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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琛

诗歌

麦子黄了
五月风吹过田野

蝴蝶驮着丰收的梦想
翩翩飞进家门

找棵眉开眼笑的树
停在枝干上休息一会
与鸣叫不已的布谷鸟

聊聊麦粒的馨香

五月风吹过之后
村庄舒展了眉头
谁家的新媳妇

在喊回家吃饭的公婆

五月风吹走了春天
仍与村庄耳鬓厮磨

一半响成蛙鸣
一半化作荷香

(作者系江苏淮安市淮阴区文学爱好者）

五月的风
○张华梅

□李孝泽

华夏大地，农国农事靠天；黄河流

域，先民先觉应天①。月序十二字四百

余，夏小正②载；星象物候文献典集，古
老历书。未置闰月法则，亦无春秋四季。
载之，物候气象，天文生产；然之，原始
观象，授时历书。古人矣，握之星辰北斗
③；探索矣，研之水平较高。嗣察，凭物
候观气候，显毫无章法且不稳；周代，先
民意识察觉，阳光影距系牵气候。发明土

圭④，晷针测日投影；一年两天，晷影极
短极长。夏短冬长两日至，天长天短极限
天。夏某天日南至，乃夏至也；冬某天日
北至，乃冬至也。迂回夏至一周，地球绕太
阳公转，阳历一年；两天昼夜同长，冬夏冬至
两段间，春分秋分。此乃土圭佐证，河南嵩

山麓也，世界之最古老周公测量台⑤。

两分两至⑥，二十四节气初创伊始；
能定岁时，四时段一年各九十天。然而，
气候天气显著差异；此也，难掌天时引农

生产。吕氏春秋十二纪书⑦，战国后期；
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卷纳四立。四季确

定，春夏秋冬分明；四时八节⑧，时段八
等一年。两至者，寒暑之极；两分者，阴
阳之合。四立，生长收藏之始；然则，
便农生产之宜。

秦汉时期，黄河下游流域，先民以天

显然。农之事也，依据天象⑨物候；填之
补也，其余十六节气。春夏之，雨水惊蛰

清明谷雨，小满芒种小暑大暑；秋冬之，
处暑露水寒露霜降，小雪大雪小寒大寒。

西汉淮南子⑩书，文载与今一致。公元前

一O四，太初历纳二十四节气，订于历
法；明确天文位置，地球轨迹定四时八
节，章法可依。据此乎，足以导示九州规

律。乃太阳周年视运动，节气公历基本

固定。上半年六二一，下半年八二三。
不差前后，一两天矣。

一年，十二月；节气，二十四。每月
节气两组，节气前中气后。闰月设置，妙
安农历。冬至始也，以无中气月份置闰月
；闰月何也，无中气跟谁后闰谁月。三
年一闰，五年两闰，七闰置十九年，然
也。消之以衡，平公历农历每年余差；额
差十日，相差累积既成为闰月。阴阳历

法，理之顺也。岁首冬末春初，三月四

季固定；朔日每月初一，寒冷暑热不
变。然哉。

注释：
1、应天，意为顺应天时，应对气候和

物候指导农亊。
2、夏小正，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

部古老的文献典集，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星
象物候历。有关内容最早收录于西汉礼学
名家戴德编选的《大戴礼纪》中，其年代
应在春秋之前，具体年代不详。

3、北斗，指北斗星。
4、土圭（与日晷，又称日规），是最

古老的计时仪器，通称太阳钟，是一种构

造简单，直立的地上的杆子（或晷针，又
叫表）用以观察阳光投射的杆影（或晷
影）测得时刻的一种计时仪器，区别在于
土圭还可通过杆影移动规律、影的长短，
来定冬至、夏至日。

5、周公测量台，该遗址位于河南省登
封市东南13公里告成镇观星台南侧。该遗
址是西周初年在阳城（今登封告成镇）建
立的周公测景（影）台，因周公营建洛邑
（今河南洛阳的古称）选址时，曾在此建台
观日影而得名。事出有因，经测定，周公
认为阳城为“天下之中”（周公姓姬名旦，
是周文王的四子，武王的弟弟，我国古代著
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并在天文地理上也颇
有建树），于是，他就在这里立圭表测日影。

6、两分两至，指春分、秋分、夏至、
冬至。

7、《吕氏春秋·十二纪》，是一部古代
类百科全书似的传世巨著，有160篇8览6
论12纪，共有20多万言。春秋是古代史书
的通称。因编订者是秦代丞相吕不韦，所
以叫《吕氏春秋》。

8、四时八节，四时是：春、夏、秋、
冬；八节是：立春，春分，立夏，夏至，
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泛指一年中的
各个节气。

9、天象，这里指气象，天气的通称。
10、淮南子，书名，西汉淮南王刘安及

其门客苏非、李尚等所著，又名《淮南鸿烈》。
11、太初历，汉代历法名，汉武帝太

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邓平、落下闳等

人所著。把一日分做八十一分，故又称＂
八十一分律历＂。《太初历》第一次把二十四
节气订于历法，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

12、太阳周年视运动，指太阳每年巡
天一周运动的现象。人站在地球上目视太
阳东升西落的现象，称为太阳周日视运
动；地球绕太阳过春分点公转一周（即：
一回归年，又称公历一年）的现象，称为
太阳周年视运动。

13、上半年六二一，下半年八二三，
指二十四节气反应了太阳的周年视运动，
公历历法是根据地球与太阳距离的位置而
定，所以，二十四节气在现行的公历中日
期基本固定：上半年的节气多在每月的6
日、21日；下半年的节气多在每月的 8
日、23日，即使相差前后也不过一两天。

14、以无中气月份置闰月，指闰月的
设置方法，是两个冬至之间，如果仅有12
个月则不置闰，若有13个月即置闰。从

“冬至”开始，当出现没有“中气”的月份
时，这个月就是闰月，其名称是在前个月
的前面加一个“闰”字。节气在农历的日
期是逐月推迟的，于是有的农历月份，中
气落在月末，下个月就没有中气。一般每
过两年多就有一个没有中气的月。

15、岁首，一年开始的时候，一般指
第一个月，也指一年的第一天。

16、朔日，农历每月初一是朔日，朔
日当天的月亮称为朔月，朔月又称新月，一
般是看不见的，即初一的夜晚没有月亮。

（作者系山东枣庄学者）

二十四节气由来赋二十四节气由来赋

□张玉昆

要说农村的孩子没几个不爱吃槐花
的，五月到来，村口便成了我们的福地。

村口的泥巴路边生着几棵
槐树，其中两棵兴许是被风刮
倒的，打我记事起就歪着长，
长势还很旺。惹眼的槐花挂满
了树梢，白嫩嫩粉嘟嘟，馋得
我们抓耳挠腮，哈喇子流了一
地。

有的带着大人来，拿着竹
竿往下打，对于这我们都是嗤
之以鼻的，暗道：“那算什么
本事！”我们几个顽劣的，莫
不以爬树逞能为荣耀。几个人
先煞有其事地往手掌上吐口唾
沫，然后手抠住树皮，两条腿
盘着树身，裤子磨得嗤嗤响，
像条大豆虫似的一拱一拱地往
上爬去。

待坐到了树杈上，先折一
枝满满当当的槐花大方地扔给
地上的小弟，然后顺手薅一把
槐花塞到嘴里。槐香围绕，清
风醉人，飘飘乎竟有些花果山
山大王的感觉。等饱餐够了，
再将准备好的袋子塞满槐花，
这才顺着槐树嗤嗤地滑下去。
至于裤子磨出了洞，手上被槐
树的圪针扎出了血，相较于那一兜槐花
和满肚子的清香，早已显得微不足道了。

我们将槐花带回家，爱吃槐花饭
的，就把槐花拌着大米蒸，蒸熟了拌上

白糖，香得香醉人，甜得甜掉牙。
但我不好那口，我爱吃娘蒸的槐花

大包。槐花、海米、精肉做的馅，木柴
大铁锅蒸的大包子。包子还没熟，香味

却早就随着锅盖下的蒸汽翻腾
了出来，于是，我那肚子就闻
香打鼓，先是小鼓后是大鼓，
等到了肚子里开了合唱团，包
子也就好了。但我的第一口包
子咬在嘴里却要十分小心，不
是我不想大快朵颐，却是怕包
子太香再把舌头吞到肚里！你
说这份煎熬多遭罪吧！

年华轮转，时光飞逝，当
年的顽童也早已娶妻生子。五
月的早晨，我抓着女儿的小手
散布在公园的槐树林里，清香
的槐花开得正热烈，女儿的小
手指着枝头馋煞人的槐花，咿
咿 呀 呀 地 说 着 她 自 己 才 懂 的
话，瞬间，我的幸福感也随着
满园的槐香洋溢开来。

岁月不饶人，青丝变银发，
我渐渐长成了大人，母亲却在慢
慢变老。看着她每年的这个时节
依然为我包上一顿槐花大包，我
的心里就有了着落，有了依靠。
有了每年槐花大包的美味，我的
每年就好像有了牵挂。

我想，无论如何的日月变
迁，还是如何的物是人非，总有份记忆
里的清香伴着浓情，让我走到哪里都割
舍不下。

（作者系聊城市茌平县文学爱好者）

又
是
五
月
槐
花
香

其一
菊香邀我到龙园，绿地高楼迷人眼。
百年老村逐沧桑，街道纵横流香檀。
邻里和睦一家欢，难见昔日农家院。
莫道乡民生来土，早随风雅换人间。

其二

假山环水纳乾坤，绿荫绕村住仙人。
青砖不老着新墙，白云飞来留鸿韵。
新人可曾知旧村，长者未必认新林。
龙园古村多少事，莺啼声声堪醉人。

（作者单位：永安乡政府）

龙园新村二首
○谭玉峰

2013年9月随市文联采访团观光滕州市龙
园新村偶得

一场酝酿已久的暴雨
从远山那边倾盆而来
干旱的土地激情敞怀
田野重现一片葱茏

麦子们铺展着绿叶继续拔节
穗头上的雨珠眨着晶莹眼睛

仰望天边升起的彩虹
装扮生机盎然的初夏

花儿们开始结蕾挂果
布谷鸟唱和热闹的乡间

透墒的雨水让人们喜上眉梢
一串深深浅浅的脚窝
从明亮的田埂上走来
劳作的身影伴随农谚

律动着挚爱一生的泥土
以及那些籽粒饱满的生命

（作者系新疆昭苏县文学爱好者）

初夏
○宋伯航

《盛开》 李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