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陈赫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

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随着时光脚

步的推进，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

气——惊蛰就要来临。

惊蛰，时间在农历每年二月初一前

后 (公历3月5-6日之间 )。惊蛰，“蛰”

是藏的意思。惊蛰是指春雷乍动，惊醒

了蛰伏在土中冬眠的动物，也标志着仲

春时节的开始。

惊蛰曾被称为“启蛰”，在汉景帝

以前的文献中，出现的有关惊蛰的词语

都是“启蛰”。《左传·桓公五年》里曾

写道：“凡祀，启蛰而郊。”意思是凡

是祭祀，启蛰时举行郊祭。郊天之礼

是周代最为隆重的祭典，祭祀天地日月

的活动，皇帝亲自参加。成书于战国时

期，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传统农事历书

《夏小正》也曾有这样的记载：“正月启

蛰，言发蛰也。

启蛰被改名为惊蛰，出现在汉朝第

六代皇帝汉景帝时。在古代，为了维护

等级制度的尊严，在说话或写文章时,

遇到君主或尊亲的名字都不直接说出或

写出，以示尊重。汉景帝名为刘启，正

好与启蛰相冲，所以为避汉景帝名讳，

而将“启”改为了意思相近的“惊”字。

这一点在南宋经史学者王应麟的《困学

纪闻》中有所记载：“改启为惊，盖避

景帝讳。”

此次改名还引发了中国节气史上的

一次巨变，节气的顺序有了很大的调整，

汉景帝之前为“立春—启蛰—雨水—春

分—谷雨—清明”，汉景帝之后为“立

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

雨”。

及至唐宋时期，经过多次改朝换

代以后，“启”字的避讳已经没有必要，

于是“启蛰”的名称又重新被使用。在

不少文学作品里，又出现了“启蛰”的

身影。如唐代柳宗元《非国语·不藉》:

“启蛰也得其耕，时雨也得其种。”南

宋曹彦约《惊蛰后雪作未已阴之湖庄》：

“启蛰候虫犹自闭，向阳梅子自能酸。”

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唐开元年间得

以改变。由于人们长期的用语习惯，著

名僧人一行编《大衍历》时，再次使用

了“惊蛰”一词，并沿用至今。

惊蛰在历史上沿袭千年，也有众多

的习俗流传下来。如祭白虎化解是非:

民间传说白虎是口舌、是非之神，年都

会在这天出来兴风作浪，给人们带来百

般不顺，大家为了自保，便在惊蛰那天，

以猪血、生猪肉祭祀白虎。

又如惊蛰吃梨。惊蛰吃梨的习俗

源于何时，无迹可寻，有说吃梨是为了

记住祖先创业之艰难。有说吃梨是为

了助益脾气，以增强体质抵御病菌的

侵袭。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

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到了惊蛰，

中国大部分地区开始进入春耕大忙季

节，万物开始进入灵动的时分。而一年

的希望正是从此时开启，人们期盼的

收获，也会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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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惊蛰”
文 / 王丽君

故事应该从四十年前的那个阳春开始说起。

“张医生，您的眼睛肿了，快去医院看看吧”。那天，在一间农家屋里，

村民曾顺生着急地对一个穿碎花衣的女子喊。

女子叫张漫珍。只见她左肩挎着行医箱，右手使劲捂着右眼，似

有剧痛伴随。

当天，她为他家 5 岁的儿子接种预防天花的疫苗。那孩子因为害

怕打针而哭闹，小手逃离母亲的臂护，一拳打在张医生的左手上。一

瓶刚打开的药液，几乎从张医生手中“跳”起来，洒向空中，同时也

溅入了她的右眼内。

她虽用盐水反复冲洗，但疼痛很快紧随而来，感觉到越来越严重

了，便急忙收起医药箱，打算去乡卫生院，没想到村民曾迪成神情紧

张地跑了过来。

“张医生，我老婆快要生了。乡卫生院的医生说是什么‘踏花生’，

让我们转县人民医院。我们家，出不起这个钱呀。您能帮我想想办法吗？

只能求您帮忙了。”

张漫珍知道，他家拿不出几元钱，又无车，村里与县城相隔五十

公里 ......“踏花生”是医学理论中的足先露，属于胎位不正的一种。

乡下无数女人因此而与生死只隔一道门，或大人孩子一并不保。

“我去看看再说。”张漫珍愣了一下，没再顾及村人的提醒，跟着

曾迪成向他家疾步奔去。

28 岁的张漫珍，初中文化，在乡下不多见。几年前，她被村里选

为了赤脚医生。聪明好学、勤劳善良的她，在三个月的培训期间，不但

被评为优秀学员，还经县卫生局的考绩考核获得了行医证。从此，她

踏上行医之路，与同行一样，没有固定编制，受当地乡镇卫生院直接

领导和医护指导。

1974 年后，随着乡村合作医疗队伍的扩大，赤脚医生开始分工明确。

张漫珍负责村里的疾控防疫、妇女儿童保健等工作。每年为儿童打预

防针，预防流感、天花、结核，她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在其中。哪怕是

暮霭沉沉的深夜 , 或风雨交加的日子，只要有人求医，她都随喊随到。

夏天，她到枚子冲村民熊新秋家出诊，熊新秋当时高烧不退。诊

断后，确定没有大问题，张漫珍便对熊新秋爱人说，“你忙你的去，我

来帮你照顾她吧。”她知道他在工地做事，耽误时间就是耽误工分。

接下来的几天，她负责给熊新秋打针，顺手帮她洗脏衣服，还从自家

带了米，熬了粥端到她床边。

记忆最深的是，接生时，她总是为产妇着急，总是担心一个个鲜

活的生命，在自己的手上有闪失 ...... 在从医期间，她以医者的责任，让

一个个孩子从她温暖的手中来到人世。

回到本文的开头。

张漫珍医生用医用纱布绑着眼睛，忍着痛，在曾迪成家守了三天，

用“外倒转术”纠正胎位的方法，帮助产妇顺利地生下了一个男孩，

却耽误了自己最佳的治疗时间。直到曾迪成喊来邻居，与她的爱人一起，

把她送往县里的医院。

她患上病毒性角膜炎，当时没有特效治疗办法，辗转县里多家医院，

医生都建议她到省级医院就诊。

此后，为治眼睛把家都治穷了，仍不见起色，附近村的赤脚医生、

老百姓还纷纷捐款，但对于她的眼病治疗仍不过是杯水车薪。

如果还是没有好转，最后的方法只能把眼球摘掉。省中医附一医

院医生见她有时痛得休克，便和她商量，她没有接受。好在又熬过了

些日子，疼痛减轻了一些，但每次复发，还是痛得死去活来，视力也由

原来的1.5降至0.5。  

那些日子真是永生难忘，为了治疗眼睛，她不停地在医院与家之间

往返，最长的一次一个多月没回家……眼睛不疼的时候，还继续为村

民行医看病。

时光荏苒，如今，张漫珍像许多赤脚医生一样，已年过花甲，她

的眼睛痛了八年，现在视力依然很差，儿女们把她接到了长沙生活。

那个棕红色的行医箱，她依然保存着。背带已磨破了皮，箱子里

有一块旧得掉皮的红色油布，有一把弯头不锈钢剪刀，一支旧水银血

压计，一个旧皮管听诊器……

她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搬家几次都带着。我知道，行医箱不

只是属于她一个人的记忆，而是属于那一代赤脚医生的记忆，那一代

农民的记忆。不管时光如何流逝，永不褪色的记忆，像血压计的水银，

晃动着银色的光芒。那一刻，我看到张漫珍老人满身银光。

是的，她与和许多与她同样的人，回首之时没有苍白潦草，只有

走过田野与山坡的亲切，只有与千家万户心贴着心的温暖。

赤脚医生张漫珍

文 / 郑学富
在北京 2022 年冬奥会闭幕式上，

独具东方韵味的折柳寄情给很多人留

下了难忘的印象。伴随悠扬的乐曲《送

别》, 演员手捧发光柳枝 , 轻盈缓步进

入场地 , 走过之处 , 微风轻拂 , 柳枝摇

曳，这是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奥运健儿

依依惜别。

折柳寄情的传统在中国其实由来

已久。《诗经》有“昔我往矣，杨柳

依依。今我来思 , 雨雪霏霏。”赋予了

柳树的留别意境。刘禹锡有“长安陌

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的吟诵，

唐彦谦有“晚来飞絮如霜鬓，恐为多

情管别离”的诗句。柳絮之“柳”与

“留”谐音，“絮”与情绪之“绪”谐音，

古人折柳相赠，有难舍难分、依依不

舍之意。

古代地理专著《三辅黄图》记载：

“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

客至此桥，折柳赠别。”于是灞桥折

柳赠别好友成为一种时尚。唐人吴融

在《咏柳》一诗中写道：“灞陵千万树，

日暮别离回。”李白也有“此夜曲中

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的诗句。

由于灞桥之上，无数次上演生死

离别的场景，成为销魂伤心之地，故

又称灞桥为“销魂桥”。

《开元遗事》中说：“灞陵有桥，

来迎去送，至此黯然，故人称为‘销

魂桥’。”刘禹锡有诗句：“征徒出灞涘，

回首伤如何？”沈彬也有“一条灞水

清如剑，不为离人割断愁”的诗句。

久而久之，“灞桥折柳”演变成一种

风俗，风靡全国，沿袭历朝历代。

宋代以后，京城东迁，灞河垂柳

已不再有昔日的郁郁葱葱，灞桥之上

车马辚辚的离别之景也少见了。宋代

词人柳永在《少年游》中写道：“参

差烟树灞陵桥，风物尽前朝。衰杨古

柳，几经攀折，憔悴楚宫腰。”明人

徐复祚也有“则看他迎风袭袭，笼烟

袅袅，肠断灞桥滨”的诗句。满清时

期，灞桥之上的缠绵离别之情已不复

存在，只有古道沧桑，残阳夕照，柳

絮飞舞。

清康熙十九年 (1680 年 )，时任河

东监使的朱集义咏诗作画，描述了关中

八景，其中《灞柳风雪》一诗写道：“古

桥石路半倾欹，柳色青青近扫眉。浅

水平沙深客恨，轻盈飞絮欲题诗。”

在闭幕式表演中，柳絮翩翩飘弄 ,

漫天飞舞 , 似离别愁绪 , 也是延续生

命的种子。无心插柳柳成荫，柳条有

强大的生命力，插土就活，年年插柳，

处处成荫。折柳赠别还蕴含着美好的

祝愿，希望亲朋好友到了新的地方，

能迅速适应新环境，像柳条一样很快

地生根发芽，长成一片新绿，成为一

望无际的森林。清朝陕甘总督杨昌俊

看到当年左宗棠在河西走廊和新疆所

栽的柳树已是莽莽苍苍、郁郁葱葱时，

不由地感慨万千，写下了诗句：“新

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折柳寄情 !
中国式浪漫有何深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