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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全年第四个节气。“分”，《说
文解字》解释为“别也”，就是用刀把东
西切成两半。春分，这把切开时间的
“刀子”，究竟分了什么呢？平分了春
季，前后各一半；平分了昼夜，白天和黑
夜长度相等；平分了寒暑，实现了冷和
热的平衡。《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分
者半也，此当九十日之半。”《春秋繁露》
说：“春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
寒暑平。”春分时太阳直射赤道，可不是
正好平分了春季，平分了昼夜，也平分
了寒暑？节气的科学性可见一斑。
春分也是最重要的节气之一。古

人“立竿见影”，最容易发现的是影子最
长时的“冬至”和影子最短时的“夏
至”。从冬至到夏至，中间点是“春分”；
从夏至到冬至，中间点是“秋分”。“两至
两分”，就成了最早发现的四个节气，构
成了节气体系最基础的框架。
相比较于其他节气，春分还多了一

层含义。测节气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方
法“斗转星移”，观测入夜时分北斗星的斗柄指向来确
定节气。第二种方法“立竿见影”，通过影子长短来测
节气。这两种方法都是将一年的时间均分成24等分，
叫“平气法”。其实，地球围绕太阳公转是一个椭圆形
轨道，地球在近日点上略快一点，在远日点略慢一点，
所以节气在时间上并不是严格均分的。明代引进西方
天文学知识后，著名天文学家、数学家徐光启主持了第
三种方法，引入太阳黄道概念测节气。黄道本质上是
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年的轨迹，但从地球上看，是太阳
一年中在天空中运行的轨迹。把360度的黄道分成24

等份，每份15度，为一个节气，这叫“定气法”。虽然都
是15度，但走完每个15度的时间略有长短，更加符合
太阳运行的真实情况。定气法就是从春分开始，此时
为黄道零度，依次每增加15度，就有了二十四节气。
公元1645年，清政府颁布实施定气法。徐光启是上海
县人，上海的“徐家汇”就因他而得名。
每个节气分三候。春分第一候“玄鸟至”。玄鸟就

是燕子，“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燕子是
诗歌的宠儿。开一个燕子的飞花令，高手可以拼到天
昏地暗。第二候“雷乃发声”，惊蛰时候稀稀拉拉的雷
声现在密集了。“江浦雷声喧昨夜，春城雨色动微寒。”
第三候“始电”，开始有闪电。雷公电母集体上班，大自
然结束默片时代，变得有声有色了。
春分的习俗很多。最常见的是放风筝，“儿童散学

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最有趣的当属“竖蛋”，春分
这一天，世界各地都有人忙着把鸡蛋竖起来，还有人在
研究其背后的科学道理。这一“中国习俗”何以变成了
流行各国的“世界游戏”，煞是有趣。挖野菜也是习俗
之一，我老家皖西南山区盛产荠菜、水菊和毛香，每到
此时都是我的乡愁。
秦观说，“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春分时

节三个花信风，首先是海棠，“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
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秉烛醒花，苏轼这种情怀真的让我千百年后对这位
前辈充满了景仰之情。其次是满树的梨花，还是苏
轼，“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春天的诗
句，没有比这更美的了。三候木兰，王维写辛夷花，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辛夷花就是木兰花。“木
兰花开山岗上，北国之春已来临”，到哪里木兰花都
是春天的象征。
春分可不仅仅只有这三种花。早开的花还没有

谢，晚开的花已经启动，这正是百花竞艳、佛都会动心
的时节。抓紧赏花吧，人的一辈子能看到多少次花开
花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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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即教育，教
育即生活。”这里面的
“生活”不是活着，也
不仅是生活，而是艺
术地生活。“艺术地生
活”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
儿童生活是独一无二的，是个体生

命和周遭意义世界来回震荡的结果。生
活里承载着丰盈的生命意义。当儿童带
着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与教师的生命经
验相遇，这两种生命经验的碰撞会产生
火花和热情，这就是“生活即教育”的丰
富内涵所在。
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幼儿园就是要从

儿童出发，以儿童为中心，体现出儿童的
需要、儿童的情感，儿童的智慧。在同儿

童一起生活的体验中，
成人依稀可以看到自
己的影子，这种共情也
是成人对自己的一种
深度理解。

就这样，我心目中理想的幼儿园，环
境是艺术的、雅致的；教师是温润的、有
文化气质的；课程是生活化、儿童喜爱
的；生活是流动的、充满期待的……
儿童也是真实生活的享用者。在幼

儿园里，孩子们的生活是教育的内容，而
教育的目标也终将通过生活来达成。孩
子们的生活构成了幼儿园课程的核心，
也让他们对幼儿园里的人、事、物产生了
极大的信赖感，他们变得更加本真、自
然，在“成为我自己”的路上越走越远。

胡 华

生活即教育

既然良好的人际关系是身体健康的
第一要素（居然不是健身养生饮食享乐
这一点我还蛮吃惊的），据称这是科学家
研究的成果并非鸡汤君的小作文，所以
必须认真对待。
那么怎么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呢？
直接说重点哈。
第一，亲切而有边界意识。
对人应该如沐春风不必处处高冷，

我常常见到有些朋友在饭聚或者茶歇
的 时 候 都
很高冷，显
得与众不同
这好像没什
么必要，如
果不屑于这种聚会完全可以婉拒，既然
愿意出席就要具备融合的能力，哪怕是
自己不懂的领域也是学习的机会，至少
可以诚恳地倾听。
但是回到世俗生活中，未经允许就

不要对别人的事情过分掺和，因为不是
当事人不了解事情的原委或全貌很容易
提出有偏差的意见。
还有一种情况是关系很熟也不要失

去礼貌与尊重，随便搭肩膀摸脑
袋这种事就是自己的孩子都未必
肯接受，何况是外人。
第二，所谓的利他中其实都

包含着利己。
常常，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心底都是不

愿意欠人情的，所以大部分的利他也不会
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当我们想到这
个词不要觉得只是单方面付出，我这头一
大堆事利己还来不及为什么还要利他。
实际情况却是种下善缘或者作为一

种信息传递，它都是落地生根的。因为
利他是一种能力，比如你帮人带班替人买
票或者搞定一件事，这不就展示了你的
能力嘛，于是总有一些机会会寻迹而来。

有人会说你这还不是图回报嘛，那
好，就算是为了完善自我提升品格，这不
还是利己了嘛。
第三，自身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性。
为什么，因为任何时候个人价值都

是由能力来体现的，我们不谈成功学但
是你总要能够在某一行里提出专业性的
意见，才可能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尊重。
我有一个朋友曾在政府部门工作就

是一般的科员，但是她的政策性强，哪个
文件大概是
哪 年 出 台
的，针对哪
一类的情况
是怎么规定

的她都了然于胸。所以对于一件事情的
判断能提出中肯的意见这就是她的核心
竞争力。当然你是万金油也没关系，只
要你的信息量足够大也是长处。
总之不能一无是处，那么人际关系

就建立不起来。
第四，温柔的坚持。
良好的人际关系绝对不是用放弃原

则来替换的。
有人觉得我们要一起干过违

规的事才会有钢铁般的友谊，或
者我拿住对方的软肋关系就一
定稳妥，这都是对良好人际关系
的误解。
我们首先要做正确的事，要在内心

坚持我们认为应该坚持的信念。
友谊之中有分歧非常正常可以不谈

这个话题，但是不要把自己的观念强加
于人，或者嘴上不说内心出现鄙视链。
任何时候我们的精进都是为了有一

个包容的心态而不是看所有的人都是傻
缺，注意你的心相会变成你的面相。
如果你满脸写着我很牛，那你就不

可能有什么良好的人际关系。

张 欣

如何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年少时，熊孩子们夏天在田野里的疯玩
活动之一是逮蚂蚱，像扫雷的工兵一样蹑着
手脚朝前，将一条腿往草里一蹚，立刻，一群
蚂蚱四散蹦出，熊孩子猛地扑将过去，以手
捂，或以网兜扣。战利品带回家喂鸡，鸡吃
了，蛋下得又多又大。
蚂蚱，也叫蚱蜢、蝗虫，品种多多，遍布

大江南北。我小时候，家附近多草之处常见
到的一种，体型较小。头上有触角，眼和口
器，身上为极为狡猾的土褐色，有的还带有
条纹，若其不动，极易与土壤枯草混淆，令人
辨认不出。然，它又极易受惊，稍有点风吹
草动，便仓惶现形。一现形又动静颇大，引
得同样灵巧的人类幼齿动物更是“捉性大
发”。每当其被扣于掌中时，它那强劲有力
的双后腿仍在奋力地弹动，有的甚至能将手
掌弹得有点痛呢，若手掌稍一松，它还可能
趁机蹦跶出去脱逃。
仔细观察它的后腿：肌肉发达，外骨骼坚

硬，胫骨上还有尖锐的锯刺。凭借这双后腿，
它可以跳出比身体长数十倍的距离，这要换
作人类，恐怕是个无法打破的世界纪录吧，因
此，我认为称其为跳远健将，并不为过。
但这种只能靠双腿蹦跳行事的是最常

见的一类。若我们走到离家更远的农田里，

草深稼高处，随腿一蹚，惊起的往往是体型
长大，色绿，长有翅膀，飞起来扑拉拉带声的
大蚂蚱。捕捉这类蚂蚱的过程常使人更加
激动，蚂蚱扑拉拉的振翅声，伴着熊孩子此
起彼伏的惊呼声，何其惊心动魄。
田野里的蚂蚱随处生长着。可它的一生

只在人类计年的一年内。雌成虫将卵产在土
中，过了冬，第二年初夏，卵孵化为若虫，盛

夏时若虫羽化至成虫。雄虫配合雌虫完成孕
育后，没几日便身先士卒。留下雌虫，接受大
自然的阳光雨露，为孕育新生命积蓄能量，不
得不对庄稼进行肆意破坏。天气一转凉，它
的生命延续的使命已完成，便很快失去活力。
我偶在秋虫如蟋蟀等鸣起时，撞见过蚂蚱，

以我现今中年人的速度闲庭信步地去捉拿它，
毫不吃力，真所谓“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
有个“三季人”的故事就是说的蚂蚱，说

某天有人来找孔子，要请教时间的问题，子
贡告诉他：一年有四季。那人不同意，说：三
季。两人谁也不服谁，争论不止。孔子来

了，观察过来人后，说：一年确实有三季。待那
人满意而去后，孔子告诉子贡，那人穿绿衣，面
色土黄，是蚱蜢变的，它一生只活春、夏、秋三
季，哪里经过冬天呢，与它争论没有结果，也没
有意义。此事据考有怪力乱神之嫌，不足为
实，但也由此说明，蚂蚱的一生何其短。
刚说过，蚂蚱对庄稼的破坏力极强，无

论我国历史上还是现今世界各地，都有过闹
蝗灾的记录。2004年以色列的蝗灾发生时，
蝗虫将草皮鲜花都啃尽了。
记得某年，邻近的某国闹蝗灾时，众网

友跟着操心，纷纷献计献策，有说可以由中
国派鸭子去帮助消灭蝗虫，有说可派人捕捉
回来供人饕餮。虽是戏谑之语，我倒觉得未
必不是好主意。蚂蚱高蛋白，营养价值高，
别说鸡鸭吃了有助于产蛋，对于人类来说，
也是一道有益于健康的美味佳肴，我小时候
就曾在小伙伴家，吃过用油炸过的蚂蚱，有
炒鸡蛋的口感，鲜嫩酥香，至今难忘。
对于这比人类更长于跳远的健将，相信

终有一天，人类能利用更
为先进发达的科技手段与
其和平相处于我们共同拥
有的地球之上。

黎 锦

跳远健将蚱蜢

许多人买旧书，很忌讳书中有他人手写的笔记
或划痕。我非但不介意，反而觉得有趣。我买过一
本二手书，其中的一页上就有一处记号。“书桌是从
小用到大的地图牌，大学时代就把腿脚锯短，席地而
坐，西华钢笔是U送我的毕业礼物，天鹅牌的稿子也
是他四处为我张罗来的……”某位书的主人，把“稿
子”的“子”划掉，在旁边的空白处用圆
珠笔写上了一个“纸”。人的眼睛在阅
读时有时会有自动纠错的功能，如果他
（她）没有把这个笔误挑出来，也许我也
会忽略。这是本台版书，这个“纸”字是
繁体字，字迹娟秀，真让人浮想联翩。
舒国治的《杂写》也是在二手书App上淘
来的，第一篇就有原主人的批语，从那
些颇有思辨意味的言辞里，可以看出那
是一个喜欢思考人生的读书人。
日本著名编剧坂元裕二写过一本叫

《往复书简》的小说。这部书信体的小说
有封信让我瞬间回到大学时代。“玉埜
君，你说我不了解你，不对。图书馆里那
本很厚的犹太人大屠杀的书，你借过
吧？在你之后，我也借了。你知道吗？
从借书卡上能看出，本校成立三十二年
来，只有我和你借过这本书。”这几句话
不仅点明了少女三崎留意玉埜的缘由，
也给人强烈的真实感和代入感。在借书
要到图书馆翻卡片的年代，借由一张借书卡发现同好，
这样的事在现实生活里确实发生过。借书卡上不同的
笔迹，不同颜色的钢笔或圆珠笔，写着借书人的名字和
借还的日期。有一次赫然见到一个熟悉的名字，这无
意中发现的“秘密”，至今想来仍有莫名的喜悦。
我的书架上有一本友人赠送的从中山大学图书馆里

流出来的书，拿到手后熟门熟路翻到封三，上面果然贴着
装借书卡的牛皮小纸袋。这本吉辛的《四季随笔》是1985

年出版的，定价1.15元。友人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段关
于此书渊源的文字。1990年8月，台湾大学图书馆收到
这本书的译者李霁野先生寄还的两本书，其中一本正是
此书的英文版。1946年，李先生应许寿裳先生之邀赴台作
编译工作，1949年离台时带走了从台大图书馆借走的那两
本书。后来两本书被抄走，却又奇迹般返还。他用这本
英文版译出了中文版的《四季随笔》。40多年后，李先生
终于把它归还。友人说这“可谓爱书人奇缘”。这本装
帧简朴，书页泛黄的旧书，是我书架上最特殊的一本。
这本书的“译者后记”里有一页缺了角，友人用和

原书大小一致的蓝色墨水钢笔字，一个字一个字工整
地补了上去。时光流逝难免留下损伤，但因为这补缺
有了优雅之感。这优雅来自用心的阅读和珍惜，让我
感觉岁月的绵长和读书的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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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帘卷起，一弯新月高挂。暗红色
的木桌，一把青瓷小壶。此景如画，只是
少了一行题款：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
水。写到这里，突然想喝茶了。
灯光摇曳着，一抹橘红洒在茶壶上，

青盈盈的光跌碎了，散开来，像飘忽的梅
影。泡的是生普，揭开壶盖，热腾腾的水汽
里，碧叶如云，青草狂肆的野气直扑人眉
宇，历代名窑释有一句：“雨过天青云破处，
这般颜色做将来”，像一行偈子，令人猛地
一惊：云开之处，草色青青，冬尽了么？

入口，顿觉苦得凛冽了。今夜，一弯新月洒下跳荡
的春意，挟裹着料峭的寒气，就泡了生普。生普俏丽泼
辣，像《红楼梦》里的小丫鬟芳官。饮生普，脏腑里百鸟
啁啾，想起芳官哭闹起来的样子：“穿着海棠红的小棉
袄，底下丝绸撒花袷裤，敞着裤腿，一头乌油似的头发
披在脑后，哭得泪人一般”。
生普狂野，头泡清苦，再泡滞涩，继而微甜。茶水

滚烫，却有幽凉之意，像冬春之交的天光与树枝。喝着
喝着，心里便漾开一丝寂寞。翻翻书，又想，丰子恺和
沈红茶对饮时，不知喝的什么茶，一盏又一盏，神情也
是淡淡的吧。这淡淡的寂寞，丰子恺的画里也有。有
一幅，画的是两小儿对坐，圆圆脸儿，吃着糖果和豆荚，
像两个隐士；有一幅《家家扶得醉人归》，柳树下，旧屋
前，四个东倒西歪的醉人在春风里晃，样子像刘伶。松
下茅屋，四人对饮，题款：三杯不知主人谁？丰子恺笔
下的人物是萧散简远的，在车马喧嚣处，又在灯火阑珊
里。或三五成群、或两人晤谈，背影里有满满的寂寞。
他的画如生茶，清口清心，令人会心一笑。
夜里饮生普会失眠。我喝了一杯又一杯，清洌

的香气，在浓稠的夜里流动，流进血管，令我酣畅。一
股蓬勃的生命力，就此冲破黑夜，信马由缰。我打开
灯，读沈红茶。沈红茶是丰子恺的老朋友，也是寂寞
的人。然而，他的寂寞是滚烫的，画芭蕉、琵琶、月亮、
山果，其形硕大，占满尺幅。它们圆滚滚，憨态可掬，
像一个个人，像石涛，又像八大。沈红茶是个有趣的
老头，原来的名字不叫沈红茶。他自述于某大雪天，
游杭州花坞，见茫茫白雪中有一树红山茶，不惧寒风，
傲娇无比，觉得自己就是这样子！遂改名“红茶”。我
读沈红茶，感觉这寂寞如一株火红的山茶，有活泼酣
畅的生机。
窗外窸窸窣窣，像雪又像雨。春天的雨夹雪，滴滴

答答，左顾右盼、欲言又止。它飘飘忽忽，在空气里涂满
迷蒙的湿气。它，唤醒了江南，而生普唤醒我的身体。
我又饮了一壶，它以苦涩灌溉我，伴我送走夜和残冬。
晨曦在玻璃上跳跃着，残茶在壶里，茶渍在杯沿，

茶香在舌尖。隔夜的生普，叶子大如沈红茶的芭蕉。
而淡去的苦味，像丰子恺桌上的陈酒。
春雪过后便是春雨。春雪是点点春意，春雨是滂

沱春气。到了春雨滂沱的日子，就有龙井喝了。而现
在，便喝生普吧。舌尖上有一点点苦涩，一点点春意。
一如瓦上的春雪和轻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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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有清音

十日谈
你好，小昆虫

责编：杨晓晖 蜜蜂，舞动的精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