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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好消息
为了扩大宣传，向中老年人提供便利，开业期间，每

人限购6斤鸡蛋，2元1斤。还有更多商品秒杀价格！
夫妻两人，限购12斤。活动时间：6月2号-6月4号

上午8点-下午4点 即买即走，不耽误时间。
地址：兴山路73号甲-2德瑞万家团购超市
（沧口公园南门往西100米即到）

李沧区德瑞万家生活超市开业啦！

公交路线：128、302路、24路、364路、115路、101路、7路、121
路、130路、116路到沧口公园下车。如有不明白，请来电咨询。

从古画古色中
触摸夏天

春去夏来，万物皆长。夏
日一切进入生长旺季，大地一
片欣欣向荣。

古代无数文人墨客用画
笔，记录着春夏之际的变化。
今日让我们从历史遗留下的
珍贵文物中，感受大自然万物
生长、蓬勃向上的美好。

这幅《荷花鸳鸯图》是清
代花鸟画巨匠沈铨 76 岁时所
画。沈铨擅画走兽花鸟，已
臻于出神入化的地步。此图
画面紧凑，富于变化。笔致
工谨细腻，造型准确生动，敷
彩 浓 艳 雅 致 ，烘 染 过 渡 自
然。于工整细丽的院体花鸟
中，融入了文人审美的自然
情趣。

据安徽博物院书画研究
专家张飞莺介绍，这幅画表现
出技法的丰富性，较前代宫廷
花鸟画有一定的发展，同时也
代表了清代院体花鸟画的高
水平。 王文源

晒干：预防文玩葫芦开
裂，最好的方法就是晒干后
再盘。如果没有地方晒文
玩葫芦，可以把文玩葫芦放
到室内阴凉通风的地方，然
后隔一段时间就拿出来晒
一晒。

上油：如果想将文玩葫
芦盘出枣红色，上油是非常
重要的。有些玩家认为给
文玩葫芦上油，就是为了让
其看上去更亮一些，但笔者
并不这样认为，上油更主要

作用是防止文玩葫芦开
裂。在给文玩葫芦上油的
时候，可以选择橄榄油、花
生油等。同时要注意用
量，如果过多，就很容易导
致文玩葫芦出现花皮。正
确上油后，文玩葫芦表面
会形成一层油膜，这样就
能预防开裂了。

盘法：盘玩文玩葫芦
的时候，不要用太大的力
度揉搓，用手盘玩一天后，
将其静置一天，然后再开

始盘玩。刚开始盘玩的时
候，每天两个小时左右即
可。如果发现文玩葫芦的
颜色有些暗沉了，就说明
开始上色了。 佚名

文玩葫芦盘出枣红色只需这几步

樱桃颂
曹少波

粒粒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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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亮鲜润
亦媚亦娇
举手可得
适我身高
甘美如饴
慰我老饕
采摘频繁
我享我饱

咏吊兰
官明亮

花怜藤蔓韵流香，
叶高姸垂碧玉妆。
仙蕊凝思心语处，
兰心蕙质一庭芳。

6 月 6 日，将迎来芒种，
24节气第九个节气。芒种节
气的到来，预示着有芒的农
作物成熟、秋季农作物播种，
已到了收麦种秋的大忙季
节，因此“芒种”又叫“忙种”，
这是一个典型的反映农时及
物候现象的节气。

我国南北方种植作物的
差异，芒种节气的农业生产
兼具“收”与“种”两大特点。
此时，北方地区麦类等有芒
作物相继成熟，麦粒饱满，为
抢农时和避免不利天气的影
响，农民需抓紧时间收割、晾
晒、入库。小麦收获后，紧接
着便是夏玉米等秋收作物的
播种。同时，南北方稻区正
值一季稻移栽插秧时间。民
谚“芒种不种、再种无用”，意

为大多数夏播作物，需赶在
芒种节气前完成耕种，之后
再种，则不利于成熟。

二十四节气中，芒种是
与农耕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
节气。“割麦栽秧两头忙，官
家小姐出绣房”。芒种忙着
收和种的情景，曾被许多文
人墨客写入诗文之中，读来
颇有韵味。

“乙酉甲申雷雨惊，乘除
却贺芒种晴。插秧先插蚤
籼稻，少忍数旬蒸米成。”宋
代范成大的《梅雨五绝·其
一》，意思是说，芒种节气到
了，要插秧了，雷雨却不期
而至，希望天气赶紧转晴，
插秧时最好先插籼稻，坚持
几十天新米即可长成。这
首诗生动地表现了诗人在

芒种时节的生活状态，有劳
累，也有担忧，但从“少忍数
旬蒸米成”中不难看出其达
观的人生态度。

唐代元稹《咏廿四气诗·
芒种五月节》：“芒种看今日，
螳螂应节生。彤云高下影，
鴳鸟往来声。渌沼莲花放，
炎风暑雨情。相逢问蚕麦，
幸得称人情。”芒种到了，螳
螂出来了，天上的云彩绚丽
多姿，云彩下时不时有鴳鸟
的身影悠然飘过。池塘里的
莲花开了，清香袅袅。炎热
的风伴着暑气，送来大自然
的气息。大家见面最关心的
是，家里养的蚕结茧没？麦
子收割得怎么样？元稹的这
首芒种诗，描写了芒种时分
乡间的生活片断。诗句朴实

又生动，芒种之境鲜明又自
然，字字句句流淌着乡村的
质朴与温情，反映了芒种节
气的灵动和生机。

“新秧初出水，渺渺翠
毯齐。清晨且拔擢，父子争
提携。既沐青满握，再栉根
无泥。及时趁芒种，散著畦
东西。”宋代楼璹的《耕图二
十一首·拔秧》一诗，笔触清
新恬淡，有景有色，有动有
静，寥寥几笔，便将农家拔
秧、插秧的景象栩栩如生地
呈现出来。

如今，科技越来越发达，
农民不再用手工割麦和插秧
了。诗里芒种时节那些热火
朝天的躬身劳动画面，带着
时光的印记，在不老的时空
中散发诗意。 胡萍

芒种：戴月披霞一日短 栽秧割麦两头忙

大凡年事已高的书画
家，都喜欢在落款中加上自
己的年岁——从艺追求“人
书俱老”，“落款题岁”自然
成为一项传统。

从1937年开始，齐白石
题款的年龄就比实际年龄
大两岁和四岁。如 1943 年
所画《工虫鸢尾花》，落款

“八十三岁”，实七十九岁；
1952 年所画《和平》，落款

“九十二岁”，实八十八岁；
1954 年所画游虾，落款“九
十三岁”，实九十一岁。齐
白石 1957 年 9 月 16 日病逝
时九十三岁，但落款中已出
现“九十七岁”。

为什么要“虚报年龄”

呢？据《白石老人自述》一
书，此前齐白石碰到一位算
命 先 生 ，说 他 在 丁 丑 年
（1937年）“脱丙运，交辰运”
时有不祥之兆，就此给出一
个破解之法。“宜用瞒天过
海法，今年七十五，可口称
七十七，作为逃过七十五一
关矣。”齐白石给自己增加
两岁，跳过了不祥的年份。
但这只是增加两岁，另外两
岁打哪儿来的呢？按照民
间采用的一
岁为起点的

“虚岁计岁
法”，人一出
生 就 算 一
岁，这就多
出一岁；再
者，齐白石
是以农历来
计算自己的
出 生 年 份
的，这又多
出一岁。

我没见
过 文 章 的

“ 落 款 题

岁”，倒是有文集“落款含
岁”——洛阳杂文学会的创
始人黄秉忠生于1930年，他
的网名叫“望百子”，取年逾
九十而望百岁之意；他将九
十岁后所做杂文结集，取名

《望百集》。不是“落款题
岁”，胜似“落款题岁”。

细观种种“落款题岁”，
思忖其用心，或许就是想表
达一下生理寿命和艺术生
命的长久。 于文岗

“落款题岁”趣谈

国画 管同池

■翰墨丹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