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32022年3月3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柯丽云 责编 版式：陈珍珍文化文化
MAOMING DAILY

投稿邮箱：mmrbwh@163.com

MAOMING DAILY

春天了，中华大地在延
续着中华文明中的“春耕文
化”。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在
五千年绵延不绝，离不开那
些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挥洒
如雨的农民们。他们一年
四季都在田间耕作。在这
耕作活动中，规模最为浩
大，参与人数最多的应当就
是春耕了。

为什么春耕如此之重要
呢？有一句谚语，想必大家
都听过：一年之计在于春，一
日之计在于晨。所以说春耕
蕴含着一年的丰收之意。

人勤春来早。随着气温
回升，我市各地春耕备耕工
作正有序展开，田野里处处
可见农民辛勤劳作的身影，
一幅幅美丽的春耕画卷在茂
名大地徐徐展开。

在高州市泗水镇的彬瓜
村，当记者走进广阔的田野，
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映入眼
帘：三三两两的农民正在各
自的土地上忙活，田地里到
处是一垄垄整齐有序的青瓜
苗、苦瓜苗。春造的瓜苗躲
过严寒昂起头；在塑料棚里
的秧苗也露出萌萌的小芽；
油菜花盛开灿烂……

今年 50 多岁的莫叔正
为他的瓜苗除草，经历了前
一段时间的严寒影响，小瓜
苗长得有点蔫，但丝毫没有
阻挡他们顽强的生命力。为
了确保今年有个好收成，莫

叔提前为它们松土、配肥、杀
菌。在他心中，眼前栽种的
小瓜苗，不仅是生机和商机，
更是新一年的希望。

“现在正是春耕的好时
间，我们要抢抓农时，能早
一 天 就 争 取 早 一 天 收
成 。”莫 叔 高 兴 说 ，“ 别 看
现 在瓜苗长得幼小，长大
以后可是很青绿茂密的。”
记者看到莫叔已经给瓜苗
搭了整整齐齐的架子，春耕
工作已经做到前面了。

据了解，泗水镇地处热
带和亚热带过渡地带，属于
典型的南亚热带季风气候，
雨量充沛，雨热同季，土壤肥
沃，适宜越冬蔬菜种植，因此
出产的瓜果蔬菜颜色鲜艳，
甜脆可口，广受市场青睐。
上世纪 80年代开始，泗水镇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条
件，大规模推广种植北运菜，
是高州市最早种植北运菜的
乡镇之一，逐渐发展成为全
国菜篮子工程南方反季节
蔬菜生产基地、茂名市北运
菜生产第一镇。经过长期
实践与探索，当地发展出一
套适合本地实际的粮钱双
收的生产模式，即“稻—稻
—菜—菜”耕作模式，每年
10 月初，两造稻谷上田之
后，就开始种植北运菜，当
年的 10 月至次年的 3 月，间
中有两轮蔬菜种植期。

莫叔向记者介绍，北运

菜每年约 10 至 11 月开始上
市，一直持续到次年 3 月，
分为冬、春两造，销售以北
运为主。“我们这里的北运
菜，全国有名！”他自豪地说
道，“冬造我种植的是四季
豆，今年春造种了两亩青瓜
和苦瓜，希望到时能卖得好
价钱。”

记者看到，田野里还育
有小秧苗，是为了春造水稻
所培育的。这些小秧苗育种
在白色的塑料棚里，密密麻
麻的，嫩绿嫩绿的，甚是可
爱。正在喷草的陈伯说，这
一造他打算种植水稻，所以
提前把杂草除掉，并用水充
分灌溉田地，为春种水稻做
准备。

南 方 的 春 耕 ，也 有 收
获。记者在另一旁看到，绿
油油的卷心菜长势喜人，很
快就能收成了。一条条紫
色的茄瓜垂在下面，硕果累
累。

春耕、夏耘、秋收、冬
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
绝。立春天渐满，雨水送肥
忙，布谷处处催春耕。这是
一年最好的季节，愿一切努
力都有好收成。

在春耕的田野里，农民
们正在畅谈着未来的丰收和
希望，爽朗的笑声在空中回
荡，到处都是春天的美好和
喜悦！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光景看春耕

春耕正当时
“布谷飞飞劝早耕，舂锄扑扑趁

春睛。千层石树遥行路，一带山田
放水声”。布谷鸟殷勤劝耕，农夫趁
天晴挥锄劳作，放水灌田，构成一幅
生机盎然的春耕图。

古诗中对春耕生产忙碌的情景
也有描述。如清·爱新觉罗·玄烨
在《春雪》中写道：“三冬望雪意殷
殷，积素春来乱玉纹。农事东畴堪
播 植 ，勤 民 方 不 愧 为 春 。”立 春 过
后，春耕即将开始，在一些地区一
直传承着试犁的习俗，春耕由南到
北从 2 月持续至 5 月底，但由于各
地环境和自然条件的不同，寓意春
耕生产传统习俗的方式和时间也有
所不同。

春耕的来历

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农业讲究
时令气节，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一
概以时令为转移。时令的更换，一般
民众只能凭借物候的变化来判定，有
天文知识的巫师则能借助观测天象
来确定。上古观象，通常在天刚昏黑
时进行(称为“昏见”)，被观测的星被
称为“大火”。古代“大火”星昏见时
恰好在春分时节，火正在这一天观察
到大火星位于南方正中的位置，于是
向民众发布春分已经到来，可以春耕
播种了。

皇帝“亲耕”
据《宛署杂记》记载，大明王朝的

皇帝曾“圣驾躬耕籍田于地坛”。当时
得到皇帝某月某日要亲耕的指令后，
顺天府管辖下的宛平、大兴两县，于大
典前一个月开始筹备各事项。比如首
先去寻得数十名德高望重有经验丰富
的老农进行礼仪培训，并同时备齐耕
牛及相关的农具。

为显示隆重和正式，到正式庆典
那天，教坊司的“优人”们还得装扮成
风、雷、雨、土地诸位神仙，另有儿童装
扮成农夫农妇模样，高唱庆祝天下太
平的颂歌。其他民众则手执农具排列
两侧，静候圣驾光临。皇帝左手执黄
龙绒鞭，右手执金龙犁亲自耕田时，前
会有两名“导驾官”牵牛，两名老农协
助扶犁，往返三个来回，圣驾亲耕礼就
算完成了。

古代的春耕是什么样子？

惊蛰至 万物醒

文/图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

记者陈珍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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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蛰，又名“启蛰”，是二十
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斗指
丁，太阳到达黄经345°，于公历
3月5-6日交节。

惊蛰时节，春气萌动，大
自然有了新的活力。所谓“春
雷惊百虫”，是指惊蛰时节，春

雷始鸣，惊醒蛰伏于地下越冬
的蛰虫。惊蛰节气的标志性
特征是春雷乍动、万物生机盎
然。从我国各地自然物候、气
候进程看，“惊蛰始雷”仅与我
国南方部分地区的自然节律
相吻合。

惊蛰分为三候：“一
候桃始华；二候仓庚（黄
鹂）鸣；三候鹰化为鸠。”
描述已是进入仲春，桃
花红、梨花白，黄莺鸣
叫、燕飞来的时节。按
照一般气候规律，惊蛰
前后各地天气已开始转

暖，雨水渐多，大部分地
区都已进入了春耕。惊
醒了蛰伏在泥土中冬眠
的各种昆虫的时候，此
时过冬的虫卵也要开始
卵化。由此可见惊蛰是
反映自然物候现象的一
个节气。

惊蛰时期的花信
风为一候桃花、二候棣
棠、三候蔷薇。沾了雨
意的桃花，水淋淋的
湿，一律收敛起轻薄的
野性子，沉静贞婉起
来。浅浅的粉，从花瓣

的最末端，淡淡地往里
洇。洇至最深处，便成
了无限温柔的一痕红。
又或者，是美人颊上的
胭脂，酿成了春天里最
美的一盅酒，让人醉了。

惊蛰反映的是自然生物受节律变化
影响，而出现萌化生长的现象。“春雷响
万物长”，惊蛰时节正是大好的“九九”艳
阳天，气温回升，春雷乍动、雨水增多，万
物生机盎然，是万物生长的好时光，该种
的农作物都可以开始种了。我国劳动人
民自古很重视惊蛰节气，把它视为春耕开
始的时节。

农谚“到了惊蛰节，锄头不停歇。”到了
惊蛰，“九九”已尽，“九尽桃花开，春耕不能
歇”。中国大部地区进入春耕大忙时节。

惊蛰是全年气温回升最快的节气。日照时
数也有比较明显的增加。但是因为冷暖空
气交替，天气不稳定，气温波动甚大。

我国各地随着气温回升，日照增加，由
南向北渐次开始春耕。华南东南部、长江
河谷地区，多数年份惊蛰期间气温稳定在
12℃以上，有利于水稻和玉米播种，其余地
区气温在 12℃以下的低温天气出现，不可
盲目早播。惊蛰虽然气温升高迅速，但是
雨量增多却有限。水稻方面日均气温稳定
在8℃以上时可以开始播种旱育秧。

二十四番花信风

惊蛰·三候

惊蛰·农事活动

油菜花开 ▲

卷心菜长势喜人 ▶

▲ 塑料棚里的小秧苗

▲ 一垄垄小瓜苗

古诗词里的春耕
我国自古就非常重视春耕，古

今中外有很多描绘春耕劳作的诗
词。春耕将始，一起欣赏古诗词里
的春耕！

南溪春耕
唐·钱起

荷蓑趣南径，戴胜鸣条枚。
溪雨有馀润，土膏宁厌开。
沟塍落花尽，耒耜度云回。
谁道耦耕倦，仍兼胜赏催。
日长农有暇，悔不带经来。

春耕
宋·陆游

今年液水满西畴，父老人人卜有秋。
只要耕犁及时节，裹茶买饼去租牛。

颂古一百首
宋·释智愚

烟暖土膏民气动，一犁新雨破春耕。
效原眇眇青无际，野草闲花次第生。

雨涧牛
明·古春兰公

溪岸野桥横，乌犍带犊行。
无人挂书读，雨外候春耕。

南浦春耕
明·止庵法师

索索缲车谷口闻，鸟催农事日纷纷。
新生野水瓜藤绕，旧作田塍井字分。
耕雨每怜黄犊健，带经犹爱小儿勤。
晚风独立溪桥外，流水桃花一队云。

题湖山十景·绿野春耕
明·陈镒

雨足田畴春水生，青阳浮处有农耕。
村南村北秧初绿，布谷树头相对鸣。

奉和家大人草堂课耕韵
清·李美仪

高畴新雨足，布谷唤春耕。
千亩回村绿，三家结舍平。
犊肥田竖喜，鸟起草人醒。
惟有田翁乐，悠然候岁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