一 习 俗 。 古 时

尚 未 有 今 日 之 体 重 秤 ，需 要 在 横 梁 上

挂 一 杆 大 秤 ，大 人 双 手 拉 住 秤 钩 、两

足 悬 空 称 体 重 ；孩 童 则 坐 在 箩 筐 内 称

体 重 。 若 体 重 增 加 ，则 称“ 发 福 ”，体

重 减 轻 ，则 谓“ 消 肉 ”。

这些有趣的习俗，反映了人们对平

安度过夏季的期望。春夏之交的立夏节

气，可以说是一个“阈限期”，无论是古时

的迎夏仪式，还是流传至今的饯春尝新

之 俗 ，都 是 为 了 让 人 们 顺 利 过 渡 到 夏

季。在这万物茁壮成长的时节，人们通

过各种仪式和习俗，祈愿在未来繁忙的

劳作中可以身体康健。

南风蝉鸣，尝夏果

南风起，夏蝉鸣，瓜果俏丽繁生，彼时樱

桃已娇红可爱，缀满枝头，杏子已黄熟半满，

果香萦绕，枇杷甘津，待解作盘……

果味清香馥，把尽春风夏作熟，古人对

初夏的果子最为喜爱。

樱桃晶莹清甜，最爱樱桃者，莫不如唐

朝诗人白居易，“亦知官舍非吾宅，且斸山樱

满院栽”。明知道自己不会在此长居久住，

但为了在夏日能吃上一口樱桃，而移栽了满

园樱桃树。

枇 杷 鲜 甜 莹 润 ，清 朝 诗 人 田 雯 曾 作 诗

曰：“杨梅未熟何堪摘，杏子初青未可尝。最

是枇杷解人意，樱桃红后十分黄。”坦言初夏

食枇杷最佳。

杏子黄亮诱人，元朝诗人马祖常直言：

“杏子黄金色，筠笼出蓟丘。味甘醒午寝，可

是督诗邮。”午睡过后能食得一颗黄杏子，便

是实实在在的夏日快乐。

立夏时节，摘篮夏果尝鲜，甘津爽口，汁

水盈盈，夏意浮生，不失为一桩田园趣事。

麦新稻长，梦鱼鲜

波暖银塘，涨新萍，绿鱼跃，鱼鲜的魅力

穿越千年。古人云：“畜肉不如禽肉，禽肉不

如鱼肉。”“无鱼不成宴”。每逢宴请宾朋、逢

年过节，祭祀拜寿时，餐桌上必备有鱼鲜，直

到现在也是如此。

立 夏 时 节 ，稻 长 鱼 肥 ，其 中 以 鲥 鱼 、鲳

鱼、黄鱼最为繁多，并称“水三鲜”。鱼肉的

鲜美，诗词常颂之。宋代诗人陆游曾在《仲

夏风雨不已》言：“鲥鱼出后莺花闹，梅子熟

时风雨频。”提及夏日正是鲥鱼繁多的时节；

诗人王洋曾在吏报中说：“黄鱼白酒江头市，

绿竹青蒲隐士居。”描述自己归隐之后的生

活伴有黄鱼白酒，至味至趣。

清学者潘朗在《鲳鱼》一诗中赞道：“梅

子酸时麦穗新，梅鱼来后梦鳊陈”……

鱼有千百味，味味皆珍贵，桃花水暖正鱼

肥，应令尝河鲜，品鱼肴，最合心意，最是滋

味！

应时夏生，咀菜鲜

初夏时节，菜蔬上市，其中以蚕豆、苋菜

和黄瓜最为人所爱，并称“地三鲜”。

袁枚在《随园食单》中曾载：“新蚕豆之嫩

者，以腌芥菜炒之，甚妙。随时随采方佳。”表

示刚摘的蚕豆与腌芥菜同炒甚是好吃。

“初穗时，摘而剥之，小如薏苡，煮而食

之，可忘肉味。”——范烟桥《茶烟歇》

爱苋菜谁都比不过作家张爱玲，在上海

与母亲同住时，常去对街的舅舅家吃饭，每

次母亲回来都会带一份清炒的鲜苋菜给她，

以解口欲。虽然不近庖厨之地，不懂烹调之

法，但张爱玲却凭纸笔之力，将苋菜鲜味传

遍千里。

“苋菜上市的季节，我总是捧一碗乌油

油紫红夹墨绿丝的苋菜，里面一颗颗肥白的

蒜瓣染成浅粉红。在天光下过街，像捧着一

盆常见的不知名的西洋盆栽，小粉红花，斑

斑点点暗红苔绿相同的锯齿边大尖叶子，朱

翠离披，不过这花不香，没有热乎乎的苋菜

香。”——张爱玲

黄瓜脆嫩多汁，一道炝黄瓜是餐宴众多

荤味中必不可少的爽口菜，清而淡也，食之

鲜亮。即可当菜烹，亦可吃生果，夏初热燥

时，拍上一碟鲜黄瓜，来上一口黄瓜蘸酱，也

是绝佳的风味。

首夏犹清和，芳草亦未歇。忽而立夏，

顺应时节，尝味三鲜，瓜果姣好，菜蔬清丽，

鱼鲜丰盈，启灶台，开炉火，摆满盘，一味三

鲜好，人间解愠风。

立
夏
立
夏

作
别
春
光

作
别
春
光

万
物
并
秀

万
物
并
秀

：：

立夏立夏，，是二十四节气是二十四节气

中的第七个节气中的第七个节气，，也是夏也是夏

季的第一个节气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立夏，，

表 示 夏 季 之 始表 示 夏 季 之 始 。。““ 立立 ””是是

““ 开 始开 始 ”“”“ 到 来到 来 ””的 意 思的 意 思 。。

《《月 令 七 十 二 候 集 解月 令 七 十 二 候 集 解》》中中

云云 ：：““立立 ，，建始也建始也 ””，，并曰并曰 ：：

““ 立 夏立 夏 ，，四 月 节四 月 节 。。 立 字 解立 字 解

见 春见 春 。。 夏夏 ，，假 也假 也 ，，物 至 此物 至 此

时皆假大也时皆假大也。。””可知可知，，立夏立夏

俗称四月节俗称四月节，，夏是长大的夏是长大的

意思意思，，世间万物到立夏这世间万物到立夏这

个时候都会长大个时候都会长大。。

□
程

鹏
在天文学上，立夏于每年阳历 5

月 5 日至 7 日交节，太阳运行到黄经

45 度 ，夜 晚 北 斗 星 的 斗 柄 指 向 天 巳

位，古人称为巽的方向，即东南方。《历

书》曰：“斗指东南，维为立夏，万物至

此皆长大，故名立夏也。”《孝经纬》云：

“谷雨后十五日，斗指巽，为立夏。物

至此时，皆假大也。”

立夏，是告别春天、迎来夏日的转

折点，是标示万物进入旺季生长的一

个重要节气。立夏后，日照增加，温度

逐渐升高，雷雨增多，万物进入茁壮成

长阶段。

古人将每一节气划分为三候，五

日为一候。立夏三候分别是：初候，蝼

蝈鸣；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随

着温度升高，阳气渐长，蝼蛄开始鸣

叫，蚯蚓也渐渐从地里爬出来，而华北

特产的药用爬藤植物王瓜也在这一时

节快速攀爬生长。

“ 欲 知 春 与 夏 ，仲 吕 启 朱 明 。 蚯

蚓 谁 教 出 ，王 菰 自 合 生 。 帘 蚕 呈 茧

样，林鸟哺雏声。渐觉云峰好，徐徐

带雨行。”唐人元稹的《咏廿四气诗·

立 夏 四 月 节》就 生 动 描 写 了 立 夏 时

节的景物。

立夏早在战国末年（公元前 239

年）就已被确立为节气。作为夏季的

开端，立夏一直深受人们重视。

立 夏 日 ，古 人 举 行 各 种 迎 夏 典

礼，迎接夏天的到来。《礼记》云：“天

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

以夕。”古代的君王，在四时八节各有

礼制，均为国之大典。冬至祭天于南

郊；夏至祭地于北郊；春分朝日于东

郊；秋分夕月于西郊。四时亦有迎气

之礼，即：立春，迎春祀青帝于东郊。

立夏，迎夏祀赤帝于南郊。立秋，迎

秋祀白帝于西郊。立冬，迎冬祀黑帝

于北郊。帝王的迎夏仪典，以岁序配

五行，以人礼合天时，极为隆重。《礼

记·月令》云：“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

路，驾赤马，载赤旗，衣朱衣，服赤玉，

食菽与鸡，其器高以粗。是月也，以

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谒之天子

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

齐。立夏之曰，天子亲帅三公、九卿、

大夫以迎夏于南郊。还反，行赏，封

诸侯，庆赐遂行，无不欣说。”《后汉

书·祭祀中》载：“立夏之日，迎夏于南

郊，祭赤帝祝融。车旗服饰皆赤。歌

《朱明》，八佾舞《云翘》之舞。”从这些

古籍文献中，可以得知：立夏当日，天

子亲率公卿大夫到南郊迎夏。不仅

身着朱色礼服，佩带朱色玉饰，还乘

坐赤色马匹和朱红色的车舆，连车旗

也是朱红色的。这种迎气仪式，依从

时令，根据夏季时令火德盛行的性质，

仪式中的礼服、配饰、车马、旗帜都是

朱红色的。这种朱赤基调的迎夏仪

式，反映了先民顺天应时的天人信仰。

唐 宋 时 期 ，岳 镇 海 渎 之 祀 也 与

四时联系起来。《旧唐书》载：“五岳、

四镇、四海、四渎，年别一祭，各以五

郊 迎 气 日 祭 之 。 …… 其 牲 皆 用 太

牢，笾、豆各四。祀官以当界都督刺

史充。”《宋史》则记载：“立夏日祀南

岳衡山于衡州，南镇会稽山于越州，

南海于广州，江渎于成都府。”这些

隆重而繁复的礼仪，不仅反映了古

人的世界观，也体现出对立夏这一

节气的重视。

立 夏 时 节 ，温 度 升 高 ，漫 山 遍

野，草木茂盛葱郁，一片生机勃勃、

绿意盎然的景象。立夏气温升高，

降水增多，非常适宜农作物的播种

和生长，因此，田间劳作也日益繁

忙。一些相关的农谚如“立夏前后，

种瓜点豆”“立夏芝麻小满谷”“立夏

种麻，七股八杈”“季节到立夏，先种

黍子后种麻”“清明秫秫谷雨花，立

夏前后栽地瓜”等，反映了立夏前后

可以栽种的农作物繁多，所以有“立

夏乱种田”的农谚。

除了播种，此时农作物的管理

也 非 常 重 要 。 温 暖 湿 润 的 天 气 ，

不 仅 有 利 于 农 作 物 的 生 长 ，也 让

杂 草 长 得 越 来 越 快 ，所 以 除 草 也

成 为 这 一 时 期 的 重 要 任 务 。 故 民

间 有“ 立 夏 三 天 遍 地 锄 ”的 说 法 。

此 时 昆 虫 生 长 繁 殖 较 多 ，病 虫 灾

害 的 防 治 也 必 不 可 少 ，所 以 又 有

“小麦开花虫长大，消灭幼虫于立

夏”的农谚。

立夏前后，华北、西北等地气温

回升很快，但降水不多，天气干燥和

土壤干旱严重影响作物生长，所以

适时灌水抗旱也是立夏时节的重要

农事，故民间有“立夏麦咧嘴，不能

缺了水”之说。

作 为 春 夏 之 交 的 节 气 ，立 夏“ 迎 夏

之首，末春之垂”，别名“春尽日”。人们

感 念 春 光 消 逝 ，未 免 有 惜 春 的 伤 感 ，故

备 酒 食 为 春 送 行 ，名 为 饯 春 。 吴 藕 汀

《立夏》诗云：“无可奈何春去也，且将樱

笋 饯 春 归 。”立 夏 送 走 春 天 ，又 迎 来 夏

季，这一时节是许多动植物长大成熟的

季节，所以许多地方还有尝新的节日活

动 。 在 北 方 许 多 地 区 正 是 小 麦 登 场 的

时 候 ，所 以 会 有 制 作 与 食 用 面 食 的 习

俗，意在庆祝小麦丰收。如有些地区会

制作夏饼或面饼。

此 外 ，一 些 地 区 还 有 立 夏 喝“ 驻 色

酒 ”的 习 俗 ，此 酒 是 将 李 子 榨 汁 混 入 酒

中 而 成 ，相 传 有 养 颜 、开 胃 、解 暑 之 功

效，深受女性喜爱。明代陶宗仪所著的

《说郛》卷三一引元无名氏《玄池说林》：

“立夏日，俗尚啖李，时人语曰：‘立夏得

食 李 ，能 令 颜 色 美 。’故 是 日 妇 女 作 李

会，取李汁和酒饮之，谓之驻色酒。”据

《蒲松龄著作佚存·驻色酒》记载，古代

齐 鲁 地 区 的 妇 女 就 有 立 夏 饮“ 驻 色 酒 ”

之习俗。

立夏时节，许多地方有饮立夏茶的

习俗。相传源于宋朝，据《梦粱录》等文

献记载，当时南宋都城临安的居民每逢

佳节或有新搬迁来的居民，邻里间会有

赠 茶 或 齐 聚 饮 茶 的 风 俗 。 明 代 杭 州 文

人 田 汝 成 的《熙 朝 乐 事》一 书 中 记 载 ：

“立夏之日，人家各烹新茶，配以诸色细

果，馈送亲戚比邻，谓之七家茶。”清人

陈灿的诗句：“钱塘立夏斗纷华，忙煞青

帘卖酒家。腊窖开生邀客饮，不须更吃

七家茶。”立夏饮“七家茶”不仅可以让

邻里关系更加和睦，而且据说有预防疰

夏之功效。

各地立夏食俗虽然有所差异，但都

寄托了人们的美好心愿。春夏之交，人

们惜春饯春，迎夏尝新，用新鲜的时令蔬

菜水果满足口腹之欲。同时，人们又为

即将到来的炎热夏季作准备，以形补形，

养精蓄锐，希望可以平安度过炎夏，所以

才会有立夏日“吃蛋拄心，吃笋拄腿，吃

豆拄眼”的说法。

初夏食三鲜 人间解愠风
□ 孙绿绮

每逢立夏时节，人们的餐桌必备“三鲜”，地里长的，树上生的，水中游的，通通都并入

餐盘，果腹肚中，才算实实在在入夏。

“春播、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民有余食也”。民间在立夏日，

有祭神享先，尝新馈节等习俗。尝新即品尝时鲜，如夏日的瓜果、蔬菜、河鲜等。先请神

明、祖先享用，然后亲友、邻里之间互相馈赠。此习俗流衍至民间，便有立夏尝新之举，后

来慢慢发展成“立夏尝三鲜”的习俗。三鲜一般又分为树三鲜、水三鲜和地三鲜。

春夏之交饯春尝新古人迎夏典礼

立夏前后种瓜点豆 立夏称人习俗

立夏的由来

黄瓜（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蚕豆

樱桃

枇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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