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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当 夏夏

何必分大小何必分大小
就在这一刻就在这一刻

又是麦熟杏黄时，今日迎
小满。

小满，二十四节气中的第
八个节气、夏季的第二个节气，
每年5月20日至22日交节。

小满的核心词是“满”，
“满”在我国南方和北方含义不
同，这和中国地域辽阔，南北跨
度大有关。在南方地区，小满
中的“满”，指雨水之丰盈。时
至小满，南方地区雨水渐盛，
河湖因水涨而“小得盈满”，民
谚 曰“ 小 满 小 满 ，江 河 渐
满”。而在北方地区，小满节
气离雨季还有不少时日，降
雨很少，小满与雨水无关，而
是指小麦的饱满程度。因为
中 国 北 方 地 区 农 田 多 是 旱
地，夏季粮食作物以小麦为
主，小满时节麦类等夏熟作物
籽粒已开始饱满但还未完全成
熟，所以叫“小满”，因此，民谚
在北方换成另一个说法：“小满
小满，麦粒渐满”。

事实上，由于纬度不同，我
国南北方气候、物候差别大，小
麦的生长、成熟及收割时间也

有所差异。正常年份，南方一
些地区的小麦在立夏、小满时
节已成熟待收；北方地区的小
麦小满时还在灌浆期，芒种才
开始成熟收割。位于北纬 32
度“北国江南、江南北国”的信
阳，时下，一些乡村麦田里已经
传来隆隆的机器轰鸣声，种植
较早的小麦开始收割；而大别
山麓刚刚奉献一季春茶的万亩
茶园已完成修剪，在骄阳下“休
息养生”蓄积能量，静候新一轮
的生长。

众所周知，二十四节气起
源于我国黄河流域，是中国古
人千百年来通过观察太阳周年
运动，总结出一年中时令、气
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
成的传统历法；它是农耕文明
的产物，旨在反映自然节律变
化，指导农业生产。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在二十四节气中，小
满虽然和谷雨、小雪等节气一
样与降水相关，但它却是唯一
一个以农作物生长状态、粮食
果实成熟度命名的节气。

有趣的是，近年围绕着这
个节气，有一个引发广泛讨论
并赢得很多人认可的话题：小

满，就是人生甚至一切的最好
状态。显然，这个话题把一个
传统节气上升到人生哲学层
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讨论
呢？因为“有心人”发现，在二
十四节气中，有 3 组以“大”
“小”对应的节气，即小暑大暑、
小雪大雪、小寒大寒；而小满之
后却无“大满”，而是由芒种“替
代”。有人就此认为，这正体现
了中国古人的智慧，因为凡事
不可大满、不能太满，不是有
“满招损、谦受益”“物极必反”
的古训吗？

这当然只是今人的牵强附
会和重新演绎。试想，从古至
今农民种粮，谁不是希望庄稼
颗粒饱满、季季亩产创新高？
这几天 2025 年多哈乒乓世锦
赛激战正酣，参赛选手哪一个
不是梦想夺冠呢？现代奥林匹
克运动的宗旨是更高更快更强
更团结，科学精神是勇攀高
峰，人生是顺其自然，如果是挫
折难免，不妨把自己压至“最
小”，蓄积能量期待再出发；当
幸福来敲门，不妨伸开双手拥
抱，痛快淋漓地享受这一刻，如
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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