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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六

个节气，处在清明之后，立夏之

前。

谷雨取自“雨生百谷”之

意，体现了农业生产和降水之

间的联系。此时寒潮天气结

束，天气转暖，降水增加，利于

谷类作物的播种生长。农谚有

“谷雨下秧，大致无妨”“谷雨前

后，种瓜点豆”等，均是我国古

代农耕文化的反映。

谷雨节气，还有一项特别

的民俗活动——祭祀仓颉。

据记载，仓颉是黄帝时期

造字的史官，他受鸟兽足迹启

发，通过观察描摹事物的形状，

创造出文字，被尊为“造字圣

人”。传说在创造汉字的过程

中，仓颉把流传于先民中的文

字进行搜集、整理，让文字更加

规范。

汉字产生前，古人已经存

在了数十万年，但因为人类经

验无法高效地在代际之间积累

和传承，所以发展进步异常缓

慢。而汉字产生后，社会进步

的速度就变得突飞猛进。

汉字产生是一件惊天动地

的大事。汉代的《淮南子》一书

中，记载了一段神话传说：“昔者

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雨”在这里是动词，读去声，“雨

粟”是说谷子像下雨一样从天而

降。因为这段传说，谷雨节和仓

颉之间便产生了联系。陕西省

白水县史官镇是仓颉的家乡，建

有仓颉庙。每年谷雨这天，庙里

都要开展祭祀仓颉的活动，表达

人们对他创造汉字、肇始文明、

造福后人的感激之情。这也成

为自汉代以来流传两千多年的

民间传统。

“天雨粟，鬼夜哭”的传说，

也反映了先民对汉字这一新生

事物出现的惊恐不安、喜忧参半

的心理。忧的是汉字带来了体

力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掌握汉字

的人脱离了农业生产，粮食可能

会因此不够吃，连上天也担心人

们挨饿，所以“天雨粟”；喜的是

人们掌握了汉字，就具备了洞悉

宇宙的神秘力量，妖魔鬼怪将无

处遁形，无法再危害人类，所以

“鬼夜哭”。仓颉很像“洪水滔

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中

的鲧。他大胆创新、勇于开拓的

献身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

精神财富。

事实证明，汉字的出现对

中华文明发挥了巨大的推进作

用，使包括农业在内的各个领

域都获得飞跃发展。仓颉精神

激励着国人飞天、探海，不断探

索宇宙、自然的奥秘。

“自昔关南春独早，清明已

煮紫阳茶”。不负这美好春光，

我准备择清明这天出发，到陕

西紫阳的焕古镇，去品一品紫

阳的清明茶。然而所有的向往

和期待，终被疫情阻隔了。错

过了清明的茶事，再踏上征程

时，不知不觉时令已到了谷雨

前后。

驱车前行，巴山上成片成

片的茶树，绿油油的，它们沿着

汉江，起起伏伏向远方伸延着，

看不到尽头。“青山不墨千秋

画，绿水无弦万古琴”，巴山像

一幅保存了千年的美丽画卷，

汉水像一具延续了万古的琴，

悠扬的古韵四溢在天地间。

有人说“陕西好茶在紫阳，

紫阳好茶看焕古”。好山好水

出好茶，藏在大山深处的焕古

镇，曾是千年茶马古道的源头

之一，有着“贡茶之乡”的美誉。

踏着青石铺就的台阶，拾

阶而上，汉水就在脚下流淌，

古街上一条窄窄的明渠，依山

势曲曲折折，随着青石板路，

盘旋而上。一排排屋舍，错落

有致，保持着原始之美，古朴

又苍凉。

走进古街唯一的茶铺，一女

子正立在门口旁的柜台旁，笑着

招呼我喝杯茶。环顾茶铺四周，

我发现屋子不大，只有两张桌子

摆放在屋中，一排椅子依墙排

列，茶铺干净、整洁、简朴。我笑

着点点头，回应道：“请问今年的

谷雨茶下来了吗？我想尝尝咱

们这里的谷雨茶。”

“没问题的，正好自家的谷

雨 茶 刚 刚 制 作 好 ，我 给 您 沏

上。”

看着女子手中提起的茶

壶，我顿时愣住了：这茶壶的容

量 ，怎 么 也 能 装 十 来 斤 茶 水

吧？这茶壶的材质怎么这么像

熬中药的砂锅，粗糙至极啊，这

谷雨茶会不会被糟蹋了？心中

百转千回，千回百转，但并未影

响女子泡茶的动作。

一只茶壶，放入些许的谷雨

茶叶，缓缓倒入少量开水，静等

一会，女子便将茶汤倒入了如斗

笠般的、黑色的粗陶茶碗中，空

气中随之散发出淡淡茶香。

女子甜美地笑道：“您品品

这谷雨茶，喝起来如何？”

我端起了茶碗，低下头，细

细抿了一口，茶汤清淡而有少

许的苦；我皱了皱眉，又喝了一

口，突觉嘴中苦而含香，茶汤味

道已由淡渐香浓；我赶忙又喝

了一口，茶味变得更加甘醇，唇

齿间的茶香回味无穷。原来这

粗糙的大茶壶，大茶碗，竟然也

会让谷雨茶清香四溢。

我又急忙请女子打开茶壶

的盖子，却见壶中鲜嫩的芽叶

翠绿厚重，而芽身白毫尽显。

我看到了古人所说的“旗枪”，

在水中直立的茶叶，叶似旗、芽

似枪，像极了古人手中展开旌

旗的枪；还看到了古人所说的

“雀舌”，一芽两嫩叶，叶形卷

曲，像极了雀类的舌头。谷雨

茶的这些特点，一下就跃然在

了我眼前。

“谷雨前后采集的茶，还能

打出油茶呢，如果您喝一口，定

是满口生津、香气四溢。”女子

的话音又响了起来。

我拍了一下头，无不遗憾

地接过了话：“谷雨茶虽好，但

我错失了第一出清明茶，听说

喜茶的人都会来到焕古品清明

茶呀。”女子不以为然：“明前茶

虽然香高味醇，但冲上两三泡

之后，味道就变淡了，而谷雨茶

茶香浓郁，久泡仍余味悠长，真

正爱茶懂茶的人，都会把谷雨

时节采摘的茶珍藏起来。”

听了这些话，我不知是喜

是忧，忙要结帐，却又听她说

道：“我们茶室是村里老支书为

游客开的。古镇原来是没有茶

铺的，但他想让客人品尝一下

我 们 焕 古 的 贡 茶 ，所 以 不 收

钱。我们茶室的物件都是村民

凑的，桌子、椅子和茶壶，哪个

都有一两百年的历史了。”

我愕然了，久居喧嚣的城

市，早已习惯被钢筋混凝土包

裹的我，却不知在大山深处，

还有这么多朴实的人们。他

们善良、平和，在穿越千古历

史长河后，茶乡人的厚道和热

情已然化成了天地间一份暖

暖的真情。

空山新雨后空山新雨后 又品谷雨又品谷雨茶茶
北京市第一中学教师 吴增然

谷 雨 前 后 ，田 间 秧 苗 初

插，作物新种，又到了吃椿芽

的时节。

“吃椿”吃的是一个“鲜”

字，而椿芽的“鲜”要从两个方

面说起。

第一，椿芽是典型的季节

性食材，人们要赶在阳春三月

的小段特定时间里，起早贪黑

地“打椿芽”。时间稍有耽误，

椿芽长成了椿叶，其味道也就

变得寡淡而不可食了。古时

人们常说“雨前椿芽嫩如丝，

雨后椿芽生木质”，描绘的就

是这种特性。在没能实现规

模化种植的古代，“打椿芽”是

一件颇为紧张的活动，忙碌几

天下来，仅能获得为数不多的

收成，于是椿芽也就显得鲜少

而金贵。

第二，椿芽的风味独特，新

采下来的椿芽呈红青色，不过

大半拃长，聚齐了“嫩、腴、脆、

香、鲜”5 种口感。有人描述椿

芽的味道是柑橘、丁香和樟脑

混合体，它不同于任何一种花

香或果香，3种猛烈的味道在芽

叶间被充分中和，变得柔美而

醇厚。对于美食家而言，椿芽

的最佳食用方法是清拌豆腐，

这样方能最大程度保留其鲜

味。汪曾祺就曾给予这种吃法

极高的评价——“一箸入口，三

春不忘”。

在民间，关于“吃椿”，有一

个更为形象的说法叫“吃春”。

“吃春”表面上说的是食用

春季的时令果蔬，但其背后蕴

含着仿佛要把整个春天都吃进

肚子里的生猛与快意。虽然

豆芽、蒜苗、豆苗等春芽都可

以成为“吃春”的对象，但千百

年来，人们最为钟情的“吃春”

显然还是“吃椿”。从某种意

义上讲，椿芽已经成为中国人

味觉记忆中有关“春”的象征，

那些与天气回暖、万物复苏、

草木抽芽相联系的感官体验，

都能在一碗新采的椿芽里得

到完美诠释。或许只有在这

个时节里，香椿能够超越一种

树木或食材，而成为劳动人民

对一整年美好生活的理想与

期待。

谷雨时节话仓谷雨时节话仓颉颉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永定分校教师 周伟川

““吃吃椿椿””与与
““吃春吃春””

首都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学生 孟 勐

编者按：

今天是中国二十四节气中的谷雨。它是二十四个节气

中第六个节气，也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古人有“雨生百

谷”之说。谷雨是播种移苗、埯瓜点豆的最佳时节。谷雨还

有饮茶、食香椿等习俗。此外，今天还是“联合国中文日”，

而它正是因为我国造字始祖仓颉在谷雨这天创造了汉字而

得名，因此在谷雨这天，民间还有祭仓颉的习俗。本期，我

们一起来感受谷雨文化。

（姜思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