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寒露是秋天的眼泪
■ 张春波

秋风起，秋雨飘，秋叶落。飘
落，或许就是秋天衍生的一个词。你
看，一颗晶莹剔透的露珠在翠绿的叶
面上翻了几个滚，不也滑落泥土中了
吗？露珠很美，但终究会消逝，在惊
喜中让人伤感，不过这倒很符合秋天
的心绪，尤其是寒露时节。其实，寒
露就像是挂在秋天脸上的一滴泪，有
愉悦，也有淡淡的忧伤。

国庆长假一过，便到了二十四节
气的寒露。“露气寒冷，将凝结也”，
由于寒露的到来，气温比白露时更
低，地面的露水更冷，快要凝结成霜
了。此时，人们还在回味节日的精
彩，工作可能有点不适，加上气候变
冷，风起叶落，一种忧郁伤感的心情
便产生了。可见，寒露时节的精神调
养不容忽视，需保持良好的心态，因
势利导，宣泄积郁之情，培养乐观之
心。

时至寒露，田野里闻不到那些诱

人的成熟的香，只有青青的麦苗依偎
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孕育着生机，膨
胀、发芽、露土、生长。高大挺拔的
树木已染秋色，树叶开始脱离树枝而
垂落，在空中划过一道道飘逸的曲
线，静静地落在树根处。

寒露时节，河水缓慢地流动，若
非水面有一两节枯枝或者落叶在漂浮
移动，也许你看不到它在流淌。河水
虽然不是清澈见底，但也十分明净，
每一朵水花都晶莹得脱俗，每一层涟
漪都透明得纯真。空气里没有浮尘，
吸上一口，沉积在胸中的腐浊之气，
立即被涤净。碧空与绿水相依，水墨
画一样的淡雅悠远。

记得小时候，每当秋收之后，看
着满仓的金黄稻谷，母亲的脸上总是
挂着欣慰与踏实的微笑。可是，一旦
出了门，瞧见田野的稻桩，胡子拉
碴，不修边幅；已晒干打堆的草垛，
横七竖八乱放着，母亲就眉头紧锁，

心中充满落寞与空荡。我知道，母亲
心里又在默念她的“秋分早，霜降迟，
寒露种麦正当时。”于是，我看见，手上
的老茧还没有脱落，秋收时黝黑的肤
色还没来得及恢复，甚至两眼的血丝
都还没有消尽，母亲又扛着锄头，走
进了田垄阡陌。翻田，耕田，晒田，
息田，母亲又开始新一轮的劳作……

寒露时节，它往往被人们忽略，
忽略在秋收的欣喜里，忽略在春华秋
实的定向思维里，也忽略在它的似乎
无关紧要中。然而，收割后的田野以及
刚刚破土的种子，正需要露水的滋润，
忽略了“寒露胡豆霜降麦”，我们的粮
食供应将拉开一个无法弥合的口子。
寒露打湿早起的脚步，打湿秋虫的低
鸣，却打不湿农民明亮的心境。

人心的悲伤导致季节的悲凉。即
使寒露是秋天的眼泪，那么它的每一
滴泪水都折射出一种别样的秋韵，闪
烁着一缕迎接传承启合的曙光。

■ 范遇霞

“霜降的红薯甜似蜜。”到了寒
露，田里的红薯都长成了。

在我记忆里，霜降后，红薯叶都
枯黄萎缩了，个个低下了高傲的头，
好像在等着人们把它们送回家。其他
如玉米地、黄豆地、芝麻地、棉花地
等田地都已翻耕，种上了冬小麦，麦
苗还没有长出来，这些白茬的麦地正
好是晒红薯干的好地方。

人们拿着镰刀把红薯藤割下来，
长长的藤蔓是家禽的食粮，到了困难
时刻，这些红薯叶也是人们的口粮，
以前大人们常常提起三年自然灾害。
人们戏说：“筷子一撅，夹个红薯
叶，筷子一沉，夹个红薯梗。”红薯
也就成了人们的保命饭了。

红薯长长的藤茎是我们这些小孩
子最欢喜的，那是我们的玩具。小孩
子把一根长长的茎，对折成双股，拿
在手里跳绳。拿在手里的红薯藤条，

新鲜的茎带有水分，握在手里软软
的、柔柔的，很是舒服。

这些红薯，大人们挑些大的，没
有伤痕、虫眼的留在地里，那些小一
点的窖在地窖里，蒸着吃或煮着吃。
留在地里的红薯算是人们眼里的精粮
细面了，在一根长长的板凳上，捆扎
一个推红薯片的推刀。男劳力就骑在
长板凳上，把一块漂亮的红薯掌控在
手心里，在推刀上一下一下推下去就
是一堆红薯片。随着手的前后推动，
白亮亮的红薯片就飞落下，再把推下
来的红薯片放在那些播种了小麦的地
里晾晒。看着满地里晾晒的红薯片，
大人们露出了欣喜的笑容。晾晒四五
天，红薯片就晒干了，硬梆梆的。人
们把这些红薯干拉回家，屯起来慢慢
吃。有些磨成面粉掺和一些其他的面
粉擀成面条，或者蒸馍吃，有些做成
红薯片稀饭，或蒸红薯片吃。无论如

何吃法，都能填饱肚子。
剩下的就是我们小孩子做的事情

了。大人们把红薯干带回家，我们这
些孩子胳膊上挎一个竹篮，手里拿着
小铲子，去捡拾那些边角料。那些大
人们看不上眼的红薯碎片片，在我们
这些孩子眼里却是个宝，带回家喂小
白兔，它们最爱吃红薯片了。

运气好的小伙伴拿着小铁铲，还
会在红薯地里淘到大红薯，红薯藤条
长得远，那是大人没有淘到的，也许
是大人故意给我们这些孩子留下的礼
物，让我们这些孩子有意外收获的欢
喜！

小时候拾红薯片、淘红薯那是多
么快乐而幸福的事情，像是捡拾到黄
金宝贝那样高兴！现在回忆起来仍然
是那么的美好，那些捡拾红薯片的日
子满载着我童年许多甜美的快乐和幸
福。

寒露之露
■ 孙凤山

寒只是感受，与表情无关，可露
珠与表情有染。不是么？“白露”时
期的露珠晶莹剔透，“寒露”时期的
露珠则寒光四射。这也难怪，越过秋
分，秋风扫来的不仅是金黄成熟的馨
香，还扫来大把大把的落叶，也扫来
日积月累的寒气。寒露盛产露珠，露
珠点缀着庄稼低头成熟的羞涩，更点
缀着登高望远的目光。

露一露寒是真的。如果说“白
露”节气标志着炎热向凉爽的过度，
暑气尚不曾完全消尽，那么“寒露”
节气则是天气转凉的象征，标志着天
气由凉爽向寒冷过渡，如俗语所说的
那样，“寒露寒露，遍地冷露”。从炎
热到寒冷，这是时节轮换的必然。万
物都要适应时节的轮换，作唯一选
择。人生与时节一样，有惬意，甚至
得意之时，也有失意之时，关键在于

方向的把握。最高明的处事术不是妥
协，而是适应。不管起点如何，结果是
重要的，过程也是重要的，但方向永远
更重要。因为，有了一个正确的起点，
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过程和结果。

露一露秋是善的。我国古代将寒
露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
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第一候
鸟儿大举南迁；第二候雀鸟入大海变
为海边的蛤蜊；第三候菊花普遍开放。
此时，我国有些地区会出现霜冻，北方
已呈深秋景象，白云红叶，偶见早霜，
南方也秋意渐浓，蝉噤荷残。带着如歌
往事走进寒露，向前采摘桂花，往后种
植腊梅，日子沿着寒露一步步登高。俗
话说，一年庄稼看一秋。在寒露，秋
已成定局，是检验春耕收成的日子。
我们之所以心累，就是懊悔事情的起
源，恨不能重做一次；我们之所以烦

恼，就是记性太好，春的美妙、夏的跋
涉都留在记忆里，恨不能一仰成秋。

露一露黄是美的。寒露时节金黄
铺满一地，美不胜收，天气对秋收十
分有利，农谚曰：“黄烟花生也该收，
起捕成鱼采藕芡；大豆收割寒露天，石
榴山楂摘下来。”此时，我们须臾不能
等待。殊不知，等待是痛苦的，忘记也
是痛苦的，而在这二者之间徘徊会更
痛苦。有些痛苦是我们凭空虚构的，我
们却把它当成真实去承受。诚然，落叶
的黄比不上成熟的黄，但它至少也是
再生的美。从这种意义上说，落叶飘
零也是美。寒露告诉我们，我们执著
于美，在追求美的时候，美自然而然
就来了；我们不想逃避痛苦的时候，
痛苦自然而然就远离了。

在寒露，的确能触摸寒冷，也能咀
嚼到心醉的芳香，一应秋风洗浴……

藏在童年里的红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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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更是干支历酉月的结束
以及戌月的起始；时间点在公历每年10月8日或9日视太阳到达黄
经195°（处于室女座）时。《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九月节，露气
寒冷，将凝结也。”寒露的意思是气温比白露时更低，地面的露水更
冷，快要凝结成霜了。寒露时节，南岭及以北的广大地区均已进入
秋季，东北和西北地区已进入或即将进入冬季。

这一天，北京地区白昼时长已缩短至11小时29分钟，正午太阳
高度已降低至44°09'。寒露过后，太阳高度继续降低，气温逐渐下
降。白露、寒露、霜降三个节气，都表示水汽凝结现象，而寒露是气
候从凉爽到寒冷的过渡。夜晚，仰望星空，你会发现星空换季，代
表盛夏的“大火星”（天蝎座的心宿二星）已西沉。我们可以隐约听
到冬天的脚步声了。

风俗

白露后，天气转凉，开始
出现露水，到了寒露，则露水
增多，且气温更低。此时我国
有些地区会出现霜冻，北方已
呈深秋景象，白云红叶，偶见
早霜，南方也秋意渐浓，蝉噤
荷残。北京人登高习俗更盛，
景山公园、八大处、香山等都
是登高的好地方，重九登高
节，更会吸引众多的游人。

古代把露作为天气转凉变
冷的表征。仲秋白露节气“露
凝而白”，至季秋寒露时已是

“露气寒冷，将凝结为霜了”。
这时，我国南方大部分地

区各地气温继续下降。华南日
平均气温多不到 20℃，即使
在长江沿岸地区，水银柱也很
难升到 30℃以上，而最低气
温却可降至 10℃以下。西北
高原除了少数河谷低地以外，
候 （5天） 平均气温普遍低于
10℃，用气候学划分四季的标
准衡量，已是冬季了。千里霜
铺，万里雪飘，与华南秋色迥
然不同。

◆ 起居
寒露以后，随着气温的不断

下降，感冒是最易流行的疾病在
气温下降和空气干燥时，感冒病
毒的致病力增强。此时很多疾病
的发生会危及老年人的生命，其
中最应警惕的是心脑血管病另
外，中风、老年慢性支气管炎复
发、哮喘病复发、肺炎等疾病也
严重地威胁着老年人的生命安
全。据统计，老慢支病人感冒后
90%以上会导致急性发作，因此
要采取综合措施，积极预防感
冒。在这多事之秋的寒露节气
中，老年人合理地安排好日常的
起居生活，对身体的健康有着重
要作用。

◆ 危害
常年寒露期间，华南雨量亦

日趋减少。华南西部多在 20 毫
米上下，东部一般为 30至 40毫
米左右。绵雨甚频，朝朝暮暮，
溟溟霏霏，影响“三秋”生产，
成为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的一种
灾害性天气。伴随着绵雨的气候
特征是：湿度大，云量多，日照
少，阴天多，雾日亦自此显著增
加。但是，秋绵雨严重与否，直
接影响“三秋”的进度与质量。
为此，一方面，要利用天气预
报，抢晴天收获和播种；另一方
面，也要因地制宜，采取深沟高
厢等各种有效的耕作措施，减轻
湿害，提高播种质量。在高原地
区，寒露前后是雪害最严重的季
节之一，积雪阻塞交通，危害畜
牧业生产，应该注意预防。

◆ 养生
根据中医理论，24 节气中

的每一个节气都有不同的养生重
点，10月8日是寒露，是热与冷
交替的季节的开始，在这段时间
里，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又该有
选择地摄取哪些食品来保养自己
呢？

在这节气里最容易诱发呼吸
系统、消化系统的疾病。此时的
气候实际上是夏秋暑热与秋凉干
燥的交替，最容易患上季节交换
的感冒发热，这些季节性的常见
病都要充分防范，加以警惕。

此节气的养生汤水宜以润肺
生津、健脾益胃为主，如合掌瓜
煲猪、红萝卜无花果煲生鱼、太
子参麦冬雪梨煲猪瘦肉、白菜蜜
枣煲羊肺、淮山北芪煲猪横脷、
粟米煲牛、椰子淮山杞子煲鸡鲍
鱼汤等，在润燥滑肠、清肠解毒
上宜用槐花煲猪肠、火麻仁当归
煲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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