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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记载，春分
有三候：玄鸟至、雷乃发声、始电。花信三候：
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兰。日子到了春
分，春天的味道便非常“正宗”了，到处花团锦
簇，妖娆动人，热闹非凡。

你看她，挥挥手，燕子便飞回来了。“小燕
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
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能不
美吗——贴梗海棠，烈焰红唇，姿态妖娆，像
跳着桑巴舞的热情女郎；水红色的西府海棠
像大家闺秀，端坐枝头，顾盼生辉；淡粉的垂
丝海棠宛如羞涩的小家碧玉，轻掩着面庞，微
微低头，不胜娇弱，让人怜惜……难怪苏东坡
也“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了。

“春到梨花意更长，好将素质殿红芳。”“绿
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玉兰花开
春水生，满地芳草绿云横。”……瞧瞧，无论是
梨花、杏花、玉兰，还是樱花、油菜花和不知名
的野花，哪一朵不是竭尽全力地开着，哪一朵
不是华丽地绽放，哪一朵不是一幅画？!

宋代大书法家徐铉在春分时遇到小雨，
他挥毫写道：“春分雨脚落声微，柳岸斜风带
客归。时令北方偏向晚，可知早有绿腰肥。”春
分里的小雨声音细微，温柔缱绻，恍若不闻。
杨柳岸边，微风轻拂，客人缓缓而归。读着这
样的诗句，仿佛时光从未远去，它一直定格在

那样的春光里，一样的细雨烟霞，一样的桃红
柳绿。

乡间的春分，除了诗情画意外，多了一份
辛勤的播种和热切的期盼。农谚云：“春分麦
起身，肥水要紧跟。”此时，正是施麦子拔节肥
的时候。麦田里，一片繁忙景象。

我放假回家，大门上锁。去地里寻爷爷
奶奶。他俩一个在脱土钵，一个在
钵中间点辣椒籽，配合默契。我
替换下脱钵的爷爷，打趣道：

“准备种个十亩八亩啦，这么讲
究。去集市上买一些苗回来，多省
事。”爷爷笑道：“我这是良种，
集市上少得很。等你吃辣椒酱
时，你就知道现在的劳动价值
了。”我微笑，点头应着。春光里，爷
爷的笑容仿佛田里的油菜花，灿烂
又温暖。

金乌西垂，我和爷爷奶奶回家。一
路走，看着那些花儿，闻着它们的芬
芳，仿佛被春天紧紧地拥抱着，
而爷爷奶奶的肩膀上分明
扛着春天。忽然特别
感动和知足：今夕
何夕，春分春
十分！

“仲春初四日，春色正中分。”当春分的脚
步悄然来临，大自然便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向
我们展示着平衡的魅力。《春秋繁露》有曰：

“春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
农历书：“斗指卯为春分，约行周天，南北两半
球昼夜均分（两极除外），又当春之半，故名为
春分。”我觉得，这看似简单的自然现象，却蕴
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引导着我去探寻生活
中无尽的平衡智慧。

春分之时，昼夜等长，白天的喧嚣与夜晚
的宁静达到了完美的平衡，象征着阴阳平衡。
这不禁让我联想到工作和休闲。在快节奏的
现代社会中，很多人每天都在埋首事业，将时
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却忽略了生活
的其他部分，忘记了生活的乐趣。然而，就像
昼夜需要平衡一样，工作与休闲也同样需要
平衡。我们应该在努力工作、追求事业成功的
同时，给自己留出足够的时间去放松身心，去
陪伴家人和朋友，去享受生活的美好。只有平
衡好工作和生活，我们才能保持身心健康，以
更加饱满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实现
工作与生活的良性循环。

不仅如此，春分也是季节交替过程中的
一个和谐节点。此时，冬天的寒冷与夏天的炎
热正进行着一场温和的交接仪式。冬天的凛
冽逐渐褪去，夏天的炽热尚未完全降临，温暖
而舒适的春风轻轻拂过大地，带来了生机与
希望。这一过程如同人生中的各种变化与过
渡。我们在生活中总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转折
与挑战，譬如职业的转变、家庭的变化、人际

关系的变化等。在这些变化面前，我们需要像
春分时节的大自然一样，保持一种平和、从容
的心态，学会适应变化，在变化中寻找平衡。
当我们遭遇挫折时，不要过于沮丧和绝望；当
我们取得成功时，也不要过于骄傲和得意，而
是要以一颗平常心去对待生活中的起起落
落，在挫折与成功之间找到平衡，让自己的人
生道路走得更加平稳。

走出去，多看看春分时节的大自然，桃红
柳绿，莺歌燕舞，万物复苏，到处生机勃勃。花
草树木在春风的吹拂下，尽情地舒展着自己
的身姿，绽放出五颜六色的花朵；鸟儿在枝头
欢快歌唱，鱼儿在水中自由嬉戏……每一种
生命都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迎接春天的到
来，因为它们的和谐共生，才共同绘制出了一
幅绚丽多彩的春之画卷。这也启示着我们：在
人生的道路上，我们要学会与他人和谐相处，
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性。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个性、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就像大自然中的
万物一样各不相同。只有当我们学会欣赏和
接纳他人的不同，与他人建立起良好的合作
关系和人际关系，我们才能在工作上更加轻
松愉快，同时让这个社会更加多彩、多元。

从春分到人生，平衡的智慧贯穿始终。它
教会我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找到那个恰到好
处的支点，让我们的人生在平衡中前行，在前
行中绽放出更加绚丽多彩的光芒。让我们珍
惜春分这一美好的时节，用心去感受大自然
给予我们的启示，将平衡的智慧融入生活之
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美好人生。

春分这天，父亲指定是要去地里看看的。
我跟在他后面，踩着露水往不远处的山坡上
走去。这时晨雾还未散尽，远处的山峦若隐若
现，山顶上的几处烽火台在春风中静静矗立。
父亲佝偻着背，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背影
与土地渐渐融为一体。

在我们这里，春分是一场与干旱的较量。
土地皲裂得像老人的脸，一道道裂缝纵横交
错。风裹着细碎的黄沙，在皲裂的土地上打着
旋儿。父亲蹲下身，抓起一把土，土块在他掌
心碎成粉末。“是个旱年。”他的声音里尽是化
不开的愁苦。

那时的春耕，全靠一头毛驴，它是父亲的
好伙伴。毛驴的蹄子踏在干硬的土地上，发出
沉闷的声响。父亲扶着犁，吆喝着，汗水顺着
他的脖颈流进衣领。他腾不出手擦，只能使劲
眨眼。犁铧翻起的土块，像一片片干渴的嘴

唇，等着一场雨的到来。父亲和毛驴在田野里
穿梭，阳光下，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

有一年，村里来了几个技术员，是政府派
来推广果树种植的。在当时，果树种植还是新
鲜事物，没人愿意把好好的地交给不知收成
的果树。是父亲，第一个报了名。他把家里最
好的地拿出来，种上了杏树。村里人都说他是

“瞎折腾”，可父亲不为所动。他像照顾孩子一
样照顾那些树苗，修剪、施肥、浇水，样样尽心
尽力。

第一年，果树只开了零星的几朵花。父亲
蹲在树下，小心翼翼地数着花瓣，生怕碰掉一
朵。第二年，花开得多了一些，但一场倒春寒
把花都冻坏了，自然也没结下果子。第三年，
果树终于开满了花。远远望去，像一片粉色的
云彩落在山坡上。父亲站在果园里，看着满树
繁花，眼里满是希望。那一年，杏子丰收了，父

亲的腰包也鼓了起来。隔年，当初笑话父亲的
乡亲也纷纷加入种植果树的行列。

父亲趁热打铁，牵头成立了村里第一个
果品农业合作社。他带着乡亲们学习新技术，
引进新品种。合作社的大杏越种越好，远销全
国各地；种植面积越来越大，整个村庄上万亩
的田地都成了果园。他还建起了庄上第一个
果品加工厂，村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陆陆
续续回来跟着父亲干。

又是春分时节，父亲又带着我去果园。果
园里处处是忙碌的工人，有的在修剪枝条，有
的在施肥，有的在安装滴灌设备。父亲走过
去，和每个人打招呼，询问工作进展。车间里，
冷库里存储好的大杏被制成果干、果汁，销往
全国各地。曾经的荒山，如今开满了杏花。父
亲说，这才是真正的春分——把春天的希望，
分给每一个人。

我站在果园高处，俯瞰整个村庄。昔日的
荒山秃岭，如今已被成片的果树覆盖。春风吹
过，带来阵阵花香。父亲站在我身边，目光越
过果园，望向更远的地方。我知道，他又在筹
划新的发展计划了。

这片土地，曾经带给父亲无数艰辛和困
苦。但父亲从未放弃，他用汗水和智慧，让这
片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这片土地已经深深
扎根在父亲的生命里。

父亲的春分，从与干旱的较量，变成了与
希望的约会。那些果树，是他留给这片土地最
珍贵的礼物。每当春分来临，我总会想起父亲
蹲在地头的样子，想起他手掌中的土块，想起
他眼里的炽热。那是属于一个农民的执着，也
是属于这片土地的希望。每当春风吹过，杏花
如雪般飘落，仿佛在诉说着父亲与这片土地
的故事。

燕子裁开昼夜，将3月的信笺别在柳枝上；樱花蘸着晨露写

诗，纸鸢牵着云朵奔跑。今天，是二十四节气里的春分。春分挥

毫，以光为墨，让我们与春分并肩而立：一半留给桃李不言的静

默扎根，一半赠予踔厉奋发的拔节生长。

今年的3月20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
四个节气——春分。春分是春天的中点，是昼
夜均等的时刻。

春分的“分”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昼夜平
分”，春分之日太阳光直射在赤道上，几乎昼
夜等长，即白天和夜间的时间相等，都是12小
时；二是指“春季平分”，若以立春至立夏这段
时间作为春季，春分是春季的中分点，正好平
分了春季。从立春到立夏正好九十天，春分将
其一分为二，因此而得名春分。

在我国民间，春分有很多有趣的习俗，比
较普遍的有以下几种——

一是竖蛋。在每年的春分，许多地方都有
竖蛋的习俗。这种习俗简单易行且富有趣味:
选择一个生下四五天、光滑匀称的新鲜鸡蛋，
轻手轻脚地在桌子上把它竖起来。春分成了
竖蛋游戏的最佳时光，故有“春分到，蛋儿俏”
的说法。

二是吃春菜。春菜是一种野苋菜，在我们
河南老家农村称之为地菜。我记得小时候，逢
春分那天，村民们都去采摘春菜。在田野里搜
寻时，多见是嫩绿的、细细的，约有巴掌那样
长短。采回的春菜，一般家里都会用来包饺
子、包子，还有人用来与鱼片、鸡蛋一起烧汤，
名曰“春汤”。

三是粘雀子嘴。春分这一天农民都习惯
休息，每家都要吃汤圆，而且还要把不用包心
的汤圆十多个或二三十个煮好，用细竹叉扦
着放在室外田边地坎，名曰粘雀子（麻雀）嘴，
免得雀子来啄庄稼。

四是送春牛。春分这天，不少地方有说春
人挨家送《春牛图》的习俗。说春人把两开红
纸或黄纸印上全年的节气，还要印上农夫耕
田图样（名曰“春牛图”）送到各家。每到一家，
说春的领队主事人即景生情，见啥说啥，主要
说些吉祥和春耕不违农时的话，直到说得主
人家心花怒放，哈哈大笑，主动给钱打赏为
止。说者言词虽随口而出，却句句有韵动听，
俗称“说春”，说春人便叫“春官”。

五是放风筝。春分节气是孩子们放风
筝的时候。尤其是春分当天，不仅小孩要放
风筝，大人也要放风筝。风筝的类别很多，
有王字风筝、鲢鱼风筝、眯蛾风筝，雷公虫
风筝等，大小各异，有的在市场上买，也有
自己糊的。放风筝时还要相互竞争看哪个
放得高。

六是春祭。二月春分，不少地方开始扫墓
祭祖，也叫春祭。我记得在我们河南老家，从
春分或更早一些时候就开始添坟扫墓了，最
迟清明要扫完。

打小，我就知道一年之中有个“春分”。
但小时候还不懂“节气”和“节日”的区别，不
懂二十四节气，以为春分是个节日，因为每
到春分，母亲和父亲都会像节日来临时那
样，用一些活动和仪式营造出一种气氛。

母亲翻着墙上的日历，对父亲说：“日子
过得真快呀，春分到了！”父亲一边低头收拾
着农具，一边说：“我早知道今儿是春分！每
年都是咱家的桃树刚长出花骨朵，就到春分
了，不用看日历，错不了！要我说，田里的花
儿草儿虫儿鸟儿就是日历。春分到，小燕子
也就到了，下雨时有了电闪雷鸣。春分不用
写在日历上，土地上都写着呢！”母亲听完父
亲讲的这些，开玩笑说：“就你懂得多！我看
你就像是田里那些小虫儿，知道春夏秋冬，
还懂这些节气。”父亲嘿嘿一笑说：“咱跟土
地打交道，当然最懂这些了。”的确如此，父
亲最明白土地传递的细微信息。

母亲说：“春分麦起身，肥水要紧跟。今
儿咱们去给麦子浇水。”父亲说：“嗯，让孩子
们都跟着，天暖了，让他们在田里撒个欢
儿。”我开心得蹦起来：“我要去下地啦！妈，
咱们干完活儿，能放风筝吗？我要把哥哥做
的瓦片风筝带上！”母亲笑眯眯地说：“能，春
分放风筝正当时！”哥哥却噘着嘴对我说：

“看把你美的！你下地又不用干活，就是玩。
我跟爸妈下地，还要干活呢！”

父亲听哥哥这样说，把他叫到身边，说：
“怎么的，小子，不爱干活儿？咱庄稼人不在
田里摔打摔打，一辈子骨头都是软的。春天
就是干活的时候，你的课本里不是说了吗，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春天不好好干活，
哪来的收获？”哥哥点点头说：“知道了，爸！”
父亲总是言传身教，要我们热爱劳动、热爱
土地。

田里已经是一派生机勃勃。大地开阔无
边，蓝天澄澈透亮，暖融融的风吹拂着，麦苗
已经绿油油的了。父亲为了干活方便，索性
脱掉了鞋子。他赤脚走在田埂上，对我们说：

“脚下不凉了，暖和着呢。”我怀疑父亲故意
用这样的方式来与土地亲密接触，不然他怎
么满脸喜悦的样子？

在父亲看来，与土地肌肤相亲，才能表
达他的情感。母亲深情地望着一望无际的麦
田，慢悠悠地说：“麦子长得真好啊，都说‘春
分有雨是丰年’，我看没雨也是丰年。来，咱
赶紧给麦子浇水！”母亲、父亲、哥哥开始忙
碌了，我在一旁打下手，帮忙递个农具什么
的。劳动也是欢乐的，笑语声不时响起来。一
家人在广袤的春天的田野上，尽情欢乐。放
眼望去，春天的土地上到处是人，家家户户
都开始忙碌了，田野里更加有生气了。

母亲一边干活，一边跟父亲商量祭祖的
事。我的家乡都是从春分开始祭祖，不能等
清明。难怪，在小小的我的脑子中，春分跟清
明一样，是个节日。何况，春分还有一些欢乐
的节目呢，比如放风筝。劳动之余，家人会陪

我一起放风筝、玩竖蛋
的游戏。每当把鸡蛋竖
起来，我和哥哥都会欢
呼雀跃。

对我来说，春分真
的是个节日——一个与
劳动、播种、祭祖、游戏
有关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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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春分
◎ 刘玉龙

从春分中探寻平衡的智慧
◎ 张萍

春分趣俗
◎ 袁海马

春分春十分
◎ 潘铜娟

伴唱 张成林 摄

春分是个节日
◎ 马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