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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伏天由来相当久远，起源于
春秋时期的秦国。唐人张守节说：

“六月三伏之节，起秦德公（秦宪公
之子，春秋时期秦国国君，公元前
677 年—公元前 676 年在位）为之，
故云初伏，伏者，隐伏避盛暑也。”

《汉书·郊祀志注》中又说：“伏者，谓
阴气将起，迫于残阳而未得升。故为
藏伏，因名伏日。”可见，“三伏天”之
说，是从久远的历史中一步步走来
的，它承载着我国丰厚的文化积淀
和自然人文。

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最
潮湿闷热的日子，所谓“热在三伏”。
此时自然界阳气生发，为阳气最旺
的时节。三伏，是初伏、中伏和末伏
的统称。“伏”表示阴气受阳气所迫
藏伏地下。每年三伏天出现在公历
7月中旬到8月中旬，其气候特点除
气温高、湿度大，还有气压低、风速
小。三伏日期是由节气日期和干支
纪日日期相配合来决定的。

按照我国古代的“干支纪日
法”，每年夏至以后第三个庚日（指
干支纪日中带有“庚”字的日子）为
初伏，第四个庚日为中伏，立秋后
第一个庚日为末伏，合称“三伏”。
按阳历计算，三伏天则出现在 7 月
中旬到 8 月中旬，即在小暑和立秋
之中。此时我国大部地区，是一年
中最酷热的时节。俗话说，小暑大
暑紧相连，气温升高热炎炎。数伏
天气要一个多月，夏至后的第三个
庚日入伏，是初伏的第一天，10 天
后是第四个庚日叫中伏。如果第五
个庚日在立秋之前，中伏就需 20
天，即两个中伏，若在立秋之后，中
伏就是10天。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
叫末伏。末伏过后，就出伏了。随着
日照时间缩短，天气也一天比一天
凉爽了。

三伏天中的“伏”，可称长夏。
“伏”是五行家对季节的另类安排，
其中“伏”为“土”。春、夏、秋、冬四季

被五行家冠以木、火、土、金、水，一
年五季春、夏、长夏、秋、冬，由秋到
冬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自然循
环。但是由夏到秋则不然，火克金，
金不敢出来。就要潜伏一段时间，

“潜伏”就是“伏”的本义。
“伏”，乃藏阴气于炽热之意，其

本身隐含对人们的提醒和警示。入
伏以后，暴雨易形成洪水，称为“伏
汛”，故有“小暑大暑淹死老鼠”之农
谚。数伏天气，人们既要防暑，又要
防汛。

炽热的三伏天气里，酷暑时时
袭扰人们的饮食起居，古代名家写
过不少三伏天的名诗。“六月三伏勐
火燃，卧龙无雨口生烟。蜩蝉何事得
美荫，聒聒不上高树颠。”这是宋代
诗人李石，在六月三伏天应时而作
的一首千古名诗。在诗意里，诗人被
三伏天烈火般燃烧的烈日烤得口干
舌燥，直盼着赶快下一场清凉的雨。
心烦之际，听着聒躁的蝉鸣，诗人顿
而生厌和感到扰困。

俗话说“热在三伏”，小暑过后，
全年最热的三伏到了。烈日炎炎的
三伏天，从古至今，民间传承着很多
传统食俗。很多地方都有“头伏饺子
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的食俗，
有的地方还有“头伏吃鸡二伏鸭”的
民谚。闷热的天气里，容易引起人们
食欲不佳，胃口不好。饺子作为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食，正是开胃解馋的
美味。二伏吃面习俗由来已久，三国
时期就已经流行了。二伏天里，人们
吃上一碗热汤面，既能补充营养，又
可以让身上发汗，祛除体内暑气和
潮气。到末伏时，天气稍微凉爽一
些，此时人们食欲明显增强，吃饼和
吃鸡蛋可以补充营养，也有送走伏
天之意。

“三伏天”节气和流传至今的不
同习俗，传承着博渊的古今文化，还
表述着数千年以来人们应对自然、
挑战自然的决心和强烈愿望。

三伏天三伏天三伏天的由来和习俗
⊙卜庆萍

“做好无赏，打破
要赔”这句闽南俗语，
通 常 是 用 于 两 个 方
面：一是用于对赏罚
不明的感叹，如有的
地方工作搞好了没有
奖赏，搞坏了却要受
到指责或惩罚。二是
用来告诫人家，你只
要做好你管的事就行
了，不要去管其他闲
事。不是你管的事你
去管，管好了没有奖
赏，搞砸了则要赔偿。

由“做好无赏，打
破要赔”这句闽南俗
语，不禁想起古代的
谏官制度。古代朝廷
的谏官是专门给皇帝
提不同意见的，谏官
虽然有“谏”的职责，
但朝廷并没有实行一
个谏官一年要提几条
不同意见的“承包责
任制”，他不提意见俸
禄也照拿。许多皇帝
是 容 不 得 不 同 意 见
的，但有不少谏官却

“坚持原则”来个“苦
谏”甚至“死谏”，结果
有的被降职、罢官、流
放甚至处死。其中影
响最大的是明嘉靖年间围绕
着皇权之争的“大礼仪事件”，
竟有 200 多名群臣向嘉靖帝

“哭谏”，结果有 100 多名遭受

“廷杖”，屁股被打得
皮开肉绽，有 16 名当
场丧命，真是个“做好
无赏，打破要赔”！

由古及今，近一
个时期曾看到报道，
说有人在路上看到老
人倒地上前救扶，竟
被反诬为撞倒老人而
要索赔。闽南人如果
看到这种道德沦丧的
现象，肯定会摇头叹
息：“做好无赏，打破
要赔！”

要走出“做好无
赏，打破要赔”的怪
圈，必须制订明确的
规 章 制 度 和 赏 罚 标
准。例如对谏官谏对
了如何奖赏，谏错了
应记录在案而无须打
屁股，对不称职的谏
官如何辞退等应有明
确的规定，才能保护
谏官的正当权益，当
然这必须以纳谏者虚
心听谏为前提。再如
对助人为乐者如何表
彰，对其受枉屈者如
何昭雪，对无良的反
诬者如何从严惩处，
也应有明确的规定和

处置，才能鼓励更多的人去扶
老携幼。只有依章办事，赏罚
分明，才能做到种瓜得瓜，种
豆得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夏日的山村（水彩） 陈满根 作

“绿槐高柳咽新蝉。薰风初入弦。碧纱窗下水沉
烟。棋声惊昼眠。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然。玉盆
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这是宋代苏轼的《阮郎
归·初夏》，写的是夏日蝉鸣
的意趣之美：惬意的昼眠，忽
被落棋之声惊醒，本有些恼，
揉揉眼睛，却见碧纱窗下，飘
缕缕沉得之烟；窗外的槐柳
绿影，传阵阵新蝉之鸣，不禁
又喜从心生。于是便挎盆出
门，痛痛快快享受泉流洗沐
的清凉。

夏至过后，悠扬的蝉鸣便此起彼伏
了。蝉鸣，叫出了夏天的味道，叫出了炎
夏的意向，这是夏天最美的韵味。蝉鸣本
无心，诗人亦有意。古往今来，蝉鸣成为
文人墨客抒发心胸的神来之笔，留下了
许多脍炙人口的佳句。循着古诗词的韵
脚，让我们一起聆听蝉歌，感悟“蝉”意。

“高树蝉声入晚云，不唯愁我亦愁
君。何时各得身无事，每到闻时似不闻。”
这是唐代雍陶的《蝉》。“徂夏暑未晏，蝉
鸣景已曛。一听知何处，高树但侵云。响
悲遇衰齿，节谢属离群。还忆郊园日，独
向涧中闻。”这是唐代韦应物的《始闻夏
蝉》。“野饭依山店，驱车向日边。眼前云
到地，身外事由天。细雨滋油笠，高枝噪
夏蝉。一行森古木，髣髴住山年。”这是明代释今无
的《车上》。“翾翾才得蜕，咽咽未成喧。翳叶谁能见，
南风绿绕轩。乍惊变节物，还念别郊园。何待当秋
听，方令羁思繁。”这是明代高启的《始闻夏蝉》。以
上几首写蝉的诗，或应景抒情，或借景抒怀，都表现
出夏日蝉鸣的美丽景象。

而唐代虞世南的《蝉》，更是把夏日蝉鸣写得形
象而生动：“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
非是藉秋风。”蝉垂下像帽缨一样的触角吸吮着清

澈甘甜的露水，连续不断地鸣叫声从稀疏的梧桐树
枝间传出。蝉正是因为在高处它的声音才能传得
远，并非是凭借秋风的力量。

听到蝉鸣，勾起的是美丽的乡愁。唐代白居易
的《六月三日夜闻蝉》：“荷香清露坠，柳动好风生。
微月初三夜，新蝉第一声。乍闻愁北客，静听忆东

京。我有竹林宅，别来蝉再鸣。不知池上月，谁拨小
船行？”初三夜晚新月高悬，听到了今年的第一声蝉
鸣。突然听到这个声音，勾起了我这个北方来的客

居之人的愁绪，静静听着想起
东都洛阳。我在洛阳有履道坊
宅，想来此时又有别处的蝉在
我家鸣叫。不知道我家园子里
倒映着月亮的水池中，是否有
人趁着月色划船呢？

再有唐代白居易的《早
蝉》，表现的也是闻蝉思乡的
情绪：“六月初七日，江头蝉

始鸣。石楠深叶里，薄暮两三声。一催
衰鬓色，再动故园情。西风殊未起，秋
思先秋生。忆昔在东掖，宫槐花下听。
今朝无限思，云树绕湓城。”农历六月
初七的时候，江边树上的蝉开始鸣叫
了。蝉躲在石楠树茂密的树叶里，在傍
晚的时候叫上两三声。蝉这一叫让我
忽觉自己鬓角已白，也回不去以前的
家了。秋风还没开始吹，悲伤的情绪就
已从心底泛起。回想以前还在东宫任
职时，总是在槐花树下听蝉鸣。

唐代李商隐的《蝉》，表现的则是栖
高饮露的高洁之美：“本以高难饱，徒劳
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
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

举家清。”你栖身高枝之上才难以饱腹，虽悲鸣寄恨
而无人同情。五更以后疏落之声几近断绝，可是满
树碧绿依然如故毫不动情。我官职卑下，行踪飘忽
不定，家园难返，故乡的田园也早已荒芜。烦劳你的
鸣叫让我能够警醒，我也是，家徒四壁，举家清苦。
诗人借蝉栖高饮露的个性，表现自己高洁的品格。

古诗词里听蝉歌
⊙魏有花 文 弘 艺 供图

《钦定四库全书·集部》收录了明代著名文学
家、“嘉靖八才子之首”王慎中撰写的《海上平寇
记》一文，文章表彰俞大猷在漳州海上歼倭的事
迹。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俞大猷任汀漳守
备是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和人生起点，但俞大
猷在汀州、漳州二府的这段历史，历代《漳州府
志》《汀州府志》和相关的县志书中却鲜有记载。

提及明代抗倭名将，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戚继
光，其实俞大猷与戚继光并列，他们联手抗倭长
达十余年，平贼乱，剿倭寇，为大明守天下，立下
了赫赫战功。当年在抗倭前沿的东南沿海一带，
流传有“俞龙戚虎，杀人如土”的民谣。

王慎中赞扬俞大猷温文尔雅，忠厚仁慈，犹
如“儒士”，可在平倭寇战斗中却“猛厉孔武”。《海
上平寇记》中写道：“守备汀漳俞君志辅，被服进
趋，退然儒生也。瞻视鞞芾之间，言若不能出口，
温慈款悫，望之知其有仁义之容。然而桴鼓鸣于
侧，矢石交乎前，疾雷飘风，迅急而倏忽，大之有
胜败之数，而小之有死生之形，士皆掉魂摇魄，前
却而沮丧；君顾意喜色壮，张扬矜奋，重英之矛，
七注之甲，鸷鸟举而虓虎怒，杀人如麻，目睫曾不
为之一瞬，是何其猛厉孔武也！”

俞大猷(1504-1580)，字志辅，号虚江，福建泉
州人。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俞大猷考中武举，
被朝廷授以金门千户武职，继又升迁为守备汀漳
二府地方以都指挥体统行事署指挥佥事。在明代
激烈的抗倭斗争中，他屡建奇功，擢升为浙江、广
东、福建等省的总兵官，统兵二十多年，身经百
战，令倭寇闻之丧胆。

嘉靖初年，闽南沿海常有倭寇出没，但未引
起地方官的重视。俞大猷则预见到倭寇日后必酿
成大祸，于是上书监司，说明若不铲除倭寇，必然
滋长蔓延，建议选将练兵，加强战备。岂料监司不
但不采纳，反责他“小校安得上书”，将其杖责并
革去职务。然而，俞大猷没有争辩，只是一笑了
之，独自一人出游。期间，他目睹了倭患给东南沿
海百姓带来的灾难，痛心不已。

《明史·俞大猷传》：“二十一年，大猷诣巡按御
史自荐，御史上其名兵部。会伯温为尚书，送之宣
大总督翟鹏所。召见论兵事，大猷屡折鹏。”俞大猷
毛遂自荐，其才能引得宣大总督翟鹏以礼相待。

可惜的是，俞大猷并没有真正得以重用。随
后，他再次上书，慷慨陈词，依然石沉大海。至此，
这位满怀壮志的兵家奇才，已经三次上书，两次
辞归了。

同年八月蒙古铁骑大举进犯中原，明廷在无
力抵御的情况下，诏谕天下选拔武勇将才，俞大
猷报名应试。“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
志”。这匹千里马终为“伯乐”兵部尚书毛伯温所
发现，认为将才不该埋没。当时漳、汀两地发生民
变，毛伯温遂起用俞大猷为汀漳守备，前往平息。
从挫折中成长的俞大猷，不辱使命，到任后他找
来当地几个管事的族长，劝说化解民乱的道理，
提出惩恶扬善的条款，又抓了几个地痞恶棍，很
快将民变平息。

海寇张甚的出现，漳州海盗声势很大，主管
官吏闻“盗”色变，把这当作忧患，都督府令俞大猷
即刻发兵缉拿。这次战斗俞大猷率兵不到几百人，
在茫茫海上航行搜寻，十天后在海上发现海盗。俞
大猷主动出击，打败海盗，缴获船只六十艘，俘虏
海盗八十多人，其余的海盗纷纷跳入海中逃生，惊
呼从未遭遇如此大的挫败。俞大猷一战，不仅守护
了广大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又保证了海上贸易
的畅通，“成数十年未有之捷”。王慎中在《海上平
寇记》中描述：“是时漳州海寇张甚，有司以为忧，
督府檄君捕之。君提兵不数百，航海索贼，旬日遇
焉。与战海上，败之；获六十艘，俘八十余人，其自
投于水者称是。贼行海上，数十年无此衄矣。”

嘉靖二十六年，俞大猷奉敕驻扎闽粤赣边境
的武平。武溪河发源于武平梁野山麓，流经广东
蕉岭平远，注入梅江而韩江入海，水势愈流愈阔
大，舟楫往来，货物转输周边。一位叫康老的海贼

股匪三百余人时常溯河而上剽窃船运，俞大猷挥
师击溃这股祸患。他因功被擢升为署理都指挥佥
事，佥书广东都司。不久，兵部尚书毛伯温接到海
寇犯我东南沿海的报告，指令俞大猷率军出击，
果然不负期望。自此正式开始了他功勋卓著的戎
马生涯，此后数年，俞大猷四处平定叛乱，足迹遍
及福建、两广和海南等地。

俞大猷深谙漳州镇海卫所、水寨的地理条件
和倭寇海上活动情况，适时调整海防军事布防，
以施行有效打击。他在兵书《镇闽议稿》载：“烽火
门与温海相连，铜山与潮海相连，不是有彼方贼
船入犯，险要为最，故二寨土著军兵汛毕之后，不
宜尽掣。然不但二寨为险要，浯屿能遏漳州沿海
之盗源……”“诏安与潮州相远，潮之山贼少有由
诏安入犯。昔年张琏诸贼盘结于饶平县山中，往
往由平和县路入犯。自张琏剿灭之后无是矣，故
陆路不用设兵以防之。”“铜山水寨大小兵船宜照
旧修备防守，不可拘于收汛。浯屿兵船宜整搠一
半听后策应铜山。……大势兵船只宜屯泊与铜山
与浯屿，声势相连，自有虎豹在。”

俞大猷认为，征讨海盗，全靠海战，船坚兵
勇，是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他吸取广兵腐弱，屡
吃败仗；广船脆薄，不堪海战；在广造舰，每被海
盗劫掠焚毁等惨重教训。对比福兵熟悉海情，经
过自己的长期训练培养，爱国爱民，英勇善战：福
船坚固高大，吃水度深，抗风浪力强，“为贼所忌”
的优势，大猷一再建议并始终坚持运用福兵福船
消灭海盗。他说：“欲济广海一时之艰，宜用福兵。
既用福兵，宜用福船。既造福船，宜在福省。”

隆庆二年（1568年）正月至三年闰六月，在前
后任两广总督张瀚、吴桂芳，广东巡抚熊镜湖，
福建巡抚涂泽民等人的支持下，俞大猷派人到
闽南沿海招募福兵，在福州、漳州督造福船，配
合广兵广船。广东当局在福建打造的 80 只战船
基本完工，闽粤二省合剿曾一本之计划遂提上
议程。二省兵分三路，其中广西总兵俞大猷率新
造战船于三月底由福州北茭港出发，福建总兵
李锡率战船 120艘亦由福建出发，广东总兵郭成
率澳门及粤省征调的大小鸟船 170 余只由广东
出发，驰赴粤闽交界的铜山。通过铜山、南澳等
地小战，及悬钟、柘林、莲澳三大决战，终于消灭
横行于漳、潮的曾一本海盗团伙。“贼尽为擒矣”

“积氛于是荡涤”，闽粤海疆“为之清明”。“摧其
坚，挫其锐，沉其舰，虏其枭獍，则尽俞公也”，
论功“独首”。明·郭棐《粤大记》载：“五月十二
日，一战于铜山，胜之。……然俞大猷建议造舟
于闽，身任其事，竟以收功，其算多矣。”《洗海近
事》载：“今大猷等统领舟帅，会合闽师，始战于
铜山，贼已丧败而走；再攻之柘林，尚期首从尽
歼。”战后，俞大猷将船拨给各水寨防守，并准许
海商造船运货，民间出现“相率造船，趋利者如
市”的大好局面。

俞大猷为将持重，用兵如神，善后却非常仁
慈宽厚，大有儒将之风。《正气堂集》载：“俞帅自
为将所将兵俱漳人。漳人受其拊循久矣。今遽召
之，漳人必有不安之心，不如先散漳人，而后可收
俞帅也。”他所带领的部队，是一支“未素教之
兵”，又无钱财来“恣士之所嗜”。其取胜之道，在
于俞大猷能身先士卒，与士兵同甘苦，即“义起作
之”“诚心结之”两条。

俞大猷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清代张廷
玉曾赞道：“大猷为将廉，驭下有恩。数建大功，威
名震南服。”《明史》称“大猷负奇节，以古贤豪自
期。其用兵，先计后战，不贪近功。忠诚许国，老而
弥笃，所在有大勋。”可谓不吝褒奖之词。

作为军事家，俞大猷以其一身好武艺和出色
的军事指挥艺术，因地制宜，随机应变的战略战
术，击溃安南入侵，扫平闽粤山贼，歼灭倭寇海
盗，大败北虏骑兵，为捍卫国家尊严，立下了赫赫
战功。他的抗倭事迹和爱国精神，一直激励着千
千万万的后人为捍卫祖国神圣的疆土而英勇献
身，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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