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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

昨天是二十四节气之一的惊

蛰， 按照节气的平均气温，“惊蛰”

比“雨水”节气升高

3℃

或以上，各

位亲，你感觉到了吗？

惊蛰是一年中的第三个节气，

此时，大地回暖，万物复苏，蛰伏于

地下的冬眠生物开始出土活动。 该

节气内，我国淮北地区平均气温为

6℃～7℃

，淮河以南地区为

7℃～8℃

，

比“雨水”节气升高

3℃

或以上。 不

过，此时冷暖空气交替频繁 ，乍冷

乍暖是惊蛰节气天气的特点。 除了

天气的多变，你知道惊蛰名称的演

变吗？ 你知道我国传统惊蛰节气的

民间习俗吗？ 现在，小编带你认识

惊蛰节气。

名称演变

该节气在历史上原本被称
为“启蛰”， 本意为蛰虫开始活
动。 《夏小正》曰：“正月启蛰”。在
现在的汉字文化圈中，日本仍然
使用“启蛰”这个名称。

汉朝第六代皇帝汉景帝的讳

为“启”，为了避讳而将“启”改为
了当时发音不同但略近的“惊”

字。 但因为意思从“开始”变成了
“惊醒”，时序略有不合，因此孟春
正月的惊蛰与仲春二月节的“雨
水”的顺序也被置换。同样的，“谷
雨”与“清明”的顺次也被置换。

汉初以前立春
→

启蛰
→

雨
水
→

春分
→

谷雨
→

清明
汉景帝代立春

→

雨水
→

惊

蛰
→

春分
→

清明
→

谷雨
进入唐代以后，“启”字的避

讳已无必要，“启蛰” 的名称又重
新被使用。 但由于不习惯用的原
因，大衍历再次使用了“惊蛰”一
词， 并沿用至今。 日本与中国一
样， 在历代的具注历中使用“惊
蛰”。 后来，日本也采用了大衍历
与宣明历。 “启蛰”的名称在日本
的使用始于贞享改历的时候。

惊蛰雷鸣

打雷最引人注意。 如“未过
惊蛰先打雷，四十九天云不开”。

惊蛰节气正处乍寒乍暖之际，根
据冷暖预测后期天气的谚语有：

“冷惊蛰，暖春分”等。 惊蛰节气
的风也有用来做预测后期天气
的依据。 如“惊蛰刮北风，从头另
过冬”“惊蛰吹南风， 秧苗迟下
种”。 现代气象科学表明，“惊蛰”

前后，之所以偶有雷声，是大地
湿度渐高而促使近地面热气上
升或北上的湿热空气势力较强

与活动频繁所致。 从我国各地自
然物候进程看， 由于南北跨度
大， 春雷始鸣的时间迟早不一。

就多年平均而言， 云南南部在
1

月底前后即可闻雷，而北京的初
雷日却在

4

月下旬。 “惊蛰始雷”

的说法仅与沿长江流域的气候
规律相吻合。

为何要吃梨

1.

是因为惊蛰这个节气万物
复苏，惊蛰时节，乍暖还寒，除了
注意防寒保暖， 还因气候比较干
燥，很容易使人口干舌燥、外感咳
嗽。 所以民间素有惊蛰吃梨的习
俗，梨可以生食、蒸、榨汁、烤或者
煮水。此时饮食起居应顺肝之性，

吃梨助益脾气，令五脏和平，以增
强体质抵御病菌的侵袭。

2.

古代时生物类别比较多，有
些传染病也没有

100%

的特效药，

而惊蛰这一天正是万虫苏醒的时
候，吃梨是提醒大家小心并预防。

3.

惊蛰吃梨可能是因为“梨”

和“犁”是同音的缘故。

4.

节气的习俗：苏北及山西
一带有惊蛰全家吃梨的习俗，并
流传有“惊蛰吃了梨，一年都精
神”的民谚。 也有人说“梨”谐音
“离”，据说，惊蛰吃梨可让虫害
远离庄稼，可保全年的好收成。

祭白虎化解是非

中国的民间传说白虎是口
舌、是非之神，每年都会在这天
出来觅食，开口噬人，犯之则在

这年之内，常遭邪恶小人对你兴
风作浪， 阻挠你的前程发展，引
致百般不顺。 大家为了自保，便
在惊蛰那天祭白虎。 所谓祭白
虎， 是指拜祭用纸绘制的白老
虎， 纸老虎一般为黄色黑斑纹，

口角画有一对獠牙。 拜祭时，需
以肥猪血喂之，使其吃饱后不再
出口伤人，继而以生猪肉抹在纸
老虎的嘴上， 使之充满油水，不
能张口说人是非。

（综合）

民间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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