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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与荆州习俗

江津风物

狮子山，又名白螺矶，《水经注》称之为忌置山。
有人考证，屈原在《哀郢》中称之为大坟,位于监南白
螺镇长江之滨。狮子山海拔高 59米，面积 0.16平方
公里，可气宇不凡。它伫立大江之滨，俯视八百里洞
庭和浩浩荡荡的长江。狮子山的山势西高东低，形如
雄狮，狮子山因此而得名。狮子山西侧主峰奇石突
兀，悬崖峭壁，如雄狮引颈长啸；东侧二峰蜿蜒迤逦，
如狮身半蹲半卧；山上茅草丛生，如狮子鬃立毛竦，浑
然天成。白螺矶与湖南道仁矶隔江对峙，互为犄角，
锁住长江和洞庭湖的咽喉，形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
争之地。

狮子山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首先是“轩井
流霞”被列入监利“容城八景”之一。据清同治《监利
县志》记载：“狮子山上……有轩辕井,相传轩辕黄帝
游乐洞庭曾憩此”。传说黄帝见这里山明水秀，松青
鹤舞，认为是神奇宝地，令人在此掘井炼丹。年长日
久，所掘井水呈红色、像霞光流动，长年不涸，这一神
奇景观，被称之为“轩井流霞”。还有一个版本的传说
是：轩辕黄帝在阪泉战败蚩尤后，蚩尤南逃至狮子山，
黄帝与蚩尤在狮子山这场最后的决战中战胜蚩尤。
但黄帝的不少兵将和民众，在蚩尤布下的毒雾阵中中
毒，黄帝按九天玄女的嘱咐，在狮子山腰用宝剑掘成
一口水井，炼丹制药，解救受毒军民。这口井传世以
来，每当晚霞投映井中，似有万道霞光流动,蔚为奇
观，人们称之为“轩井流霞”。

其次是“石镜”卜岁。据清同治《监利县志》记载：
狮子山矶下有一块长宽见方的大石，名为“镜石”，枯
水季节露出水面，当地的习俗用此石预测当年的收
成。如“石镜”明亮晶莹，则为“大有之年”，否则就是

“歉收之年”。
三是考古遗址。1984年文物普查时，在狮子山

发现了一处距今约 4000年至 4600年的新石器时代
晚期的石家河文化遗址。从试掘的 20 平方米面积
中,出土物有石器：石斧、石铲、石锛、石球、石镞等，陶

器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灰陶居多，陶器纹饰有指窝纹、弦纹、堆纹、
篮纹、绳纹及镂孔，器形有鼎、瓮、豆、盆、杯、鬲、小动物；还有较多
的马牙、鱼骨骸。出土文物中重要的是镞和纺轮。镞是箭头，说
明这个时期县境先民已使用弓箭。纺轮是古代的纺织工具，说明
这个时期县境先民开始了纺织与缝纫。

四是屈原望郢亭。在狮子山的半山腰有一亭，名曰“望郢
亭”。相传，公元前272年，楚怀王听信谗言，将屈原流放。当屈原
来到白螺矶，准备在三江口渡江南下时，他“哀故都之日远”，写
《哀郢》“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据专家考证，大坟就是
白螺矶。后人为了纪念屈原,就在屈原登高回望郢都的地方，修
建了“望郢亭”。

五是葫芦口。狮子山下有条形似葫芦口的道路，地势险要。
公元 208年冬，曹操败走华容道，在葫芦口遭张飞率领的 3000人
马伏击，溃不成军，仓皇西逃。

六是宗公庙。南宋名将宗泽奉命在狮子山一带驻军，宗泽治
军有方，军纪严明，秋毫无犯，百姓爱戴。又敬佩其力主抗金，收
复失地的爱国精神。宗泽撤军后，百姓捐资在宗泽设军帐的半山
腰为其修庙，焚香膜拜，敬奉纪念，名曰“宗公庙”。

七是岳飞扎寨狮子山。北宋末年，湖南洞庭湖地区爆发钟
相、杨幺农民起义，由于南宋军队的残酷围剿，钟相被俘牺牲。杨
幺领导义军继续斗争，使义军发展扩大，声势远超钟相义军时
期。绍兴五年(1135 年)三月，南宋朝廷派右相张浚亲临湖南督战，
并把岳飞调往洞庭湖区，镇压起义军。岳飞率部在洞庭湖区排兵
布阵，设帐狮子山，指挥作战，并囤积粮草以为后勤补给基地。宋
军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办法致义军全军覆没，杨幺被捕，惨
遭杀害。

八是东晋、南朝时期在狮子山发生有几场战事。隆安三年
(399 年)，东晋大司马桓温与荆州刺史殷仲堪荆河垴之战；南朝刘
宋顺帝升明元年(477 年)，骠骑大将军萧道成与荆州刺史沈攸之的
白螺矶之战；南朝陈光大元年(567 年)，司徒陈顼与华皎在白螺矶
江面之战。

狮子山雄踞长江之滨,俯视滔滔江流和烟波洞庭，阅尽天地
苍桑、人世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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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孙芳草老彭梅
□ 谢 葵

彭玉麟（1816 年—1890 年），字雪

琴，号退省山人，人称“雪帅”。祖籍湖

南衡阳渣江，生于安徽安庆。1853年

佐曾国藩创建湘军水师后，因连挫太平

军而声名大震。1861年任安徽巡抚，

后为水师提督、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

臣、兵部尚书。他一生六次辞官，轻财

仗义，乐善好施，自奉甚俭。“不要官、不

要财、不要命”，立身处世“三不要”为

他赢得“刚直”谥号，可谓名副其实，现

在衡阳城内的船山书院就是他捐建的。

彭玉麟一生爱梅、植梅、惜梅、画

梅，尤以梅花诗画闻名，其笔下的梅花

“身姿虬曲，铁骨铮铮”，被誉为“兵家

梅花”。他还在每幅梅花画上题诗，合

称为“梅花百韵”。晚年辞官后的彭玉

麟不仅隐居湖南衡阳“退省庵”潜心画

梅，还在江西湖口水师昭忠祠旁边栽

满梅花，称之为“梅花坞”。有人说他

嗜梅成癖是因为怀念早年的女友梅

姑，唐浩明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中

就有两处写到彭玉麟的梅花情结。

曲园老人俞樾(1821 年—1907 年)

与彭玉麟是亲家，他的孙子俞陛云娶

了彭玉麟的孙女彭见贞。光绪元年

（1875 年），苏州曲园落成，彭玉麟“染

彩写照”，绘红梅一幅，以志庆贺。俞

樾大喜，视为珍宝，将《红梅图》勒石建

碑。并题七绝两首，其中一首曰：“老

彭淡墨写臞仙，不画红梅二十年。特

为俞楼助春色，胭脂多买不论钱。”

2018年底，苏州曲园作了一次较

大的修缮，画家姚永强找来原碑拓片，

重新刻制《红梅图》碑，使人游玩曲园

时能够一睹风采，感怀思古。

江苏镇江东北面的长江江心，有

一座焦山，海拔约 70多米，与对岸象

山夹江对峙，与金山、北固山合称为

“京口三山”。焦山定慧寺天王殿北侧

墙壁上也有一块彭玉麟的梅花图石

碑，“臣玉麐印”“南宫少保”字样清晰

可辨。碑长约 1 米 5、宽约 60 厘米。

右上方有题诗：“笛里寒梢蕊自开，几

年风雨不生苔。山窗夜半禅初定，应

喜无香触鼻来。”这首诗是明代高启的

《题道上人墨梅》。

石碑题字落款为：“乙丑新春走笔

于濡须水师军次以寄芥航禅友补壁 雪

琴彭玉麐。”由此可知，此画是彭玉麟

1865年在濡须（今安徽省无为县城北

边）所画，然后邮寄给友人焦山芥航法

师。芥航法师字芥航，又字芥舟，号六不

头陀，又称不须头陀，晚号不不头陀、守

鹤道人等。芥航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

年）五月四日圆寂，塔葬于竹林寺，蒯光

典为之作《焦山芥禅师塔志铭》。

除了画作，彭玉麟还留下一封论

画的手札，即《致王子寿书》（载《道咸

同 光 名 人 手 札》，台 湾 商 务 印 书 馆

1972 年影印版），信无上款（原件应

有，当为制版时截去），正文如下:

一昨罗公子书来，道先生缱绻下

问之意，并示佳章。三薰捧读，不禁心

花怒茁，狂喜上天。

麟耳大名久矣，顾未获赛修，无由

通款。不意正法眼藏，见石梅爱之，且

为谀饰词翰，实鄙人所念不到者。但

拈粉调丹，弱而好弄，酒酣耳热，时有

悲歌。年来蒿目时艰，觉壮志千寻，渐

成弩末。先生谬加宏奖，雄词健笔，飒

飒生风，传之千载，后人好读先生诗而

兼重麟之画与人，岂非附骥以行？其

荣幸何有比数？昔昌黎于长吉，一经

品题，名噪长安，麟虽非昌黎如其人，

而君则今之退之也。仰借余光，得增

身价，感甚且惭甚耳。

前代工墨梅者，以吴中圭为绝，今

罕有其匹，知精此技者鲜矣。麟以醉后，

信纸涂抹，辄邀鉴赏，嗜痂之癖，何古今

人不甚相远哉？然善梅巨帧，麟多醉后

作。非借酒以助兴，实因酒而发狂，信手

纵横，无盐忘丑，亦以时际艰难，杞忧恒

抱，郁郁不平之气，特假作梅老干以舒

之。可谓无聊复无奈矣。

入春以来，肝疾作楚，久不访红友，

亦久不梦到罗浮。昨以军次，清明寒食

漉酒，怅触遥深。不觉玉山欲倒，走笔染

纸。曾记前人有句云：“囊中剩墨无多

少，聊为通仙写一枝。”盖此意也。

驿使将来，寄尘雅盼，未审铁干横

斜中，尚有疏影寒香，仿佛一一否？

并附拓本八帧，先生试嗅之，堵墨

间当拂拂有酒气。借博胡卢一笑。

收信人王柏心（1799 年 ——1873

年），字子寿，号药亭、薖（ke）叟，湖北

监利螺山人（今属洪湖），近代学者、诗

人，工书善画，尤以写兰著称。道光二

十四年（1844 年）进士。官刑部主事，

旋乞养归里。博涉经史，林则徐以国

士礼之，曾国藩、左宗棠等遇事亦常就

咨询。林昌彝评其诗“音节高壮，格律

雄浑，平揖荔裳（宋瑰）可无愧色”。著

有《螺洲诗钞》《枢言》等，汇编为《百柱

堂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点校

出版）。另编有地方志数种。

阅信可知，王柏心偶然看见彭所

作《石梅图》，作诗颂之，彭因此来函表

示感谢，并写梅相赠。信中提到吴镇

（1280 年—1354 年），字仲圭，号梅花道

人，又自称梅花和尚、梅沙弥，浙江嘉

兴人，元代画家。擅画山水、梅花、竹

石、古木等题材。他的山水师法董源、

巨然，兼取马远、夏圭，干湿笔互用，尤

擅带湿点苔。主要作品有《洞庭渔隐

图》《渔父图》《秋江渔隐图》等。彭玉

麟坦言画梅的初衷：“时际艰难，杞忧

恒抱，郁郁不平之气，特假作梅老干以

舒之”。可见，他的“梅癖”不独因一女

子所发，“狂写梅花酬知己”之说，或有

附会之嫌，但琴心剑气，为情史添一佳

话，亦无须坐实。

如今，彭玉麟寄给王柏心的八帧

梅花拓本虽已失传，王柏心赠给他的

三首诗却保存《百柱堂全集》之中。

其一为《彭雪琴观察石梅歌》，将

彭比作东吴周瑜，对其文韬武略赞誉

有加：

都湖战烽石不裂，文作梅根势奇

绝。天然妩媚谁着花，补笔神功仗人

杰。人中之杰彭雪公，戈船破浪乘长

风。夺江夺湖数十战，战胜直泊吴城

东。吴城旧日周郎镇，彭郎再见威名

峻。凯歌张宴望湖亭，水国千年两雄

俊。醉惊巨石眠蒿菜，横斜影堕孤山

梅。彭郎善战复善画，攒花作蕊春风回。

其二为《雪琴方伯自军中枉书，兼

寄墨梅，裁诗报谢》，自比侯赢，而将彭

比作魏公子信陵君，勉励他像唐代裴

度、李愬一样建功立业。

隐矣空山不用文，潜夫谁遣度辽

闻。春来鸥梦闲江渚，天外鸿书下阵

云。竟许平交魏公子，几时长揖大将

军。相酬惟有书生笔，待纪平淮冠世勋。

其三为《寄赠雪琴方伯》:

明公威略震江湖，水国鲸蚁避釉

鲈。直卷白波倾酒益，不烦黄石授阴

符。雅歌意气军能暇，缓带风流将是

儒。东下三山帆进指，凌波苍见正堪呼。

晚清贡生张仲羲（1834 年—1924

年），又名张继和，号春谷，湖北建始

人，他有一首诗，将彭氏梅花与王氏兰

草并称：

文中文正济川才，炮火飞时楚岫

开。几日灵台歌偃伯，王孙芳草老彭梅。

其诗自注云：“监 利 王 子 寿 善 画

兰，彭雪琴尚书善画梅。”

彭玉麟一画一札，王柏心三诗，见

证了二人之间的友情，相得益彰，允称

双璧。

向来鹰祭鸟，渐觉白藏深。叶下
空惊吹，天高不见心。

气收禾黍熟，风静草虫吟。缓酌
樽中酒，容调膝上琴。

秋天，本身就是一首诗歌。唐代诗
人元稹《咏廿四气诗·处暑七月中》一诗，
从处暑物候现象切入，写得生动有趣。
如同所有节气一样，古人将处暑也分为
三候，即：“一候鹰乃祭鸟;二候天地始肃;
三候禾乃登。”处暑日一到，老鹰便开始
大量捕猎鸟类，天地间万物也开始凋零，
稻类作物开始成熟。

“处暑，处是终止、躲藏的意思。”
南京气象学院教授冯秀藻对处暑的解
读是，“处暑表示炎热的夏天即将过
去，快要‘躲藏’起来了。”处暑，七月
中。《礼记正义》中说：“谓之处暑者，谓
暑既将退伏而潜处。”《月令七十二候
集解》说：“处 ，去 也 ，暑 气 至 此 而 止
矣。”处暑，是反映气温变化的一个节
气。处暑的到来，表示炎热的天气即
将过去，暑气也将于处暑期间结束，我
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逐渐下降。正
所谓，“一场秋雨一场寒。”这不正是秋
雨与其他季节的雨水不一样的地方
吗？秋意，正在处暑节气中悄然渗入
渐凉的秋风秋雨之中。

处暑节气前后的民俗，大多与祭
祖与迎秋有关。旧时，民间从农历七
月初一起,就有开鬼门的仪式，直到月
底关鬼门止，都会举行普渡布施活
动。据说普渡活动由开鬼门开始，然
后竖灯篙，放河灯招致孤魂；而主体则
在搭建普渡坛,架设孤棚，穿插抢孤等
行事，最后以关鬼门结束。时至今日，
已成为祭祖的重大活动时段。

七月半，其实就是中元节，也称为
鬼节，就是中国祭祖的节日。在古代，
祭祀祖先主要有两种方式，即家祭和
墓祭。家祭，就是在家中或在祠堂内
祭祀，为祖先烧香、上供，合家叩拜祖
先；墓祭，则是赴墓地上坟、上供、烧
香，祭祀以故先人。史志资料显示，旧

时荆州百姓家里过“七月半”，祭祀祖
先，要焚烧封包、纸扎，藉以超度祖先
亡灵，以保佑子孙后代兴旺发达，清吉
平安。荆州人对七月祭祖向来十分重
视，家家都要烧香燃烛，设宴接祖。

民谚云：“三月清明把墓扫，七月
半来烧袱包。”袱包，是用纸包封纸钱、
冥钱，上写列祖姓名，于傍晚时焚祭，
谓“烧袱包”。在荆楚，七月初十、十二
两日为新亡人烧纸，十四、十五两日为
旧亡人烧纸。监利、洪湖等地百姓过

“七月半”，出嫁妇女，必于此日回娘家
省亲祭祖，即便远嫁外地的妇女，也大
都在七月十五日前赶回来，与家人一
起追悼祖先，被视为不忘本之一举。

中元节，是追怀先人的一种文化
传统节日，其文化核心是敬祖尽孝，是
流行于汉字文化圈诸国以及海外华人
地区的传统文化节日，与除夕、清明
节、重阳节共同组成中华民族传统祭
祖大节。《月令》中曰：孟秋“农乃登谷,
天子尝新，先荐寝庙”。文史专家认
为，中元节源于上古时期的“七月秋
尝”。战国时期，楚国将“七月秋尝”中
的祭祖、尝新、聚宴、迎拜刑杀之神四
项活动，与传流时间更久远的七月十
五“跳月”相结合，将岁时活动升华成
为节日。《中华全国风俗志》引用古人
诗文，说明中元祭鬼渊源于楚人的祭

“国殇”和礼“魂”。《楚国风俗志》中也
说，原生型的中元节产生于楚国，是带
有浓厚的南方文化色彩、符合南方民
族的文化、民俗及心理传统和需要的
一个节日。不过，非常遗憾的是，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中元
节”，并非荆州而是香港特区申报的。

“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
诸佛。”从《荆楚岁时记》的记载来看，
作为中元节重要活动的盂兰盆会，不
但历史悠久，也源于荆州。对此，《楚
国风俗志》里非常明确地说，“构成后
世中元节重要活动内容的盂兰盆斋，
兴起于南朝梁时的荆州”。传说，释迦

弟子目连见其母在地狱倒悬，求佛超
度，释迦要他在七月十五日备百味果
食，供养十方僧众，使其母解脱。于
是，就形成了盂兰盆会。

中元节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活动
——追祭先祖、祈福消灾的放河灯活
动。放河灯，是我国传统习俗，是人们
表达孝道和亲情与祈福消灾愿望的民
俗活动，广泛地流传于长江中游江汉
平原腹地的荆州特别是监利、洪湖和
石首等县市。放河灯习俗，由来已久，
宋代《梦粱录》就有七月十五日“放江
灯万盏”的记载。据《京都风俗志》记
载，中元节时“市中买各种花灯，皆以
纸作莲瓣攒成，总谓之莲花灯，亦有卖
带梗荷叶者，谓之荷叶灯。晚间，小儿
三五成群，各举莲花荷叶之灯，绕巷高
声云：‘莲花灯，莲花灯，今天点了明天
扔。’或以短香遍粘蒿上，或以大茄满
插 短 香 ，谓 之 蒿 子 灯 、茄 子 灯 等 名
目”。在监利，中元节放河灯习俗是先
民们原始崇拜和向河神祈求平安，以
及在江水湖泊里进行生产、生活时形
成的习俗，现已演变成为民间娱乐活
动并已列入“非遗”目录。

处暑这个节气，与其它节气相比，
似乎容易被人们所忽略。因为，处暑
既不同于小暑、大暑，也不同于小寒、
大寒，它是代表气温由炎热向寒冷过
渡的节气，一个夏秋转换的节气。

“残暑昼犹长，早凉秋尚嫩。”从唐
代诗人白居易的诗句中，我们可以深
切地感受到，处暑时节，夏季余温仍
在。肆虐的“秋老虎”，让人在感受到
丝丝秋凉的同时，仍被迫与迟迟不愿
退去的高温天为伍。不过，处暑已经
到来，秋凉还会远吗？

傍晚，登上蜿蜒的荆江大堤远眺，
秋光清浅，秋明空旷。秋色中，浩荡的
荆江与辽阔的天穹浑然一体，让人在
渔舟唱晚的诗意中,感受到唐代诗人
王勃“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
色”的绝美意境。

二 十 四 节 气 邮 票 的 第 十 四 枚 是《处
暑》。“处”，止也，是终止、躲藏之意。处
暑就是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意即要

“出暑”了。全国大部分地区林果、农作物
进 入 成 熟 期 。 南 方 是 收 获 中 稻 大 忙 时
节。农村加紧釆摘、抢抓农时，进行水稻
施肥、除草等田间管理。邮票设计十分简
洁，突出了粮食丰收主题。画面是农民正
在晒稻子。画家用传统的线描勾勒的表
现手法，将扬场、去掉空壳和灰尘的动作
以及农人收获的喜悦刻画得淋漓尽致。

二十四节气邮票之处暑
□ 赵楚辉

一场秋雨一场寒
□ 张卫平

微风 作者：刘明才（荆州）

翰墨荆楚

江津风物

朱元璋小时候帮地主放牛,经常吃不饱。有一天,他饿得实
在难受，就到一间小屋里去找东西吃。找呀找，找到了一个老鼠
洞,心想抓个老鼠充饥,便伸手掏了下去，挖到深处,发现里面竟
是一个小小粮仓。有大米、芋头、苞谷、豆子等东西。他把这些粮
食煮成一锅粥，喝得十分香甜。

后来，朱元璋当了皇帝，每天吃山珍海味吃厌了 .总想换换口
味。有一天，正好是腊月初八，想起小时候喝的那碗杂粮粥，就传
令御厨五谷杂粮煮粥进食。朱元璋吃后龙心大悦,将这粥赐名为

“腊八粥”。
后来，御厨将“腊八粥”的做法传到宫外,人们学着做,就传下

了吃“腊八粥”的习俗。

腊八粥
□ 赵 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