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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厦门

廿四节气

蛙叫虫鸣声中，芒种款款

而至。北京时间 6 月 6 日 6

时 18 分迎来芒种节气。此时

节，草木葱茏，池塘莲开，北

方麦黄，江南梅熟，时光流转

之际，已然到了“夏条绿已

密，朱萼缀明鲜”的仲夏。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

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袁瑾

介绍，芒种到来意味着“三

夏”大忙季节拉开了帷幕。一

时间，夏熟的要收、秋收的要

播、春种的要管，忙得不可开

交。“麦收如战场”，这个

“忙”，带着一种与时间争分

夺秒的紧迫感，正所谓“春争

日，夏争时”。南宋诗人陆游

在《时雨》中生动地描绘了这

种繁忙景象：“时雨及芒种，

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

处菱歌长。”

芒种时节，也意味着江

南地区即将进入一段闷热难

耐的连续阴雨期。此时正值

梅子黄熟之际，于是绵延的

雨季便被称为“梅雨季”，民

间更为形象地称其为“黄梅

天”。南宋诗人赵师秀在《约

客》中写道：“黄梅时节家家

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

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

花。”

梅雨淅淅沥沥、时大时

小，总带着几分缠绵悱恻，

恰如雨巷中丁香一般带有

绵绵愁怨，无怪乎北宋词人

贺铸会发出“一川烟草，满

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这般

感慨。

袁瑾表示，芒种时节，南

方地区还有“青梅煮酒”之

俗。此俗是将青梅置于黄酒

中，文火微温，或是温酒后再

投入青梅，新鲜的果味伴着

美酒的醇香在口中弥漫开

来，回味无穷。

风吹麦浪，岁月生香。已

故知名作家林清玄在《季节

十二帖》中将光明与生命的

礼赞赠予了芒种这一节气，

曾写道：“稻子的背负是芒

种，麦穗的承担是芒种，高粱

的波浪是芒种，天人菊在野

风中盛放是芒种……有时候

感觉到那一丝丝落下的阳

光，也是芒种。六月的明亮

里，我们能感受到四处流动

的光芒。”

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节

气，芒种一头关联着夏熟麦

子的收获，一头关系着秋收

稻谷的播种。一收一种之间，

时序轮转，时节更迭。漫漫人

生路，愿所有人不负努力，不

负时光，皆能“芒”有所获，

“种”有所得。

探寻中华文物中的“芒种”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造了我们

伟大的民族。二十四节气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萌芽于夏商时期，它们反映了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宝

藏。我们一起看看“芒种”在哪些文物里留下了亘

古弥新的文化习俗。

在北忙收家家麦饭美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和大自然的相处

中，人们学会顺应天时、规划秩序。芒种时节，梅

黄麦熟，大江南北皆为收获与耕作的热闹景象。

敦煌谚语说：“风中扬谷，秕者登先。”北方忙

麦收，粮食在经过捶打晾晒之后，还要就着夏日

热气顶风扬谷，去虚华存饱满，为仓廪实劳作，为

“家家麦饭美”辛勤。文献记载，唐代天宝年间，河

西地区收购的粮食多达三十七万一千余石，约占

当时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而敦煌就是河西主要

的一处产粮区。

在南忙种梅雨稻田新
芒种，意味着仲夏正式开始，带来青梅初熟，

也带来秋粮播种的最佳时间，于是就有了“梅雨

稻田新”一说。宋代诗人陆游写道：“时雨及芒种，

四野皆插秧。”因此，芒种又被称为“忙着种”。虽

说收种两头忙，但芒种这一节气名称更侧重于前

瞻性地提示人们勿过天时，抓紧播种，以成丰年。

趁天长忙惜时 努力从今始
文献记载，从汉朝起，小麦逐渐在敦煌扎根，

到了唐代水稻也在这里落户。石窟画匠用“异地

同图”的方法将播种与收获放在同一幅壁画里，

颇有意趣，或许在用先贤的智慧提点后人，无论

夏收还是夏播，都要抢时间、占先机。谚语说：“小满

赶天，芒种赶刻。”更具“时机”意味的芒种，也提醒

着今天的人们，趁天长，及良时，努力请从今日始。

（周润健来源：新华网、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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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屋顶、木石结构，典型的闽南

建筑。路过多次的嘉禾良库，你可知

其中藏着67年厦门岁月记忆。

在金榜和文灶的交界处，位于

思明区文屏路 1 号的原厦门第一

粮库，于 1956 年初投用，是厦门有

史以来第一个建制完整的粮食仓

库，曾为人们提供了稳定的粮食供

应，是许许多多厦门人的“老朋

友”。进入 21 世纪后，厦门粮库陆

续搬迁至岛外，文灶库区也完成了

自己的历史使命，停止使用。

经过五六年时间的改造，如

今，厦门第一粮库摇身变为嘉禾良

库文化创意产业园，成为都市精神

文化“粮仓”。

修旧如旧留住乡愁

随着工厂、仓库往外围

搬迁，遗留下来的旧址常常

“再利用”被规划用来建设

成文创园，可以说是现在的

一种潮流趋势。

改造后的园区，保持 8

栋老建筑原始的韵味，留住

的不仅是文艺怀旧的味道，

更是一种生活和文化。嘉禾

良库在结束粮仓历史使命

之后，转身建设文化良仓，

在粮仓原址上建设一座厦

门粮食文化博物馆，以记录

厦门的农耕及粮食在历史

浮沉中的变迁。通过一系列

设计修旧如旧，整理并还原

上世纪 50~80 年代粮仓发

展历史，留住老厦门人的

“乡愁”，并面向年轻一代传

承艰苦奋斗精神。

闽南典型的红砖厝，大

量的闽南传统农耕用具，给

整座文创园平添了一股文

艺怀旧的味道。对年轻一代

来说，更是把握厦门记忆、

理解城市乡愁的好去处。

生活美学引领风尚

现代的城市新青年，需

要一个新的生活方式，一个

可以随时加油的梦想站，一

个存在于物质之外、能够安

放自由之灵魂的精神栖息

地。

如今“物质粮仓”提升

为“精神粮仓”，厦门第一粮

仓摇身一变，成为文创新地

标。园区聚焦生活美学，致

力于打造海峡两岸首家以

“生活美学”为主题的文创

园，引入音乐、艺术、设计

等创意业态，导入集生活、

休闲、文旅等为一体的城

市生活新方式，成为了现

破浪前行风帆正劲

嘉禾良库续写着新的

历史，这里有惬意的休闲空

间，有酷炫的生活方式，创

意咖啡休闲吧、跨界书吧

……老厂房玩出文艺范。这

里有沉浸式梦想市集，氛围

感十足、颜值拉满的城市打

卡地标，解锁心动生活的奇

妙之旅。

美食美酒，人生一大乐

事，音乐、电影、艺术、创意

好物，还有让你意想不到的

跨界空间尝试。

“厦门六中合唱团”知

名的阿卡贝拉，正是由嘉禾

良库里的吉岛音乐打造。园

区也以其特色的建设，吸引

了大量影视、综艺剧组前来

拍摄，如《掌中之物》《你好，

检察官》等。不少明星也曾

来园区拍摄或录音，也许在

下一个转角，你就会遇见熟

悉的人，或是电视剧里熟悉

的景色。

从历史中走来，再回

到历史的轨道中。今天，在

嘉禾良库文创园，依然能

感受文化的芬芳，这里是

青年不可错过的“精神粮

仓”。

（来源：思明快报、厦门

文旅、嘉禾良库）

代都市新青年提供释放情

感放飞自我的城市精神后

花园。

进入嘉禾良库园区，

能看到音乐主题餐吧、音

乐培训机构，在古老的金

榜山下、锈迹斑斑的铁轨

旁。这宁静的地方，被美丽

的音符环绕。由粮食仓库

改造成的嘉禾良库美学创

意园，正在打造都市青年新

领地，让有想法有创意的年

轻人会聚在一起，激发生活

的多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