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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耕 行 事 的 千 年 宝 典
祁家录

古老的农耕社会产生了一年二十四
节气 ，其完整的记录出自淮南 ，更贴近
淮河流域的自然气候 ，对全地区 ，尤其
是淮南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而又久
远的影响。 而影响最广泛、最直接的就
是农业耕作。

节气，淮南民间称“节令”，俗话说：
“种庄稼要看节令，早晚行事。 ”经过长期
的耕作实践，人们科学的总结验证，用二
十四个节气来指导农业生产， 并形成了
一些朗朗上口的农谚， 以方言口语世代
传承，不识字的农民也能脱口而出，可见
二十四节气在农民心中扎根， 尽管时代
变化还是依节令种田。

农耕首先是播种， 而播种的前提是
不违农时，到什么节气种什么作物，一定
要按自然规律行事。 对这种规律，农民不
会从书本里找，而自己嘴边就有，如“清
明前后， 种瓜种豆”“清明泡稻， 谷雨下

秧”等很多农谚俗语，都是适时播种的体
现。

淮河岸边平原辽阔，多滩涂沙地，传
统的种植模式为“一麦一豆”，午季作物
以小麦为主，至今，小麦仍是淮南市的主
要粮食作物。 小麦生长期较长，农谚俗语
对小麦从种到收，都有很多表述，至少连
接到 7 个节气。

“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
简短的一句话，点出小麦播种的适期是寒
露。农民有“麦无二旺”的说法，过早播种，
冬季苗旺容易受到冻害，影响到春季的生
长。而播种迟了，出苗弱小，不利于发棵减
少穗数，也会造成减产。

“清明前后见麦穗”，“清明不见穗、
土地老爷都有罪”。 入春以后，气温回升，
到清明前后，小麦开始抽穗，如果见不到
麦穗，那就是自然气候反常。 这是提醒农
民，小麦生长已进入抽穗阶段，要做好后
期管理，争取更好的收成。

“立夏三尺火，麦死九条根。 ”这种夸
张的说法，形容到了立夏地火蒸腾，小麦
逐渐接近成熟。 人们自然会及早行动，购
置和修理各种农具， 做好抢收小麦的准
备。

由于小麦品种不同，播期不同，成熟

有早有晚。 对小麦的收获期，农谚说：“小
满收麦家把家，芒种收麦普天下”，并肯定
地表述：“芒种地里无青麦”， 这是说到了
芒种这个节气， 不管什么小麦都成熟了，
不要延误时间，抓紧抢收，打晒入库。

沿淮地区的秋季大宗作物是大豆。大
豆，淮上人也称黄豆，播种期较短，收获了
小麦以后就要抓紧趁墒抢种。 “夏至种黄
豆，一天一夜扛榔头。 ”这句话道出真经，
夏至这个节气， 正是播种黄豆的最佳时
间，如果墒情适宜，在 24 小时内就可生根
发芽。对黄豆的播种时限，俗语的回答是：
“夏至十八天，长横不长竖。 ”到了夏至后
的“十八天”，再种大豆就长不高了，只有
加大播种量，以密植争取好收成。

绿豆是淮上人喜欢的一种杂粮，播种
期比大豆稍晚， 农谚说：“大暑前小暑后，
两暑中间种绿豆。”这两个节气之间，最适
宜种植绿豆。 沿淮地区多滩涂洼地，在遇
洪灾退水以后，人们为了抢时间，就在泥
水中撒下种子。 绿豆的播期可延迟到立
秋，传统说法有“秋前秋后，雁爪绿豆。”这
里将绿豆的黑荚比喻为“雁爪”，意思是立
秋前后种的绿豆，虽然棵子长不大，但结
出的黑荚还会像雁爪那样多，只要适当密
植，还会有不错的收成。

“种菜要看节令。 ”这是上世纪 80 年
代，长青蔬菜队一位农民技术员说的。 他
告诉我：“在立秋前三天、后三天，播种的
大白菜，菜心包得最好。 ”同时，对蔬菜的
收获也有传统的说法，“二月清明菜不老，
三月清明老白菜”、“打春的萝卜， 立秋的
瓜”，这些都是收获蔬菜时限的俗语，过了
这个节气，品质就会下降，口感就不好了。

种田受自然限制有一定的风险，而农
民可以根据不同节气出现的自然现象，预
测未来将要出现的水旱灾害，做好防灾减
灾的准备，降低灾害造成的损失。“立夏不
下， 白犁白耙”、“夏至西南风， 当时水来
冲”、“打鼓送秋，好粮食天收”，乡下流传
的这些老古话，往往可以得到应验。 虽然
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但可以让农民有应
对的措施防灾避灾。

人们将二十四节气传承了一年又一
年，传承到今年，农业又是大丰收。 春节，
庄户人赶集上店购年货， 乡村充满喜气。
集头上，一位老人拿着刚买的日历，口中
念叨：“能看看什么时候到什么节气，种地
心里就有数了。 ”

看，农民就是这样，把二十四节气当
成是种田的宝典，是新一年劳动致富的财
源。

背 影 杀
———楚考烈王记事⑤

沈国冰

有人说，世间所有的相遇，不过是久
别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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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273 年，秦国的王，昭襄王已

经担任秦王 34 年了。
5 年前，也就是公元前 278 年，秦昭

襄王的爱将，那个战国时期的战神白起，
率领秦军一举攻陷了楚国的都城郢。

噩耗传来，楚国举国皆惊、百姓哭声
震地。被流放在外的楚国左徒屈原，悲愤
不已，怀抱一块大石，纵身投入汨罗江。

楚国被迫迁都陈城， 也就是现在河
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原淮阳县，后改设淮
阳区）。

左徒屈原投江， 以身殉国， 用死明
志。

左徒职位出现了空缺。
选来选去，楚顷襄王最后选定了一个

人，来接替屈原，填补左徒职位的出缺。
这个人，就是黄歇。
这一次的秦楚之战， 伤了楚国的元

气。使得楚国暂时再也无力挑战秦国了。
降服了楚国的秦昭襄王， 开始把目光望
向三家分晋后迅速崛起的赵国。

公元前 273 年，秦、赵之间爆发了进
入战国之后的第一场战争：华阳之战。严
格讲起来，华阳之战，是魏、赵联军同秦
军发生的战争。结果，魏、赵惨败。同样吃
了秦昭襄王败仗的楚顷襄王和赵惠文
王，他们惺惺相惜，同病相怜、同仇敌忾，
决定联合起来，一起对付秦昭襄王。

公元前 273 年冬天， 楚国左徒黄歇
受命，出使赵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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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使者、 左徒黄歇来到了赵国都

城邯郸。
赵惠文王不仅亲自接见了楚国使

者、左徒黄歇，还派出了自己的亲弟弟、
当朝相国赵胜， 作为赵惠文王的特命全
权代表，接待黄歇并同黄歇进行会谈。

后来，黄歇成为了春申君，赵胜成为
了平原君， 位尊至高无上荣誉的战国四
君子之列。 不过，那是后来的事情了，当
时，他们还都不是。

黄歇和赵胜一见如故， 会谈进展得
非常顺利。 会谈接近傍晚时分结束。

气温骤降，下雪了。赵胜为黄歇举行
了热情而盛大的欢迎晚宴。 赵胜的相府
里，宾主尽欢。 晚宴结束的时候，黄歇有
些微醺。 会谈顺利，和赵胜一见如故，邯
郸的第一场冬雪，美酒佳肴丝竹仙乐，一
切都是那么美好。 黄歇的心情，也很好。
赵胜热情提议，陪同黄歇夜游丛台。

春秋时，晋定公十二年，也就是公元
前 500 年，晋国正卿赵鞅（赵简子）将邯
郸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从此，邯郸便成
为了赵氏的世袭领地。

公元前 453 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标
志着春秋的终结、战国的开启。 从此，晋
不复存在， 韩赵魏和秦楚燕齐并列 “七
雄”。

赵敬侯元年，也就是公元前 386 年，
将赵国都城从中牟（今天河南省鹤壁市）
迁都至邯郸，从此，邯郸一直都是赵都。

赵武灵王 （公元前 325 年-公元前
299 年） 为了阅兵和庆祝胜利而进行歌
舞演出的需要，在都城邯郸大兴土木，兴
建了丛台。 丛台设计奇特，台上有天桥、
雪洞、花苑、妆阁诸景。

用今天的话来讲， 丛台无疑就是一
个庞大壮观的赵国国家文旅综合体。 丛
台更是闻名于诸国，去赵国，必到邯郸，
来邯郸，必一睹丛台风采。

丛台，还是美女云集之地。
发端于丛台的一种舞步，叫做踮屣，

流行和风靡七国。
以至于，那个燕国少年，因为仰慕丛

台舞步踮屣，千里迢迢，来到邯郸学步，
这就是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著名成语
“邯郸学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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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相赵胜陪同楚国高官黄歇来夜游

丛台，这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那一晚的丛台，一如每个夜晚那样，

歌舞升平，烛火璀璨，笑语喧哗，溢光流
彩。丛台和丛台的每一个人，都沉醉在这
个天上人间的荣华和迷离。

丛台有一条大街，这里聚集着来自七
个国家的各种物品。 还有邯郸的平民，他
们每晚在这里售卖着自己的货品，或美食
或手工艺品或衣物，他们来丛台淘生活。

冥冥之中，好似有一种无形的力量，
牵引着黄歇。

黄歇和赵胜走进了这条大街。
物品丰富，让人眼花缭乱；美食的香

味，夹杂着雪花，让人们口中生津。
在熙熙攘攘、拥挤喧闹的大街上，或

明或暗的烛光映照， 两个少年伫立在街
边，躲避着漫天飞雪和寒气。

他们的脚边有一只柳条编织的篮
子，满满一篮子崭新的棉鞋。

他们把双手拢在棉衣的袖子里，棉
衣单薄，显然抗不住这晚间的寒风。

不知何故，那两个少年，如同磁石一
样，牢牢地吸引了黄歇的目光。

两个少年虽然衣着褴褛， 却干干净
净。他们年纪虽小，却已经显露出不同于
常人的挺拔身姿和俊朗身形。

今晚，他们已经站在风雪里许久，他
们还没有售卖出一双妈妈亲手缝制的棉
鞋，还没有吃上晚饭。如果今晚售卖不出
这些棉鞋， 等待他们的不仅有异父异母
哥哥的辱骂，更会有继父的一顿毒打，还
会有妈妈一晚上的暗暗哭泣。

黄歇站在少年的面前， 用手爱怜地
拍了一下高一点的那个少年的肩膀，又
抚摸了矮一点少年的头。

黄歇买走了一篮子棉鞋。
走出几步，黄歇转回身来，取出两件

锦袍，递给了两个少年。
两个少年，跪倒在雪地里，表达他们

对这个陌生人的感激。
赵胜感叹：左徒有君子之风。
黄歇说：彼此。 国相大人奖掖。
那个时候，不到 40 岁的黄歇已经登

上楚国左徒的高位，且深受楚王赏识，正
是意气风发、春风得意之时。

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自带气场，光
环加身。 俊朗的他，气度超群，散发着无
与伦比的成熟男人的无尽魅力。

想来，在风雪之夜的邯郸丛台，也是
如此。

两个少年，手捧锦袍，注目着黄歇挺
拔的背影，直至消失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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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顷襄王敏锐地洞察到， 如果再不

改变和秦国的外交战略， 楚国很快就要
亡国了。

为了楚国的生存， 楚顷襄王不得已
向秦昭襄王服软。

他的低头， 是为了换取国家的生存
空间。

有些时候，要想挺直腰杆，得先弯下
腰。

秦昭襄王说，可以啊，寡人可以不打
楚国，但你得把太子送过来！以向寡人证
明你的诚意。

楚国太子熊完作为人质， 左徒黄歇
陪伴，前往秦国。

此去，10 年。
公元前 263 年春天， 楚顷襄王病危

不治。
黄歇舍命而为， 将自己置于险境，

“偷梁换柱”，熊完得以逃回楚国。
公元前 263 年秋天， 熊完登上楚王

大位，是为考烈王。
熊完深知，这一切得之不易。
如果没有黄歇的 10 年不离不弃，如

果没有黄歇的舍命相搏， 哪里会有楚王
熊完？

感激涕零。
于是， 楚考烈王熊完封黄歇为楚国

相国，赐地淮河以北十二县作为封地，尊
号春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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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262 年的冬天， 楚国都城陈

城异常寒冷。
大雪连续下了三天。 国都大街上铺

满厚厚积雪，寒风凛冽，滴水成冰。
这一天下午， 楚国的国相春申君黄

歇正在相府批阅公文。
衙役手捧一件锦袍进来：禀报相国，

门外一个青年求见， 说是相国的邯郸故
人。

锦袍虽然年代久远陈旧， 却整洁干
净，散发着隐隐幽香。

手抚锦袍， 黄歇的内心似乎被什么
所触动，思绪一下子飞奔到 11 年前风雪
之夜的丛台。

门外的青年来到黄歇面前， 拜倒于
地。

他的名字叫做李园。
从此，赵国人李园，做了楚相春申君

黄歇的门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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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年春天，一日，楚相春申君黄歇和

门客李园谈论国事。
黄歇好似突然想起一件深埋记忆已

久的事情，问道：那晚在丛台和你一起站
街卖鞋的少年，可是你的弟弟？他现在哪

里？ 他可安好？
李园告诉春申君，那个少年，是自己

的亲弟弟，这些年，他们颠沛流离，贫困
交加，一直相依为命。自从做了相国大人
的门客， 加上相国大人的赏赐， 收入颇
丰， 衣食无忧。 还在国都购置了一处院
落，他们一起住在那里。

李园特地告诉春申君， 他的弟弟患
了一种怪病，羞于见到外人。但他对一面
之缘的相国大人一直念念不忘。 那件锦
袍，他的弟弟只在丛台那晚穿过一次，从
此再也舍不得穿，一直珍藏着，盼望着今
生能够再见到相国大人。

11 年了，他们终于找到了，在丛台
的风雪之夜，慷慨买走他们的棉鞋，向他
们赠送锦袍的贵人。

黄歇决定去看望李园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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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春天的晚上， 在门客李园幽静

雅致的院落， 门客李园用心为国相黄歇
准备了一场精致晚宴。

酒过数盏。
忽闻佩环之声， 幽香袭来， 烛火摇

曳。
一个妙龄少女， 出得厅堂， 满室生

辉。
春山横斜，流水浮香。 远山含黛，眉

目传情。
阅人无数的国相黄歇， 被少女的绝

世美貌所惊， 竟然把一盏酒洒在了自己
的锦衣上。

李园和少女双双跪拜于地。 李园告
诉国相，这就是国相大人 11 年前丛台风
雪之夜，见过的那个少年。

她是自己的亲妹妹， 她的名字叫做
李环。

红袖添香，国相黄歇畅饮。
宴罢， 门客李园和妹妹李环送辞国

相。
微风习来，春风荡漾。
国相登车，李环回转。
隐隐的夜光里，衣袂飘飘，春风掠起

李环的长发。
风姿妖娆，渐渐行远。
国相黄歇的车马却原地未启， 他坐

在车里，透过锦幔的缝隙，凝视着她的背
影。

国相在内心感慨，既以背影惊天下，
何以转身乱芳华。

未曾想过，李环却转回身来，疾步走
向国相的车驾。

梨花带雨，眼角含泪。
李环站在夜色里， 轻声对春申君黄

歇说：
“将军，带我走吧！ ”

大 美 寿 州
唐新连

寿州， 寿县古名之一， 寿春、 寿
阳也是 。 六朝胜地 。 历史上 7 次为
都 ， 10 次为郡 。 宋代欧阳修 《行次
寿州寄内》 曰： 紫金山下水长流， 尝
记当年此共游。 今夜南风吹客梦， 清
淮明月照孤舟。 寿州是国家历史文化
古城和安徽省重要旅游城市， 位于今
安徽省中部 ， 属淮南市辖 ， 农业大
县。

寿州古城， 地处襟江扼淮险要，
历史地位显赫 ， 自古及今交通运输
战略要地 ， 兵家必争 。 历代主政者
对城垣修筑极为讲究 ， 屡毁屡建终
成构造独特， 功能多样， 重关叠雉，
制度森严的铁壁铜墙 。 拥有 “金汤
巩固”， “崇墉障流” 的美誉。 清孙
家鼐曰 ： 城堞坚厚 ， 楼橹峥嵘 ， 恃
水为险 。 高大威武高耸笔挺的灰色
古城墙如苍龙环绕 ， 将 3.65 平方公
里的方形城区紧搂怀中 ， 阻挡天灾
兵燹 ， 庇佑民众 。 2012 年 11 月 17
日 ， 寿县古城墙与兴城城墙 、 南京
城墙 、 临海台州府城墙等八个古城
墙 以 “中 国 明 清 城 墙 ” 名 义 列 入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 寿
县古城墙已成为寿县人民一张闪亮
的名片， 闻名遐迩。

宾阳门， 定湖门， 通淝门， 靖淮
门分列东西南北， 对望辉映。 通淝门
前 4 只石狮蹲伏着栩栩如生， 仿佛在
向人们述说着古城风云变幻、 沧海桑
田。 城门楼梯的青石台阶光滑明亮仿
佛历史长卷照明灯。 走上台阶， 不觉
自己与 “门里人” 成了风景画。 众游
客拍照留恋。 城墙外侧壁脚处特设一
道护城石堤， 瓮城内外门向交角角顶
为圆心， 城涵 （水关） 上建有月坝，
一砖石结构的圆形， 避免了城内积水
的淹没隐患 ， 也可随时进坝起闭闸
门， 控流自如。 属国内独一无二。 见
证了中国古代水利之神奇， 为古人科
学智慧叹服。

城头俯瞰， 护城河水波光粼粼，
如同一条透明的蓝绸子静静地躺在这
座小城的怀抱中。 护城河与城墙相依
紧守， 为寿县城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伫立远望， 河水弯弯， 从城脚
下流过， 源远流长。

十字大街笔直敞亮， 步行街风光
旖旎， 车马繁盛， 宾客盈门。 沿街门
庭一副副楹联意味隽永， 雄墨横姿，
博古通今， 书韵飘香， 人文昌瑞， 书
声琅琅。

漫步悠悠古巷， 豆腐脑， 热烧饼
的吆喝声悦耳动听， 非遗、 文玩、 地
方特产、 特色餐饮、 传统文化等业态
促进了古城经济社会的发展， 也开启
了楚都古城的新格局。 小巷， 永远是
人们唱不够的恋歌。

唐玄奘奉旨建造东禅寺更名报恩
寺。 唯一以 “楚文化” 命名的博物馆
仿佛让你回到钟鼓铿锵淮水汤汤春秋
战国的楚国 。 “一步千年 ” ， 楚都
“郢爰”、 “盧金”、 “陈爰”、 “專爰
金” 耀眼夺目， 影响深远。 它是城市
的眼睛 ， 历史的缩影 ， 不辱以寿为
名， 不愧为 “地下博物馆”。 留犊祠
巷、 楼巷、 南过驿巷、 状元街、 将爷
巷、 大卫巷、 棋盘街、 紫金街、 洒金
塘沿等古街小巷， 或以巷命名， 或以
姓命名， 叙事记史， 各具特色。 巷院
里， 装薯片的纸盒种兰花， 废弃的盆
罐种辣椒， 挂满墙角的一颗颗丝瓜，
居然是长在啤酒瓶里 。 此处不乏风
景， 令人脑洞大开。

饿了 ， 那就尽情享受寿州美食
吧。 移步餐桌珍馐百味： 牛肉汤、 热
烧饼、 豆腐银鱼豆杂饼、 大救驾、 狮
子头、 馏腊肉、 咸水鹅， 廷龙瓜子、
咸胗爪、 萝卜干、 馓子、 炸果圆子虾
米汤。 真过劲！ 吃饱喝足了吧， 一人
得道鸡犬升天 、 屐齿之折 、 风声鹤
唳 、 草木皆兵 、 瓮中捉鳖 、 投鞭断
流、 围棋赌墅、 当面鼓对面锣、 东山
再起……啊 ， 这里是名胜掌故的地
方， 乐哉！ 美哉！

寿州， 一城千年人文典故， 一街
楚汉魅力古都， 以史为荣地域自信，
崭露新时代新文化。 南下工业园区，
产业联盟， 敞开经贸， 繁荣往来， 砥
柱巍然； 北上旅游景美， 千年古情，
古史鲜知， 田园风光， 星汉灿烂。 城
内春意盎然自由生活欣欣向荣， 城外
田园农庄打造精致一派生机。

有幸遇见你来， 似曾相识， 亦会
欣喜。 有朝一日， 不妨带上家人， 邀
上亲朋好友， 寿州走一走， 感受楚风
汉韵， 人生不留遗憾。

邯郸武灵丛台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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