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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惊蛰。在二十四节气中，惊蛰排第三，为二月节。今年的惊蛰，除了
传统意义上的春耕开始和防治病虫害，还要应对疫情。虽然大家都“蛰居”了
很长时间，但还是要咬牙坚守，勿仿昆虫“闻雷而动”。

惊蛰，意思是潜伏于土穴中冬眠的
蛰虫，至此时节便纷纷醒来。

因农历二月开始打雷，人们又将蛰
虫出穴与打雷关联起来。如《淮南子·
天文训》 说：“加十五日指甲，则雷惊
蛰。”“加十五日”是指雨水节气后十五
日，此时北斗的斗柄指向“甲”方 （东
偏东北），雷声响起，惊醒了蛰虫。

但是，用自然界的春雷乍动解释惊
蛰，不是很准确。实际上，许多昆虫是
听不到雷声的，它们出穴与否，主要是
跟着感觉走。感觉到天气寒冷了就藏起
来，天气变暖了才走出来，故古语云

“阳和启蛰，品物皆春”。
早春二月，草长莺飞，杨柳拂堤。

晋 《乐志》 云：“二月建卯。卯者，茂
也，言阳生而滋茂也。”二月在古代又
称“如月”，意为“万物相随而出，如
如然”。惊蛰的物候，正反映了万物

“如如然相随而出”的景象：初候“桃
如华”，春暖之时，桃花开始绽放；二
候“仓庚鸣”，“仓庚”即黄鹂鸟，杜甫
诗句“两个黄鹂鸣翠柳”，描写的就是

“仓庚鸣”；三候“鹰化为鸠”，初春时
老鹰返回北方繁殖，中原大地常见斑鸠
出没，古人便以为斑鸠由老鹰化来。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
几日闲，耕种从此起。”在以农为本的
古代中国，惊蛰节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时令节点，是春耕开始的标志。农谚
云：“到了惊蛰节，锄头不停歇”。惊蛰
时节也是果树种植及家畜家禽养殖的黄
金时期，因此野无旷田，家无闲人，正
所谓“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

与此同时，因“阳和启蛰”，百虫
出动，四处觅食，仲春温暖的气候容易
导致多种微生物及病虫害的发生和蔓
延，古人对防疫和防治病虫害历来十分
重视。

古时惊蛰后“野无旷田，家无闲人”

惊蛰当日，人们会手持熏香、艾草
等熏遍家中四角，以驱赶蛇、虫、鼠、
蚁，以防疟疾、鼠疫等疾病。又用石灰
防虫蚁，《千金月令》云：“惊蛰日取石
灰糁门限外，可绝虫蚁。”《遵生八笺》
说：“是月采升麻，治头疼热风诸毒。
采独活，治贼风百节痛，风无旧新俱
治。”又说：“二月以后，当多服祛痰之
药。风劳之疾每起于痰，人能先令痰有
疏导，则病可庶几。”

对防治家畜家禽染病及动物和人之
间的传播，晋人葛洪提出可采用“赤散
方”予以治疗。他说：“牛马疫，以一匕著
舌下，溺灌，日三四度，甚妙也。”控制狂
犬病，葛洪也有方法：“宜枸杞汁，煮糜饲
之，即不狂。”葛洪还发明了狂犬病的免
疫接种法：“疗吠犬咬人方，乃杀所咬犬，
取脑傅之，后不复发。”这种方法与后来
巴斯德预防狂犬病的方法一致。

昆虫中有名为“射工虫”和“沙

虱”的两种毒虫，只要一近身，对人体
危害极大。葛洪提出可通过饲养鹅鸭来
捕杀“射工虫”，或佩戴用大蒜、羊
脂、生麝香等合捣制作而成的香囊防止

“射工虫”和“沙虱”侵袭。
为防昆虫危害植物，古人一般会清

除枯枝、落叶、杂草等，集中烧毁。同
时清理刮除“病树”上的粗皮、烂疤，
并采用适当的消毒措施，以防止病虫害
扩散造成更大的危害。

熏香、艾草熏室可驱虫防病

疫情发生已近两个月，进入三月，
疫情防控还处于胶着对垒阶段，稍有疏
忽大意、麻痹松懈，就会让所有防控努
力前功尽弃。所以，虽然大家都“蛰
居”了很长时间，但还是要咬牙坚守，
勿仿昆虫“闻雷而动”。

在古代，惊蛰节气有一习俗叫作
“惊蛰吃梨”。此习俗源于何时已无从可
考。为什么惊蛰节要吃梨？民间有四种
说法：一是因惊蛰以后气候比较干燥，容
易使人口干舌燥，外感咳嗽。而梨无论

生食、榨汁或水煮，均有助脾益气、增强
体质之效，故民谚有“惊蛰吃了梨，一年

都精神”之说。二是相传山西祁县渠家
十四世渠百川于清雍正年间走西口，正
是惊蛰之日，其父拿出梨让他吃，并告诉
他，先祖贩梨创业，历经艰辛，今日惊蛰，
你要走西口，切不可忘了先祖创业的艰
辛，故吃梨又有离家创业之意。第三种
说法是，“梨”与“犁”同音，“惊蛰吃梨”是
提醒人们要抓紧时间下地犁田。至于第
四种说法，则与虫害疾病有关，惊蛰之
后虫害多，吃梨的寓意是和害虫分离，
远离疾病。 据《广州日报》

“惊蛰吃梨” 远离害虫与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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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不同的时令要悬挂不同画作，
以体现节气交替、光阴变迁。明代画家
文震亨在《长物志》中曾谈到欣赏和悬挂
画作的方法，其中提到一种“起蛰图”，是
古人在惊蛰节气悬挂的画作。

根据成书于北宋的《宣和画谱》记
载，在宋徽宗“御府所藏”的顾恺之九
幅画作中，就有一幅《春龙出蛰图》，可
见“起蛰图”早在东晋时期就已出现。
目前可以见到的、创作时间较早的“起
蛰图”为北宋科学家、画家燕肃所绘的

《春雷起蛰图》，颇具写实风格。此画作
整体构图分为江岸与溪口、大江与对
岸、天空与云层三个部分，分别构成画
面的近景、中景和远景，具有很强的层
次感。

宋代以后，类似主题的画作时有出
现。现藏于中国美术馆的明代画家尤求
的 《风云起蛰图》，创作于明代万历元
年。画中风云变幻，天穹上有飞龙隐现
于云中，山下桥上有老人、童子五人，
仰望云端神龙现身。水榭内有三人，临
窗眺望山间的云气变幻。画面右上角题
记“风云起蛰”，全画构思巧妙，上下呼
应，颇有生气。

到了清代，画家袁江、王素、杨柳
谷等人也有《春雷起蛰图》等传世。袁
江曾在清代宫廷作画，善画楼阁建筑，
他的界画在继承前人基础上，加强了生
活气息的描绘，在当时被推为“界画第
一”。袁江的这幅《春雷起蛰图》创作于
清雍正年间，描绘了春雷滚滚、风雨欲
来的景致，淡粉色的桃花与青绿色的绿
柳点明了节气时令，柳枝随风飘舞，江
中水面泛起波纹，都表现出画家细致入
微的观察和描绘。

据《西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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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景帝继位之前，惊蛰名曰“启
蛰”。《周礼》 卷四十 《挥人》 篇上说：

“凡冒鼓必以启蛰之日。”成书于战国、
我国最早的一部传统农事历书 《夏小
正》曰：“正月启蛰，言始发蛰也。”那

时的启蛰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个
节气，标志着初春的开始。

公元前 157 年，汉文帝崩于未央
宫，太子刘启继承帝位，是为汉景帝。
因其名为“启”，为了避讳而将“启
蛰”改为“惊蛰”。南宋官员、经史学
者王应麟在 《困学纪闻》 说：“改启为
惊，盖避景帝讳。”同时，把孟春正月
的“惊蛰”与仲春二月节“雨水”的顺序
予以置换，“谷雨”与“清明”的顺次也被
置换。汉景帝之前为“立春-启蛰-雨
水-春分-谷雨-清明”，汉景帝后为“立
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

尽管是因“为尊者讳”而改了名
称，但是“惊”字要比“启”字生动得
多，为大自然增添了灵性。《说文解
字》 说：“惊 （驚），马骇也。”引申人
精神受了突然刺激而紧张不安，有慌
乱、恐惧的意思。“惊”还有惊动、惊
扰、震动之意，《周易·震卦》：“震惊

百里。”《诗经·大雅》：“震惊徐方。”
王维的《鸟鸣涧》有“月出惊山鸟，时
鸣春涧中”的诗句。因此用“惊”字替
代“启”字，内涵更加丰富，使人联想
到，惊蛰一到，沉闷一冬的天空春雷滚
滚，沉睡在地下的百虫惊遽而起，纷纷
钻出地面，探个究竟。晋陶渊明有诗
曰：“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
各潜骇，草木纵横舒。”诗人长卿在

《惊蛰》 一诗中云：“陌上杨柳方竞春，
塘中鲫鲥早成荫。忽闻天公霹雳声，禽
兽虫豸倒乾坤。”惊蛰犹如平地一声
雷，冬眠的虫豸爬出洞穴，横冲直撞，
四处觅食。

进入唐宋时期，“启”字的避讳已无
必要，“启蛰”的名称又重新被使用。如
唐人柳宗元《非国语·不藉》：“启蛰也得
其耕，时雨也得其种。”但是由于长期用
语习惯，唐代的《大衍历》继续使用了“惊
蛰”一词，并沿用至今。 据《西安晚报》

一字之差 “惊蛰”灵动两千年

复工春耕之际莫忘防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