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城晚报讯（记者 刘亚）
近日，垣曲县北垛国民革命军
第十八集团军兵站旧址（下文
简称北垛“十八兵站”旧址）保
护修缮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为做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垣
曲县文化和旅游局组织专家
编制北垛“十八兵站”旧址陈
展设计方案，为将该文保单位
打造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
中小学生研学基地做好准备。

北垛“十八兵站”旧址位
于垣曲县历山镇北垛自然村
东南，是一座清代末期建筑
群。此建筑群为原北垛村开
明绅士王玉书所建。“十八兵
站”是第十八集团军设立在垣
曲县北垛村的“第十八集团军
第二办事处”的简称，其主要
任务是组织和雇用民工及时
转运由大后方供应我军前方
作战的军用物资及护送我党

高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由
延安到晋东南根据地或由根
据地到延安的来往人员，有力
地支援了抗日前线。垣曲县
北垛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
军兵站旧址在 1995 年被公布
为第一批县保单位；2017年被
运城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
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
年，被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
第六批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多年来，由于自然因素，
风雨侵蚀，该建筑群损毁严
重。为进一步做好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垣曲县委、县政府
积极筹划协调，完成群众房屋
征收赔偿后，先后投入300 余
万元对北垛“十八兵站”旧址
西院（二进院）、中院（二进
院）、东院等主体建筑及院落、
围墙进行了保护修缮等。

垣曲县文化和旅游局

编制北垛“十八兵站”旧址陈展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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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垣曲县北垛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兵站旧址

□古傲狂生

黄鹂，又叫黄莺，在古诗
词里那可是明星一般的动物
角色。王维说：“漠漠水田飞白
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瞅瞅，
这小生灵似乎带来丝丝夏日
凉意。

诗圣杜甫堪称黄鹂的知
音——“两个黄鹂鸣翠柳，一
行白鹭上青天”，画面太美，令
人神往；“留连戏蝶时时舞，自
在娇莺恰恰啼”，听，这是真正
的春之声啊；“映阶碧草自春
色，隔叶黄鹂空好音。”孔明若
泉下有知，当浮一大白。

晏殊说：“池上碧苔三四
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
絮轻”；欧阳修道：“黄鹂颜色
已可爱，舌端哑咤如娇婴”；黄
庭坚吟：“春无踪迹谁知？除非
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
风飞过蔷薇”……吟咏黄鹂的
诗（词）数不胜数。

这么多喜爱黄鹂的诗，有
没有反其道而行之的诗人呢？
有，唐代的金昌绪有诗云：“打
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
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或许这
就是爱之深，责之切吧。

其实，黄鹂还有两个更古
老的名字，黄鸟和仓庚，也有

不少含有此名的诗文传世。像
《诗经》里讲：“黄鸟于飞，集于
灌木，其鸣喈喈”；先秦佚名的

《东山》有句，“仓庚于飞，熠耀
其羽”；曹植《三良》诗曰：“黄
鸟为悲鸣，哀哉伤肺肝”；陶渊
明诗云：“昔我云别，仓庚载
鸣”；李白也有诗道：“青春几
何时，黄鸟鸣不歇。”

问题来了，为什么黄鹂能
得到这么多诗人的钟爱呢？笔
者以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黄鹂“色艺双全”。
不可否认，黄鹂的形象甚佳，
其明黄的羽色和小巧娇美的
身姿令人赏心悦目。古人发明
鹂这个汉字乃丽鸟的组合，这
不是没有缘故的。

其二，黄鹂属中原、江南、
巴蜀常见的鸟儿。这一点很重
要。试想，孔雀虽美丽，古人却
很难见着。

其三，黄鹂种类很多，有
候鸟，有留鸟。《诗经》中的黄
鸟意象就含有乔迁、求友的寓
意，对后世诗人影响很大，有
个词牌就叫《喜迁莺》。

其四，诗人对黄鹂习性赋
予了更多的人为含义。如赞春
惜春，漂泊不定、忧愁哀伤，双
飞双栖、思慕爱情。如许诗境，
自然好诗多多。（《西安晚报》）

诗人缘何爱黄鹂

□张勃

闰月，是中华传统历法的
重要组成部分。

一

时间是人类生活的一种维
度，为了满足生产生活的有序
进行和记录历史的需要，人们
就必须测量时间，就必须掌握
测量时间、记录时间的方法。不
同文明有不同的计时方式，并
形成了不同的历法。大致主要
有阳历、阴历、阴阳合历，中华
传统历法就是阴阳合历。

“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无论阳历、阴历还是阴阳合历，
它们制定的基础都是太阳与地
球、月亮与地球之间的运行规
律。简单地说，阳历是以地球绕
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即回归
年，365日5时48分46秒余）为
基础而制定的历法，又称太阳
历，一年12个月。世界通行的公
历 就 是 一 种 阳 历 。阳 历 也 设

“闰”，有平年、闰年之分，每四
年一闰，每满百年少闰一次，但
只闰一天，平年 365 天，闰年
366天。阴历是以月亮绕地球一
周的时间（约为 29 日 12 小时）
为基础制定的历法，一年 12 个
月，354 天或 355 天。阴阳合历
是一种调和太阳、地球、月亮运
转周期的历法。

我国传统历法把地球自转
一周的时间设置为一天，把从
地球上看太阳和月亮相重合的
时候定为一个月的开始，根据
月亮圆缺变化的周期规定为一
个月，虽然每一年的长度可能
并不相等，但如果将每一年的
长度平均一下，就可以发现一
年大约就是回归年的长度。这
样的历法，既可以保证月圆之
日是在每个月份的中间，又保
证根据月份能够看出四季寒暖
变化的情况。而之所以能够做
到调和阴阳，关键就在于“闰
月”的设置。闰月使人们既可以
确定一年周期的起始点，又可
以调整历法上年的长度，使其
尽量与回归年接近。

“圣代承尧历，恒将闰正
时。”阴阳历设置闰月的目的就
在于“正时”。“正时”，一是确定
岁首，即年度周期的起始点；一
是调整历年长度，使其尽量与
回归年接近。按唐代张季友的
说法，设置闰月，功莫大焉，“天
时由之而式叙，国令于焉而合
轨。春生夏长，不失其常；东作
西成，孰知所以。雪应冬而絮
落，云识夏而峰起。秋之夕湛露
为霜，春之朝坚冰为水”。因此，
置闰在古代颇受重视。

二

在我国，设闰月定四时的
做法早在四千多年前已有记
载，《尚书·尧典》提到帝尧任用
羲氏、和氏家族中的贤能之士，
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掌握其
规律，并授民以时。“帝曰：咨，
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
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

工，庶绩咸熙。”这一段话的大
意是，帝尧说：“你们羲氏与和
氏子弟，观测天象，得知一个周
期有366日，又用置闰月的办法
调配月与年，使春夏秋冬四时
不差，这就可以治理百官，取得
各方面的成功。”大概正是因为

《尚书》的这段记载，后世的人
们一般都将闰月的设置归功于
帝尧与羲和。

先秦时期的闰月，一般放
在年终，故有叫做“十三月”的；
汉代初年，以十月为岁首，九月
为年终，闰月放在九月之后，称
为“后九月”。后来，伴随着二十
四节气的逐步完善和加入历
法，人们把没有中气的月份定
为闰月。

“中气”，是二十四节气的
重要组成部分。二十四节气分
为12个节气和12个中气，其中
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
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
大雪、小寒为十二节气，雨水、
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
处暑、秋分、霜降、小雪、冬至、
大寒为十二中气。通常一个月
里总会有一个节气和一个中
气，但是个别的月份只有节气
而无中气，这样的月份就成为
闰月，像今年的闰二月，就只有
一个节气清明。

民间一般流传着“十九年
七闰”或“五年二闰”的说法，虽
然只是近似的说法，但都反映
了闰月到来的周期性规律。其
实闰月在年中的分布也有一定
的规律性，比如上半年的闰月
明显多于下半年，闰正月、闰九
月、闰十月、闰冬月和闰腊月都
十分罕见。据推算，从公元1645
年到公元 3358 年的 1700 多年
中，闰正月和闰冬月各有 6 个，
闰九月和闰十月各有9个，闰腊
月只有1个，时在公元3358年。

与一般月份相比，闰月是
特殊性时间。围绕这个特殊性
时间，民间形成了一定的习俗
活动，至今仍然在一定范围内
流传。送闰月鞋就是其中重要
的一种。

三

在我国不少地方，人们认
为有闰月的年份为多事之秋，
于长者不利，在这样的年份里，
出嫁的女儿要给父母送双闰月
鞋，父母穿了闰月鞋，就能逢凶
化吉，健康长寿。所谓“闰月鞋，
闰月穿，闰月老人活一千”，一
些地方讲究闰月鞋的鞋面要带
有红色，具有驱邪求吉的作用。

传说明朝时，山东兖州乡
间一个叫李花的美女，被县官
娶为妻后得意忘形，连生身的
父母也不放在眼里，和娘家断
了来往。后来李花得病，当地医
生束手无策，县官最后只好请
来名医李时珍为她疗治。

李时珍就开了下面的处
方：“赶快给娘家的父母做一双
鞋，这样病情就可以减半；亲手
把鞋给老人穿上，病情就可以
痊愈；如果每年的三月初三、六
月初六、九月初九探望父母，此
病永不再患。”之后又唱了一首

《三六九闺女回门歌》：
三月三，回娘家植树屋后

边；六月六，小幼树遇旱水灌
透；九月九，莫忘了施肥如浇
油。

县官得到妙方，十分高兴，
一面说服夫人做新鞋，一面着
手准备树苗。到了三月初三，李
花和丈夫带上新鞋和树苗探望
双亲，见到爹娘，心酸落泪，痛
哭一场，病情明显好转。到了六
月初六和九月初九，李花又和
丈夫前来为三月栽下的树苗浇
水施肥，由此，李花和娘家的关
系日益密切，病也好了。李花做
鞋送鞋的时间正是闰三月，所
以大家称这鞋为“闰月鞋”，闰
月为父母送闰月鞋的风俗也就
流传开来了。

有些地方还会送其他的礼
物，比如在我国台湾地区，出嫁
女需要买猪脚和面线给娘家母
亲，通常是两只前猪脚和六把
面线，面线上面还要绑红丝线
和春花。江西省抚州市，出嫁女
要送母亲一只银手镯，为母亲
祈福平安。而在铜鼓县东山乡，
民俗以为闰月年份是“天增岁
月人增寿”，这时为老人准备寿
衣、寿材，会起到更好的祈福延
年的效果，如果父母年过六旬，
有孝心的子女往往会在此时准
备寿衣、寿材，为其增寿。

也有些地方讲究娘家为出
嫁女儿送礼物，比如江西省玉
山县，娘家会在闰月给女儿送
雨伞、蕉扇，寓意娘家是女儿的
保护伞，祝福女儿早生贵子，为
夫家招财，财丁两旺。福建等地
还有请出嫁女回娘家吃闰月饭
的做法。如果父母不在了，就由
兄弟请。

总体上来看，闰月的习俗
讲究维系出嫁女子与其娘家之
间的关系。俗话说，“嫁出去的
闺女泼出去的水”，在从夫居为
主流的传统社会，女子一旦出
嫁，便离开自己生于兹长于兹
的家乡，到另一个陌生的环境
中生活，难得再与亲生父母朝
夕相处，所以，如何处理好姻亲
之间的关系，维系出嫁女与娘
家，尤其是与亲生父母、兄弟姊
妹之间的情感联系，一直是民
间社会重视的问题。在我国，很
多传统节日里都有出嫁女子回
娘家、走亲戚的习俗，就是为了
解决上述问题的一种社会安
排。送闰月鞋、吃闰月饭也属这
类。它借助闰月这一特殊时间
来制造出嫁女与娘家人亲近联
络的机会，从而很大程度上加
强了双方的情感联系和精神支
持，缓解了出嫁女子在夫家生
活的不适，这从闰月鞋来历的
传说中看得非常清楚。

到了当代，出嫁女子与娘
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送闰月
鞋这样的做法，更多表达的是
出嫁女对父母的关爱和孝心。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闰月鞋的
故事不仅发生在出嫁女子和娘
家人之间，也发生在儿媳与公
婆之间，这是闰月鞋习俗在当
代的变迁，对于和谐家庭关系
的维持具有积极作用。

（《天津日报》）

闰月闰月：：调和阴阳的智慧调和阴阳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