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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4 日晚，北京市东三环夜景。 郑萍萍/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今年 2
月 19 日 至 3 月 4 日 是 二 十 四 节 气 中 的 雨

水。此时，太阳到达黄经 330 度，气温回

暖，冰雪融化，雨水渐增。北京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萧放

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雨水位于二十

四节气的第二位，是农历正月的中气。在

汉代以前，雨水节气位列第三，排在惊蛰

之 后 。 西 汉 第 六 位 皇 帝 汉 景 帝 刘 启 即 位

后，为了避“启”的名讳，“启蛰”被改

为“惊蛰”，位置也与雨水调换。西汉刘

安的 《淮南子》 首次记载了雨水在立春之

后的顺序。萧放说，雨水位置的调整，是

基于古代阴阳五行观念。《月令七十二候

集解》 云：“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属

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后继之雨

水，且东风既解冻，则散而为雨水矣。”

花信与物候

二十四节气对应七十二候，每个节气

有三候，每候有五天。其中，从大寒到谷

雨八个节气对应着二十四番花信，即八个

节气的每一候分别对应一种花的花信。萧

放介绍说，雨水的花信是：一候油菜花，二

候杏花，三候李花。

“杏花春雨江南”是古代文人墨客笔下

经常出现的景象。雨水之后，街头叫卖杏花

的人构成了江南独有的一道风景。南宋陆游

在 《临安春雨初霁》 中写道：“小楼一夜听

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古时卖花盛行吆

喝，正如 《梦粱录》 所描述：“卖花者以马头

竹篮盛之，歌叫于市，买者纷然。”史达祖正

月 十 八 听 闻 了 深 巷 杏 花 叫 卖 声 ， 挥 笔 写 下

“小雨空帘，无人深巷，已早杏花先卖”的感

叹。陈维崧亦在 《探春令·咏窗外杏花》 中

写道：“满城微雨，频上街头卖。”

杏花带雨，透露出的是春的气息。淡雅

的杏花，与蒙蒙的江南春雨营造出和谐而充

满诗性的意境。卖杏花是江南一带的地方习

俗。赏杏花更是江南人民生活的重要内容。

市井的烟火气遮掩不了人们对生活美学的追

求，即使平凡的百姓，也懂得欣赏春天的姿

色，寻找生活的雅趣。

二十四节气也对应着七十二物候。古人

眼中的雨水物候标识是：一候獭祭鱼，二候候

雁北，三候草木萌动。雨水时节，冰雪消融，水

里的鱼儿不再“负冰前行”，贪吃的水獭也变

得活跃起来，把在水里捕到的鱼陈列在岸边，

摆成一排，如同祭祀一般。雨水五日后，大雁

开始从南方飞回北方，再过五日，草木随着地

中阳气的上腾而开始抽出嫩芽。从此，大地渐

渐开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春雨贵如油

在萧放看来，虽然雨水是二十四节气中

的一个“小节气 ”，既不属于“四立 ”“二

分”“二至”这些“大节气”，也不能与“清

明”“中秋”等传统节日相提并论，但其重

要性却不容小觑。雨水与谷雨、小雪、大雪

一样，都是反映降水现象的节气，体现了农

业社会人们对气候的观察。

萧放解释说，中国是农耕社会，农业生

产“靠天吃饭”，因此雨水节气对于农事非

常重要。立春之后，天气转暖，东南季风吹

向陆地。来自太平洋的暖流带来了农作物生

长最需要的雨水。风调雨顺，春雨充足的气

候，会带来一年的好收成，湖北农谚有“雨

水有雨庄稼好，大麦小麦粒粒饱”“立春要

晴，雨水要淋”的说法。然而在很多时候，

春雨来得并不及时，春旱现象时常发生。春

旱对春耕、春种十分不利，“雨水无水多春

旱 ”“ 雨 水 不 落 ， 下 秧 无 着 ”“ 春 雨 贵 如

油”⋯⋯不管在南方还是北方，春耕都需要

雨水的滋润，因此人们在立春之后也会格外

期盼雨水的到来。

雨 水 时 节 也 有 着 许 多 与 农 事 相 关 的 习

俗。雨水节气在南方被称为“可耕之候 ”。

虽然雨水前后气温仍然较低，但土质已经开

始松软，人们要在这个时候翻耕农田，做春

种的准备。翻耕要趁早，农谚有云：“正月

耕田是黄金，二月耕田是白银”。

另一个农事习俗是“捞河泥”，即把河

塘和湖塘里的泥捞上来，用作田间的肥料。

萧放介绍说，捞河泥可以驾船，农人站在船

头，用竹竿套着网兜探到水底，将淤泥捞上

来，装满船，再运到田边。不撑船的话，也

可以拿舴盆在水里捞。舴盆在旧时的江南很

常见，长七八尺、宽四五尺，椭圆形，盆沿

外边有一个铁环，可以用来在水中固定。还

有个钉耙，好像浅口的簸箕，以七根带弯的

铁钎由铁条串成一体，其间又有缝隙用来渗

水。钉耙有根青翠的竹把杆，农人按着水深

截成称手的长度，在水里上上下下地捞。捞

上来的淤泥都是极好的肥料，农谚说“立春

天渐暖，雨水送肥忙。”描述的就是人们挖

河泥做肥料的景象。

占稻色，拉保保，回娘家

耕作伊始，农人们总是对一年的收成充

满期盼，由此产生了用爆米花占卜年景收成

的有趣习俗，叫“占稻色”。

萧放说，宋 代 ， 江 南 人 便 有 了 用 糯 米

谷 占 稻 色 的 习 俗 ， 他 们 把 糯 米 谷 放 在 锅 里

炒 ， 糯 米 遇 热 爆 出 了 米 花 ， 根 据 米 花 的 成

色 预 测 一 年 稻 谷 的 收 成 。 米 花 越 多 越 大 ，

丰收也就越喜人。

爆米花，也被古人称为“孛娄”。南宋

范成大在 《吴郡志》中说“爆糯谷于釜中，名

孛娄，亦曰米花”，他在《上元纪吴中节物俳

谐体三十二韵》自注中又说“炒糯谷以卜，俗

名 孛 娄 ，北 人 号 糯 米 花 ”。李 戒 庵《漫 笔》有

《米花》一诗描写的景象更加生动，诗云：“东

入吴城十万家，家家爆谷卜年华。就锅抛下黄

金粟，转手翻成白玉花”。

一些地区在雨水时节还有“拉保保”的

民俗。萧放解释说，“拉保保”即拜干亲，

主要形成在四川地区。旧时人们担心孩子不

好养活，于是会在这一天给孩子寻找一个干

爹或干妈，来守护孩子茁壮成长。萧放说，

在 雨 水 时 节 “ 拉 保 保 ” 取 “ 雨 露 滋 润 易 生

长”的寓意，这其实也体现了旧时人们在养

育生命力脆弱的孩子时，希望得到集体和社

会力量帮助的愿望。

雨水节气回娘家，也是四川西部一带的

习 俗 。 这 天 ， 出 嫁 的 女 儿 要 回 娘 家 拜 望 父

母。已生育过孩子的妇女要带上椅子、瓦罐

肉等礼物，以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久不怀

孕的妇女，则由母亲为其缝制一条红裤子，

贴身穿着，这样据说可以尽快怀孕有子。新

婚的女婿会在这一天为岳父母送上两把缠着

二尺红带的藤椅，对他们将自己的妻子养育

成人表示谢意。岳父母则会回赠一把雨伞，

让他在为妻小出门奔波时挡风遮雨。

雨水养生

雨水也是养生的关键时节。萧放表示，

虽然万物复苏，大地回春，但天气仍然变化

无常，“倒春寒”现象经常发生，因此雨水

时节应格外强调“春捂”。

“中国气象先生”宋英杰告诉记者，雨

水节气降雨量增多，天气回暖的速度也有所

放缓。在春季的六个节气之中，雨水期间的

气 温 升 幅 是 最 小 的 。“ 由 雪 到 雨 ， 由 冻 到

融，是一件特别花工夫、费能量的事，这也

是雨水时节气温回暖乏力的原因之一。”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

所赵静教授指出，雨水节气，天气回暖，人体

腠理打开，易受风邪的侵袭，因此在加减衣物

上应放慢速度，注重保暖，尤其是背部、腹部

和足底这几个部位至关重要。保持背部的温

暖，可以防止风邪侵袭“阳脉之海”督脉；保持

腹部的温暖，可以预防消化不良以及感冒、腹

泻；保持足部的温暖，则可以保持全身的温

暖。此外，还应每日勤梳头，经常按摩腹部，促

进气血循环，有利于促进消化，健脾除湿。

赵静说，随着降雨增多，寒湿之邪最易

困 扰 脾 脏 。《黄 帝 内 经》里 记 载 ：“ 湿 气 通 于

脾”。因脾喜燥恶湿，湿邪留滞最易困脾。尤其

是脾虚的人更要注意保养。可以通过按压足

三里穴、丰隆穴调理脾胃，以祛除湿邪。此外，

由于肝脏主情绪的控制，所以在春季，高血

压、心脏病患者尤其易情绪波动，可采取冥

想、气功，太极和瑜伽来帮助控制情绪。

“雨水节气期间，还可以食用适量的甘

味食物以强健脾胃，并适当控制酸性食物的

摄入 。”赵静说，根据中医理论，春属木，

与肝脏相应，其味为酸，因此春季可适量增

加 酸 味 食 物 以 柔 肝 疏 肝 ， 但 要 注 意 不 可 多

食，因肝木过旺会制克脾土，损伤脾胃，脾

味为甘，所以可适量增加甘辛食物，肝脾同

调 。 酸 辛 等 容 易 消 化 的 食 物 及 果 蔬 ， 如 枸

杞、山楂、柑橘、蜂蜜、白萝卜、竹笋等，

都是不错的选择。此外，唐代著名医药学家

孙思邈还提到“春时宜食粥”，利于调养脾

胃，因此，雨水时节吃一些薏苡仁山药粥也

是养生食疗的好方法。

“二十四节气让人更好地感知自然的韵

律和气息，从而真切地体会到融入自然、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亲密与诗意。”北京联合大

学北京学研究基地研究员、“我们的节日 ”

北 京 工 作 室 负 责 人 张 勃 说 ， 春 天 是 天 地 和

同、草木萌动的季节，“一年之计在于春”，

人们应循时而动，及时播种，不误农时。

张勃指出，二十四节气不仅关乎生产，

亦深系生活。在现代社会，一方面人们愈发

注重生命安全与健康；另一方面，人们的生

活节奏日益脱离自然时序节奏，由此带来身

体亚健康等一系列问题。“二十四节气养 生

应 强 调 人 和 着 自 然 的 节 拍 ， 根 据 不 同 的 节

气 适 时 调 整 自 己 的 行 为 、 饮 食 与 精 神 ， 这

对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具有积极作用。”

二十四节气之雨水

：

东风解冻

散而为雨

□ 陈 斌

在论坛、媒体上，“文创产业”“文创

产品”已是常见词，但在市场上，人们能

买 到 的 优 质 文 创 产 品 却 少 之 又 少 。 一 方

面 ， 媒 体 经 常 报 道 一 些 文 创 产 品 获 奖 ；

另 一 方 面 ， 获 奖 产 品 或 是 根 本 没 有 投 入

市 场 ， 或 是 价 格 过 高 。 在 知 名 的 城 市 商

业 综 合 体 中 ， 在 商 铺 云 集 的 商 业 街 区 ，

很 少 见 到 文 创 产 品 购 物 店 。 即 使 在 人 气

火 爆 的 商 业 街 区 里 开 设 的 文 创 产 品 购 物

店 也 通 常 门 庭 冷 落 、 销 售 惨 淡 。 各 地 文

创 产 品 购 物 店 主 要 集 中 在 一 些 博 物 馆 、

文 化 景 区 、 城 市 形 象 产 品 店 、 文 创 工 作

室 的 铺 面 等 ， 虽 有 极 少 数 产 品 销 售 甚

佳 ， 但 绝 大 多 数 文 创 产 品 长 期 处 在 “ 叫

好不叫座”的状态。

文 创 产 品 的 购 买 者 主 要 有 3 种 ， 一

种 是 宣 传 或 广 告 部 门 ， 采 购 目 的 是 为 了

发 放 给 大 众 ， 推 介 当 地 的 文 化 。 第 二 种

是 公 务 或 商 务 采 购 者 ， 采 购 目 的 是 为 了

赠 送 来 宾 或 客 户 。 还 有 一 种 是 商 业 市

场 ， 采 购 目 的 是 通 过 卖 给 顾 客 文 创 产 品

实 现 文 化 传 播 。 随 着 各 种 制 度 的 完 善 、

社 会 风 气 的 净 化 ， 以 及 人 们 对 宣 传 品 认

知 的 变 化 ， 前 两 种 购 买 者 采 购 的 文 创 产

品 的 数 量 逐 年 减 少 。 曾 几 何 时 ， 各 地 火

爆 的 礼 品 展 ， 如 今 或 是 烟 消 云 散 ， 或 是

以 生 活 家 居 品 类 为 主 。 大 多 数 文 创 产 品

不 得 不 寻 求 市 场 化 ， 转 而 开 发 大 众 文 创

产 品 。 既 然 要 市 场 化 就 要 遵 循 市 场 规

律 ， 开 发 大 众 文 创 产 品 ， 就 要 让 大 众 买

得 起 、 买 得 到 。 目 前 ， 对 市 场 规 律 、 大

众 购 买 力 认 识 不 足 是 文 创 产 品 市 场 化 受

阻 的 主 要 因 素 。 文 创 产 品 实 现 市 场 化 ，

走入大众市场有几个关键点。

首 先 是 合 理 的 价 格 控 制 。 价 格 控 制

俗 称 定 价 ， 产 品 进 入 市 场 销 售 必 然 需 要

确 定 各 段 的 销 售 价 格 ， 包 括 零 售 价 、 各

级 的 供 货 价 等 ， 文 创 产 品 也 不 例 外 。 定

价 的 主 要 依 据 是 市 场 同 类 产 品 价 格 。 包

括 同 类 产 品 的 品 牌 价 值 、 销 售 地 区 、 功

能 差 别 、 材 料 变 化 、 不 同 价 格 产 品 销 售

量等，归根到底是以市场为主。

现 实 中 ， 文 创 产 品 普 遍 存 在 零 售 价

定 价 过 高 的 问 题 。 很 多 文 创 产 品 严 重 超

越 市 场 同 类 商 品 价 格 。 有 些 设 计 者 自 认

为 文 创 产 品 是 经 过 创 意 设 计 的 ， 有 文 化

赋 能 ， 就 应 该 把 文 化 的 价 值 加 到 产 品 的

价 格 上 ， 于 是 定 价 高 于 同 类 产 品 。 殊 不

知 ， 如 果 购 买 者 购 买 的 是 公 务 或 商 务 礼

品 ， 还 有 可 能 接 受 高 于 市 场 同 类 文 创 产

品 的 价 格 ， 大 众 购 买 者 则 很 难 接 受 远 远

高 于 市 场 同 类 产 品 价 格 的 文 创 产 品 。 文

创 产 品 中 体 现 的 文 化 价 值 并 不 完 全 等 于

产 品 的 价 格 增 加 值 。 产 品 的 功 能 性 、 生

活 必 需 程 度 等 ， 也 同 样 决 定 着 其 价 格 。

还有些文创产品企业经营者在定价时片面

参考成本，忽略市场同类产品价格。一旦

产品成本过高就提高零售价格，这是行不

通 的 ， 因 为 无 论 文 创 产 品 的 制 作 多 么 精

美，若价格过高，偏离了市场上大众对该

类产品价格的接受程度，结果必然是看的

人多，买的人少。

其次是合理的成本控制。很多文创产

品 的 设 计 者 、 管 理 者 少 有 成 本 控 制 的 理

念 。 在 文 创 产 品 设 计 时 从 不 考 虑 制 造 成

本，管理者在开发时也忽视成本，导致文

创产品制造成本过高。加上很多文创企业

忽视了还有正常的销售渠道成本、销售促

销成本等，结果出现很多文创产品如果用

零售价减制造成本，貌似每个产品都有可

观的毛利。而一旦在成本中出现销售渠道

成 本 、 销 售 促 销 成 本 ， 则 产 品 的 利 润 全

无，甚至亏损。

现实中，无论是租店销售，还是商场

代销，销售渠道成本必不可少。某著名吉

祥物的很多品类形象产品严重缺货的主要

原因是：吉祥物设计者没有考虑形象产品

的成本控制，产品制作流程繁琐，对材料

要求超高，有些品类的形象产品必须有手

工制造环节等。结果，产品的生产周期变

长，制造成本过高，直接导致形象产品的

加工企业极少，生产量很低。一旦销售火

爆，必然供不应求。这是很多文创产品虽

设计得很美，但难以生产出来投放市场的

主要原因。

有些文创企业的经营者尝试用直播带

货等线上销售方式来节约销售渠道成本和

销售促销成本，结果是鲜有成功。直播带

货以流量为王，而形成足够的流量是需要

成本的。借助他人的流量需要成本，大量

引流也需要成本，因此线上销售同样需要

渠道成本。同时，打折、宣传等这些基本

的、正常的促销和广告手段是线上销售中

经常出现的，必然产生销售促销成本。文

创企业的经营者需要看清，无论线上销售

还是线下销售均会产生销售渠道成本、销

售促销成本等。

最后是正确的成本与价格匹配关系。

有些文创产品企业的经营者在开发文创产

品 时 ， 片 面 地 理 解 成 本 与 价 格 之 间 的 关

系。尤其当设计出喜爱的产品时，一边是

“不惜一切代价生产”，另一边是按照市场

同 类 产 品 价 格 销 售 。 遇 到 制 造 成 本 过 高

时，或是压缩渠道成本、促销成本，或是

自己开店销售。殊不知，自己开店销售也

要产生人工、房租等相关费用，开店产生

的费用也要计入销售渠道成本，且门店也

会产生打折等促销成本。或是自己在网店

和朋友圈销售，而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流

量，使得销售缓慢，销售成本增加。

因 此 ， 在 开 发 符 合 市 场 的 文 创 产 品

时，必须同时考虑各种成本和让该产品符

合市场的价格。该降成本的降成本，该修

改设计的修改设计。实在不行，便只能不

做。文创产品要想进入大众市场就躲不开

成本、价格。文创产品设计得美不美与销

售得好不好，并非正相关关系。文化可以

是吸引物，但文化不是大众必然购买文创

产品的理由。创意和设计出来后，再根据

市场、成本、价格调整设计，进而制造出

让人们喜爱的、销量可观的文创产品，才

能够使文创产品变成文创商品，最终实现

文创产品的市场化。

文创产品要让大众买得起、买得到

□ 郑萍萍

春晚开始前，洗好碗筷，我习惯性地看了
一眼对面楼的落地窗——客厅的灯亮着，看来
这家人并没有去外地过年。

他们是一年前的春天搬进我家对面楼的，
透过他们新换的落地窗，偶尔能看到一位男士
在阳台的跑步机上锻炼；靠近窗户的沙发是亮
黄色的，日落时会镀上耀眼的金色；还有一盏
不知是做什么用的长明灯，在客厅里彻夜不
熄。隔着几十米，看不真切，但日子久了，也
能拼凑出一些信息。

他们不习惯拉窗帘，我也不好意思就这么
直勾勾地打量。记得 2020 年，网上曾曝出山东
某小区的一名女业主透过玻璃窗发现对面楼里
的男子在家赤身裸体，于是拍照发到了业主群
里，并喊话提醒对方：在家不要“裸奔”，或者
拉上窗帘，不要影响其他邻居及未成年人。没
想到照片一发出，男业主毫不示弱地反击道：
知道吗，你犯法了！并表示已经报警。之后有
律师表示，男子在家中的行为并不违法，反而
是女业主的行为直接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对
方是可以要求其赔礼道歉，甚至赔偿损失的。

在引来“他人的目光”之前，玻璃窗的出
现，是为了将更多的光线引入室内。至今，在
苏州的一些园林和古村落里还能看到一种“明
瓦窗”，制作明瓦的主要材料为贝壳、羊角、云
母片等，当然在透光性上无法与玻璃相比。我
们也有制作玻璃的经验，但作为建筑材料使用
的工业玻璃算是舶来品。根据一些文书的记
载，雍正年间，紫禁城内开始使用进口的平板
玻璃。这些玻璃从西欧远涉重洋而来，稀有且
昂贵，所以起初只在窗户中心一两个窗格上安
装，四周仍旧糊的是窗户纸。据说，进口一平
方米玻璃合纹银 15 两，按当时的房价计算，安
两扇玻璃的钱与一间房屋的售价差不多。

不过，知乎作者 Kai 在整理这些历史资料
时发现，先于宫中，几千里外的商贸之都广
州，更早地用上了整扇的玻璃窗。雍正年间，
商贸兴盛，洋货行在广州城外渐渐形成规模，有实力的洋货行不但有店
铺、仓库、货场、码头，还在庭院里建有专门出租给欧洲客商居住的“夷
馆”。这些小楼按照西式建筑的样式建造，窗户用的玻璃就是这些来中国
购买茶叶、瓷器和丝绸的欧洲商人带来的。

受益于材料和工艺的进步，透明建筑在 19 世纪得到了“跳跃式”的发
展，玻璃被大量应用在层出不穷的建筑式样中，蔓延到世界各个角落，成
为现代城市文明的一种图景。当然，它的反光、易碎、高耗能等特点给人
们带来了各种问题，但它的流行，就像每一种生活方式的出现，总是与当
下社会人们内心的渴望同频——它为拥挤、逼仄的城市带来了明媚的光
线，为隔绝、封闭的人造建筑引入了天空、飞鸟、绿植等更多的自然元
素，也因此，那些可以透过玻璃窗享受到自然之美的海景房、山景房，总
是被标出更高的价格。人类从自然走向城市，在为自己建造庇护之所时，
依旧希望与自然、与他者保持着某种警醒、联系，而这正是空间秩序上的

“透明性”真正的意义所在，“透明性并不一定代表通透，它意味着关系”
（妹岛和世，建筑师）。

就像我并不认识对面五号楼的那家人，但我知道他家正对路口的阳台
上，常年趴着一只边牧。挥挥手，它便会机灵地直立起前肢，歪头盯着
你，如果主人恰好在一旁打理花草，也会隔着玻璃挥挥手；还有四号楼
一层的一对年近八十的老夫妻，在阳台上种了几百盆多肉植物，过路的
孩子总是禁不住扒着窗户张望，老两口也并不会觉得厌烦，常常跟大家
互 动 ； 而 一 号 楼 靠 西 头 的 六 楼 ， 小 区 里 的 人 都 称 他 们 家 为 “ 气 氛 担
当”，逢年过节，他们的窗户上准会亮起各式各样的彩灯，今年春节又多
了六盏虎头花灯。

现代生活让我们变得看似独立，互联网更是创造了一种一个人就能好
好活下去的图景，但与此同时，深刻的现实却不断地提醒我们，个人是无
法仅凭一己之力重建意义与尊严的，“当代生活，个人的出路在于关系，
我们要重新去构建与社会、与他者的关系”（项飙，社会学家）。

其实，华灯初上，让我们感到希望的不仅仅是“有一盏灯是为我亮
起”，更重要的是，你知道，在这一束孤独、渺小的灯光周围，还会有一
盏又一盏的灯亮起，在夜晚来临之时，透过一扇扇玻璃窗，这些灯光，在
这个巨大的城市里互相映照、互为彼此。

还记得 2020 年春天的武汉，从一扇没有关上的窗户里飘出的红色窗帘
吗？还有意大利那个被隔离在家的小学生，隔着玻璃和其他同学拍下的那
张全班合影？正是依赖于由城市构建的空间秩序，我们在这里与他人建立
了更多的链接、获得了更多的支撑，也才有了在这里生活的必要。

窗内窗外

互为彼此

2022 年 2 月 19 日，云南省曲靖市，雨水节气迎寒潮，罗平县牛街螺丝田油菜花观景点，正在次第开放的油

菜花梯田景致美不胜收。 视觉中国供图

李晗绘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