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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雯雯 方力

杭州翁家山，地处西湖龙井茶产区“狮、龙、

云、虎、梅”中的狮、龙地带中心。

昨天上午10点，震天响的喊声从翁家山山

顶茶园传出来。

“茶，发芽！茶，发芽！”

为什么要喊山？茶农说，“喊山祭茶”，是为

了祈福今年的西湖龙井茶有个好收成。

“喊山”，是杭州一个中断了近百年又重新

恢复的传统风俗。

历史上，翁家山最早的定居者来自福建省

龙岩市上杭县，传说那里的人们因为一场水灾

迁移至此。到了翁家山后，村民们世代从事茶

叶生产，在每年惊蛰这天，都要举行“喊山祭茶”

仪式，期盼大丰收。

2021 年，村里修族谱，有关人士走访多

位 老 人 ，方 得 知 以 前 有“ 喊 山 祭 茶 ”风 俗 。

最 近 一 次 较 大 规 模 的 喊 山 活 动 是 在 1936

年左右举办的，村里 90 多岁的老人就曾经

参加过。

去年惊蛰，翁家山村重启这一断档了八九

十年的传统节目，一来为了传承，二来祈愿茶芽

好好生长，有个好收成。

“我们村去年开始重启‘喊山’这个老底子

的民俗活动。今年的‘喊山祭茶’中，还把山顶

的凉亭壁画也绘制一新。新的一年新的希望，

我们希望西湖龙井大丰收，村民和茶企的口袋

都鼓起来。”翁家山村党总支书记孙斌说。

这两天，气温节节攀升，翁家山大山头的

“龙井 43 号”处于萌动的状态，部分茶芽上的

鳞片已经展开，少数茶芽鱼叶也已展开，很多

茶农已经开始刷炒锅、清洁竹篾、领取炒茶油

等采摘茶叶前的准备工作。

本报讯 昨天上午，在雄壮的

古曲声中，纪念岳飞诞辰 920 周年

祭祀大典在杭州岳王庙拉开帷幕。

9 点半，岳王庙忠烈祠前，参祭

者全体肃立，共同缅怀英烈忠魂，

全场齐颂《满江红》。

杭州岳王庙是历代凭吊、瞻仰

岳飞的纪念圣地。作为第七批杭

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春秋岳王祭”从南宋延续至今，已

跨越800多年。

此次岳飞诞辰祭祀大典以敬

献花篮、行三鞠躬礼、诵献祭文、敬

酒、扫墓等内容丰富、仪式明确的

祭祀仪规，再现了传统祭祀规模和

盛景。

岳飞戎马一生，到过全国很多

地方。此次岳飞祭祀大典，首次采

用献土的表达形式，请岳氏后裔从

杭州、宜兴、武汉、黄梅、合肥、九江、

嘉兴和汤阴等岳飞及其后裔足迹之

处，各取一抔土，汇于杭州岳王庙，

以表达对先祖的深切哀思和缅怀。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岳庙管

理处介绍，在岳飞祭祀大典举办的

一个月内（3 月 6 日~4 月 6 日），岳王

庙会陆续推出类型丰富、体验感强

的非遗文化配套活动。通过剪纸、

戏曲等各种非遗文化礼赞英雄，让

非遗走进生活。通过深入挖掘资

源、探索传承模式，吸引更多的人

参与到非遗文化的保护与利用中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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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惊蛰”。

全省大部分地方都是大好春光。昨天下

午，杭州主城区最高气温达到了24.9℃，是2023

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

今天开始到周六，杭州主城区最高气温都

在25℃~27℃，午后的阳光恍若初夏。

“二月节，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

是蛰虫惊而出走矣。”元代文人吴澄编撰的《月

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认为，惊蛰时节，是雷鸣惊

醒了百虫。

惊蛰是春季的第三个节气。此时，天气回

暖，春雷始鸣，昆虫萌动，万物生机盎然。

不过，我国各地春雷始鸣时间早晚各不相

同，从全国春雷地图看，“惊蛰始雷”只与我国南

方部分地区的气候比较吻合。常年惊蛰期间，

江南大部、云南大部、贵州南部、重庆中部、华南

北部等地雷响频繁，平均雷暴日数在2 天以上，

湖南、江西的部分地区可超过 3 天；最符合“惊

蛰始雷”的是长江流域，合肥、福州、广州、南京、

杭州、上海等地都在此时节迎来初雷。而在二

十四节气发源地黄河流域，雷声一般在 3 月末

甚至更晚时才出现。

浙江省雷电具有明显的季节分布特征，3

月开始进入雷电多发期，但较多集中发生在夏

季的6到9月，占总数的88.56%。

前两年，杭州都在 3 月 13 日、14 日响起第

一声春雷。

今年的第一声春雷，或许会出现在这个周末

——前期气温较高，但周末有冷空气要来。这一

热一冷的天气条件，很容易促成强对流天气。

“惊蛰”到，杭州第一声春雷何时响起

惊蛰时节，天气刚刚回暖，容易使人口干

舌燥，在民间素有吃梨的习俗。

吃梨有两层含义，一是来自“梨”的谐音

“离”，在惊蛰日吃梨，有远离疾病的寓意；二是

惊蛰到来，仲春即至，温差变化大，且天气干

燥，需要吃梨来润肺生津。

那么，昨天你吃梨了吗？

昨天上午，记者去水果店逛了逛。

在杭州滨江一家水果小菜店，一位正在买

肉的大姐一副“恍然大悟”状，“今天是惊蛰

呀？那是要吃梨的。”大姐是山西人，她知道惊

蛰吃梨是传统习俗。“惊蛰节气，气候干燥，这

时候的梨非常好吃，又能补充水分。”

不过，货架上的梨品种不多，只有雪梨和

新疆库尔勒梨两种。

店主倒不太清楚“惊蛰吃梨”的习俗，不

过，她说：“这几天连晴，买梨的人倒是蛮多，销

量比较稳定。”

“惊蛰吃梨”的习俗，你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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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好收成
翁家山采茶暖场习俗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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