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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民间·文化

■ 张子健（湖北）

俗话说：“白露到，打核桃。”白露时节
核桃成熟，尚裹着青皮的核桃，果实最嫩，
味道鲜美，是难得的时令佳品。

核桃，原名胡桃，是典型的舶来品。据
汉末成书的《名医别录》记载：“此果出自羌
胡，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始得种还，移植秦
中，渐及东土。”后来，因后赵高祖石勒忌讳

“胡”字，故将“胡桃”改名为“核桃”，并沿用
至今。

核桃不仅美味，而且药用价值很高。
《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久服轻身益气、延
年益寿的上品。《本草纲目》称核桃仁有“补
气养血，润燥化痰，益命门，处三焦，温肺润
肠，治虚寒喘咳，腰脚重疼，心腹疝痛，血痢
肠风”等功效。

记得儿时，每到白露，各家各户全员出
动打核桃。在我们家，父亲是打核桃的主
力。他手脚敏捷地爬上核桃树，拿一根长

长的木棍用力一挥，一颗颗核桃就如同炮
弹般砸向地面。等父亲把高处的核桃打
掉，母亲和我就会钻进树下把低处的核桃
采摘干净。就这样，一前一后，大人小孩相
互配合，十几棵树的核桃不到半天就打完
了。收回来的核桃有青青的硬皮，要堆在
房顶暴晒，待青皮剥落，晒干保存。

青皮核桃好吃，可想要吃到嘴里，却并
不简单。核桃的青皮虽不坚硬，却很难剥。
常用的砸核桃方法是行不通的，青皮一旦被
砸破，里面的汁液就会溅在身上、衣服上，形
成棕色的污痕，无论用香皂还是洗衣粉，都
洗不掉，着实令人无奈。

可小孩子自然是有小孩的办法的。我
们找来一颗大铁钉，放在火里烧红，再用锤
子把前半部分砸扁，用钳子掰弯成“7”字
形，就做成了一把特殊的“核桃刀”。用刀
尖找准核桃顶部的位置，使劲一插，再借助

“核桃刀”的弯折角度，用力一拧，核桃就像
两个半球一样被一分为二。再用“核桃刀”

沿着“半球”的内边轻轻转一圈，核桃就被
剥了出来。这样既不会染上青皮汁，又能
保证核桃的完整，方便实用。

不过，这还没有结束。核桃最里面还
有薄薄的一层淡黄色的膜，紧紧包裹着果
仁。这层薄皮吃起来是苦涩的，也需要剥
掉。剥这层皮需要极大的耐心，不能着急，
否则就会破坏果仁的完整性，吃起来也会
影响口感。最后，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终
于来到了品尝胜利果实的时刻。剥好的核
桃仁洁白如玉，正如李白诗中所形容的“疑
是老僧休念诵，腕前推下水晶珠”。放入口
中，轻轻一嚼，又嫩又脆，满口留香。这一
刻，让人觉得之前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是值
得的。

白露到，打核桃。每年到了白露时节，
我都会想起小时候打核桃的场景，想起早
已和我阴阳两隔的父母，想起儿时一起玩
耍的小伙伴。我总会寻一些青皮核桃，回
味这秋日的美味，回忆那曾经的快乐。

白露到 打核桃

■ 曹雪柏（陕西）

“白露高山麦”，家乡陇州人常以这样
的农谚来安排农事，即白露时节种高山上
的麦子。

白露是秋季第三个节气。露是由于温
度降低，水汽在地面或近地物体上凝结而
成的水珠。所以，白露实际上表征天气已
经转凉，凉爽的秋天已经到来了。

白露前夕，农家都在买化肥，换种子，收
拾犁铧，忙得不可开交，准备种山上的麦子。

种麦子的日子，天刚露出鱼肚白，男人
们便扛着犁铧，吆着牛，迎着初升的朝霞，
踏着晶莹的露珠上山了。秋日的早晨湿气
大，空气中夹杂着几丝凉意。路旁的小草
沾满晶莹剔透的露珠，打湿了男人们脚上
的布鞋，人们只顾一步一个脚印爬山，根本
无暇顾及。到了山顶，早已是气喘吁吁、满
头大汗了。牛儿在山坡上悠闲地啃着草，
男人则一屁股坐在地头，掏出旱烟袋，装上

一锅烟点燃，随着烟雾的升腾，困乏也已减
半。稍作休息，男人把那白花花的化肥大
把大把撒在麦茬地里，再把竹篮里的麦种
子均匀地撒开，套上牛，开始犁地。一声粗
犷的吆牛声，打破了山间清晨的岑寂……

一转眼，太阳露出了半个笑脸，雾气渐
次散去，原野露出了真容，大山的轮廓清晰
可见。锃亮的犁铧划开一道道潮湿的泥
土，又轻轻地将化肥种子掩埋，连同农人一
个个美好的希冀埋在了这松软的泥土里。
满地的蚂蚱尽情地狂欢着，吮吸着野草上
的露珠，各种各样的小甲虫行色匆匆，贪婪
地嗅着泥土的清香。

日上中天，秋日的太阳还有几分威力，
花草上的露珠早已不见踪影，一大块地，几
个来回早已犁完了。女人用竹篮盛着刚做
好的饭，嘴里哼着小曲绕着小道爬上山来
了，招呼男人到地头的核桃树下歇歇，随手
用毛巾擦着男人脸上的汗珠。男人大口吃
着自家女人烙的油饼，就着凉拌萝卜丝，喝

着清汤拌汤，吃完打个饱嗝，脸上洋溢的，
是幸福。

吃饱喝足了，男人又套好木耙，稳稳地
站在耙上，从地头到地尾一耙一耙地排着
耙，把一块地耙得平整均匀，划开犁沟，才
放心地走向另一块地……如此劳作，直到
太阳落山。

祖父在世时，是全村种麦子的高手。
祖父撒的麦种子不稀不稠，间距合理，堪称
一绝，他在八十多岁高龄时，还经常帮助村
里人撒种子。尤其是他的吆牛声，时而粗
犷响亮，时而婉转温柔……与老黄牛在黄
土梯田里“哞——哞——”的叫声，交织成
一首动听的田间交响曲。

白露高山麦。如今，白露时节轰隆隆
的拖拉机、旋耕机驰骋田野，黄牛耕地只能
成为广袤原野的零星点缀。但家乡人白露
时节扬鞭扶犁种麦子的场景，至今仍历历
在目；家乡人粗犷的吆牛声，也一直回响在
我的耳畔！

白露高山麦

■ 李成林（安徽）

露属秋，“秋属金，金色白，阴气渐重，露凝而白
也。”此时，昼夜温差逐渐拉大，很多秋熟的果实也成熟
了。民间有“白露枣儿两头红”的谚语，香香甜甜的红
枣成了人们最喜欢的时令果蔬。

记忆中，我们家乡的果树并不多，特别大棵的果
树更少。但离我们家不远的朱大爷家却有着一棵
我一抱也抱不过来的大枣树。这棵树长在他家门
口的稻场边，一条东西向的道路从树下经过。每当
枣子成熟，我和一帮小伙伴总会从这条道路上走来
走去，趁朱大爷不在的时候，用土坷垃扔向枣树，偶
尔砸下一两颗又大又红的枣子。有时候，我们觉得
砸下来的枣子太少，就偷偷往树上爬，这个时候，朱
大爷的咳嗽声总会及时传来，我们立刻一窝蜂地跑
开了。

白露这天，是我们小孩子觉得特别高兴的一天。
因为，这天是朱大爷“下枣子”的日子。朱大爷会找几
个年轻力壮的小伙，每人举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竹竿的
顶端绑有一个钩子，这个钩子会轻轻松松地把枣子钩
下来。而树下的女人和孩子，会扯着几床被单，把落下
来的枣子接住。

这棵枣树太高太大，再长的竹竿也够不到顶部，
所以，这几个年轻人会分别爬到几个粗壮的树丫上，
用麻绳把自己固定好，开始击打顶部的枣子，不一会
儿，枣子就全部“下”完了。而参加“下枣子”的所有
人，都会分到枣子。刚下树的鲜枣甘甜美味，晒干后
储藏，过年时可以煨肘子。

枣子不光美味，营养也特别丰富。枣子的维生
素含量较高，不但可以日常食用，也可以作为药用，
有健脾益胃、养血安神、抗氧化的功效，可以缓解脾
胃虚弱、腹泻、倦怠无力等病症，是乡下最好的滋补
食品。

枣子不仅仅是一种水果，更是一种文化和记忆，总
会让我们回想过往的欢声笑语，感受邻里相亲相爱的
温馨。我们走出家乡，走向更大的世界，依然会记得那
些曾经的味道，那些深藏心底的美好时光。

白露枣儿两头红
■ 李友佳（四川）

“玉阶生白露，饮茶正当时。”白为秋之色，露
为秋之形。古人崇尚自然，以“白露”二字为节气
命名，多么具有诗情画意！白露香茶在白露佳节
悄悄出现，也正是品茶的良好时机，民间传说白
露时节的露水有延年益寿之功效，所以自然地认
为用白露时节的水泡茶，是为佳品，这种独特的
清香与白露时节的自然气候密不可分。

“春风树老旗枪尽，白露芽生粟粒匀。”在温
柔和煦的秋风中，泡上一杯白露茶，慢品，细品，
能品出诗意白露暖秋色的意境。饮白露茶是白
露佳节最有仪式感的事。白露茶不像春茶那样
鲜嫩，不似夏茶般干涩味苦，却独有金秋的甘醇
与清香。

我的家乡盛产茶叶，尤其是白露茶。记得儿
时 ，每 到 白 露 节 前 夕 ，家 乡 的 茶 农 们 就 开 始 忙
碌。迎着晨光微露，大人们就挎着箩筐，挑着扁
担，哼着小曲走在崎岖蜿蜒的小路上，我们小孩
子背着小背篓蹦蹦跳跳地在前面跑。只听母亲
带着疼爱地吆喝：“乖乖慢点，等着妈妈。”我和姐
姐只管边跑边捉迷藏，一会儿躲在树后面，一会
儿躲在草丛里，就这样一路欢声笑语来到茶园。

秋天的茶园异常美丽动人，为了茶的浓郁与
芳香，秋茶都种植在群山起伏的高山地带，周围
绿植繁茂，茶园四周有挂着晶莹露珠儿的小草、
朵朵娇羞的野花、时而掠过草尖的小鸟，为整个
茶 园 增 添 了 灵 动 的 美 。 由 于 气 候 宜 人 ，光 照 充
足，雨量充沛，每一片茶叶都显得鲜嫩，饱含秋的
甘甜。母亲嘱咐我采茶要用心，专门挑选鲜嫩的
茶尖，而且要轻采轻放，像照顾小宝宝一样温柔，
这样才能保证每一杯白露茶的色泽光鲜。不一
会 儿 晌 午 已 到 ，我 和 姐 姐 的 小 背 篓 已 是 收 获 满
满，和父亲母亲背着竹篮满载而归。

晾晒，是制作白露茶至关重要的一步。只见
父母两人合力抬出我们家的“传家宝”——超大
簸箕，母亲娴熟地把每一朵茶尖在簸箕里行云流
水般铺开来，母亲一边晒茶一边意味深长地对我
和姐姐说：“遵循古法，初秋的阳光赋予白露茶更
纯 正 的 味 道 。”晾 晒 好 的 茶 叶 绿 装 素 裹 ，芽 头 肥
壮。用金秋的深井水泡上一杯，茶香清冽，汤色
黄绿。品上一口，香甜滋润。

每到白露，家家户户都会饮白露茶。我家住
在四合院里，晚上一大家子围着一壶热气腾腾的
白露茶，品茗香，赏白露，家乡人为这茶取了一个
诗意的名字——秋白露。

白露将至，我又收到了母亲给我寄来的秋白
露，刚打开快递包裹，母亲就打来视频电话，只见
视频里父亲和母亲脸上洋溢着笑容，迫不及待地
跟我分享今年白露茶的好收成，父亲自豪地说：

“佳儿，我们村成立白露茶销售合作社，现在我们
家的茶叶销售到全国各地了，你妈妈还学会了直
播。”隔着屏幕我都能感受到他们的喜悦。

白露茶在我的家乡代代传承，如今国家大力
推 动 农 村 经 济 发 展 ，我 们 家 乡 靠 白 露 茶 脱 贫 致
富，也让这一杯甘甜的秋白露，香飘千万家。

茶中品秋意

■ 周树龙（天津）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
水一方。”当诗经中的吟唱在耳畔响起，白
露这个充满诗意与韵味的节气，便轻盈地
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
气，标志着孟秋时节的结束和仲秋时节的
开始。此时，昼夜温差加大，清晨的草木上
常常凝结着晶莹的露珠，宛如一颗颗璀璨
的珍珠，在初升的阳光下闪烁着迷人的光
芒。

白露时节，有“三候”之说。一候鸿雁
来，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鸿雁便成群结队，
从北方启程，向南方迁徙。天空中，它们排
成整齐的队列，振翅高飞，那矫健的身姿和
嘹唳的叫声，仿佛在诉说着对远方的向往
和期待。二候玄鸟归，玄鸟即燕子，燕子也
要飞回南方去了，它们轻盈的身影在天空
中划过，为这渐凉的季节增添了一抹灵动
的色彩。三候群鸟养羞，鸟儿们感知到了
气候的变化，开始储备食物以备过冬，大自
然的生灵们以各自的方式迎接季节的更

迭。
随着白露节气“三候”的逐一展现，自

然界的律动引领我们步入一个全新的季节
篇章。

驻足于碧空下，凝望那无垠的蓝天，感
受它深邃的湛蓝。云朵轻盈，洁白如棉，悠
然飘荡于天际。秋风轻拂，带来一丝丝凉
意，驱散了夏日的余热与喧嚣。田野里，金
黄的稻穗低垂，仿佛在默默期盼着丰收的
到来。果园中，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如
同点亮的小灯笼，映照出果农们脸上的喜
悦与期待。

漫步于小路上，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
泥土气息和淡淡的果香。路边的野花依然
绽放着最后的美丽，它们在秋风中摇曳身
姿，似乎在与夏日作最后的告别。草丛中
的蟋蟀欢快地歌唱着，为这个宁静的秋日
增添了生机与活力。

踱步于荷塘边，池塘里荷叶已经微微
泛黄，荷花也大多凋零，只留下几支残荷在
水中孤独地挺立着。然而，这并不让人感
到悲伤，因为残荷有着一种别样的凄美，它
们见证了夏日的繁华，如今在白露的洗礼

下，更显得宁静而深沉。水面上，偶尔会有
几只鸭子游过，它们拨动着清澈的湖水，泛
起层层涟漪。

徜徉于树林间，眼前是一幅五彩斑斓的
画卷。枫叶渐渐染上了红色，银杏叶也变成
了金黄，而松柏依然保持着翠绿。落叶在秋
风中飞舞，宛如一只只蝴蝶，轻盈地落在地
上，为大地铺上了一层厚厚的彩色地毯。漫
步在树林中，脚下发出“沙沙”的声响，仿佛是
大自然演奏的一曲美妙乐章。

在这个节气里，人们也有着独特的习
俗。民间有“收清露”的传统，据说白露的
露水有着神奇的功效，可以用来泡茶、酿
酒，滋养身心。还有“吃龙眼”的习俗，人们
认为在白露这一天吃龙眼可以补身体。此
外，白露也是秋茶采摘的好时节，此时的茶
叶经过夏季的酷热，积累了丰富的营养，口
感醇厚，香气扑鼻。

白露，是一个充满诗意和韵味的节气，
它承载着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生活的热
爱。在这个时节，我们可以放慢脚步，感受
大自然的变化，聆听岁月的声音，寻找到内
心的平和与安宁。

秋 韵 惹 人 醉

■ 裴金超（河北）

白露，这一节气标志着盛夏的酷热渐次退场，换
来秋天的清新与和煦。在这个阶段，暑气如同潮水
般逐步消退，清晨的凉爽和地面上的白露取而代之，
这些晶莹剔透的露珠，仿佛是大自然的眼泪，诉说着
季节的变迁和生命的轮回。

当晨曦微露，夜色渐淡，我们会发现大自然的变
化：白露出现了，它是夜晚湿度遇冷凝结形成的水滴，
晶莹剔透。地面和树叶上，细小的露珠如同钻石般闪
烁着光芒。它们清澈而晶莹，犹如是大地母亲向世人
展示其无与伦比的珠宝工艺。微风掠过，露珠们轻轻
跳跃，有的悠然滑落于花瓣之上，有的则无声无息地渗
入土壤，为大地注入一股清甜的凉意。

夜晚，月光洒落在这些水滴上，尤其明亮，在静谧
的夜晚熠熠生辉。这种美景让人不禁想起杜甫的
《月夜忆舍弟》中那句诗：“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
明。”我身临其境般感受到那白色的露水仿佛承载着
世人的情感，滴落在心灵的深处，唤起了对亲人和家乡
的思念之情。

而在岑参的《巩北秋兴寄崔明允》中写道：“白露
披梧桐，玄蝉昼夜号。”梧桐树上挂满了洁白的露水，
像是一串串银白色的珠链，美丽而夺目。而在清晨
和黄昏，那些秋蝉们会不停地鸣叫，宛如呼唤归乡的
旅人，这种景象不仅描绘了秋天的独特美感，也赋予
了白露一种深刻的情感内涵。

提到白露，就不得不提一种特别的茶叶——枫露
茶。这种茶叶是《红楼梦》中贾宝玉最爱，枫露茶其实
就是一款普通的秋茶，也就是俗称的“白露茶”，是在白
露季节采制的秋茶，并以此得名。它与春茶的嫩绿不
同，也不像夏茶那样干涩苦涩，而是有一种独特的甘醇
清香。正如俗语所说：“春茶苦，夏茶涩，要好喝，秋白
露。”因此，贾宝玉特别钟爱这款枫露茶，每天早上起来
必定要泡上一杯。

白露作为秋天的标志，带来了清凉和美好，随着气
温逐渐下降，提醒我们开始添加衣物保暖。这个节气
的大自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也唤起了人们内心的思
绪和渴望。无论是杜甫的思兄之情，还是岑参的秋意
萦绕，抑或是贾宝玉的品茗时光，白露都成为美好的象
征。让我们在白露的节气里，聆听那秋风中悠扬的蝉
鸣，品味那杯馥郁的枫露茶，沉浸于大自然的怀抱之
中，让每一滴露珠，每一缕秋风，都化作我们对这美
丽季节的深情告白。

垂珠滴秋月

■ 何少球（浙江）

秋日的晨风吹过枕席，醒来翻看着母
亲扯下的日历。真快啊，马上就是“白露”
的节气了。虽然知道立秋已过，时令早已
来到了秋天。只有当“白露”打湿了我的衣
角，清凉的秋风吹过，晚来的几滴秋雨倾
落，才让我们肯定：天气真的开始转凉了。

周末去博物馆里参观，时间仿佛拉着
我穿越了时空的长廊，那些记录在史书中
的文物，真真切切地展现在我的面前。眼

前的是清代的和田黄玉芦雁，做工精
巧细腻。大雁仿佛是一位热爱旅行

的使者，每年秋季，大雁们都要
约上同伴，成群结队地

一起往南迁徙。来
年，待到山花灿

烂 、春 暖 花 开

之时，又成群结队地飞回北方来。
展台这只黄玉大雁，嘴里衔着一根芦

苇，仿佛是飞累了之后在小憩。虽然是休
憩的模样，但是它的嘴里，并没有放开这根
芦 苇 。 芦 苇 对 于 大 雁 来 说 ，意 味 着 什 么
呢？我不禁陷入思考之中。

旁边的一位年轻人也如我一样，询问
起身边的长者。老人家说，在古人的眼里，
大雁衔芦苇而飞，是为了躲避猎人。也有
文人猜测这样的行为是为了筑巢，孕育新
的生命。唐代诗人杜牧在《雁》中有这样的
诗句：“万里衔芦别故乡，雪飞雨宿向潇
湘。”说的就是大雁衔着芦苇向南迁徙的情
景，表达了浓浓的思乡之情。“后来，”那位
长者接着说：“这种衔芦雁逐渐成了一种吉
祥纹饰，经常在衣服、器皿上有所呈现。你
看，这不就是吉祥的体现吗？且不说这多
重的雕刻技艺，光是芦雁曲颈回首，翅羽敛
于身侧，双足隐于身下，这样的形态就已经
有很高的高的造诣了。它圆润可爱，留有的玉
皮俏色，显得更加活泼生动。”

我恍然大悟，这一定是归去筑巢，渴
望春暖花开时再回故乡的恋恋不舍之意
啊。迁徙也象征着团圆。不就是一种期
待吗？旁边另一个展区，我在一幅画前驻
足。那是清代陈兆凤的芦雁图。陈兆凤
是宫廷画家，他以其独特的艺术视角创作

了一件件清新雅致之作。每一笔都是严
谨细致，形神兼备，足够展现他对于艺术
的尊重。

这张芦雁图，描绘了沼泽上姿态各异
的七只大雁，它们中有的曲颈整理羽毛，有
的低头觅食，有的低飞盘旋，似乎快乐地嬉
戏……几丛芦苇，随风摇曳，仿佛可以听见
飒飒秋风与摇曳的芦苇间的秋日密语。

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位使者，它一来，人
们便开始了新一轮的忙碌：种植蔬菜的农
户，催芽播种，灌溉，防虫害；养蜂人安排好
最后一轮的采蜜工作；茶农开始采摘新茶
制作“白露茶”；奶奶们开始摇着桂花树，晒
些桂花泡茶……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露之为物，晶
莹透亮却瞬息离别。而永恒的是人们对故
乡的惦念，这将永远提醒着我们珍惜岁月
的每一缕、每一刻。

回到家里，看见邻居奶奶正在剪纸，我
好奇地盯着看，一片白色的芦苇，远处金黄
的麦浪，一行大雁在天空中排成“一”字形，
细腻而唯美，在奶奶手中凑成了“白露”中
美好的意境。邻居奶奶说，这是她的外婆
教她的。

文物中的美好，就是诉说着一个又一
个古老而神秘的故事，激励我们去探索和
寻找。

文物中的“白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