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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德退休前近四十年的职业

生涯全部在教育领域，先是修文二

中英语教师，继而是金筑大学、贵阳

学院教师，教过的学生数以千计；退

休后，他回到家乡修文县六屯镇桃

源二寨种植起了蜂糖李，先后被评

为“贵阳贵安五星级种植大户”，荣

获“全省首届蜂糖李品鉴三等奖”，

开启了全新的人生体验。有人对罗

荣德戏称：“你退休前躬耕桃李，退

休后还是躬耕桃李，只是对象不同、

成果迥异而已。”罗荣德听后莞尔一

笑，点头称是。

六屯镇位于修文县东部，清澈秀

美的桃源河犹如一条玉带蜿蜒流淌

而过。大自然的馈赠，使得桃源河景

区融合喀斯特地貌与贵州山水的多

姿多彩，凸显山清水秀、气候宜人，成

为以峡谷、瀑布、漂流、温泉为特色的

自然生态旅游胜地，被称为“人间仙

境、黔中福地”。这里还是布依族聚

居的地区，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情。得

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把这

里的山涵养得满目青翠，把这里的土

滋养得肥沃丰腴，把这里的人哺养得

勤劳朴实。

满腔赤诚献桑梓
生于斯长于斯的罗荣德对桃源

这片土地饱含深情，随着退休年龄的

临近，他想：这些年来家乡发生了很

大变化，农户基本上实现了“两不愁

三保障”，但一些农户离过上殷实富

裕的生活还有不小差距。自己是吃

桃源的饭、喝桃源的水长大的，离开

家乡四十多年了，理应在退休后发挥

余热、老有所为，为家乡做点什么，以

回报父老乡亲的养育之恩。

想法甫定，罗荣德便行动起来。

他深入了解桃源的土壤、气候等条

件，又利用节假日在贵阳等地进行市

场调查。通过反复斟酌、仔细考量，

决定把在桃源种植蜂糖李作为自己

退休后的新事业，助力桃源的农户增

收和乡村振兴。于是，罗荣德从当地

农户手中流转了 240 多亩土地开始

种植蜂糖李，并将基地取名为“惠尔

种植基地”，旨在让自己的蜂糖李种

植能惠及桃源的父老乡亲。他在桃

源“安营扎寨”，全身心投入到蜂糖李

的种植中去。

不畏艰辛勤耕耘
成如容易却艰难，梅花香自苦寒

来。罗荣德深知，苗木是决定蜂糖李

品质的基础和关键。为了能采购到

优质的蜂糖李树苗，他专程前往镇宁

六马跋山涉水走访考察，经过反复比

选，确定把“大弄袍”蜂糖李树苗作为

果园的主打树苗。树苗运到后，他在

挖坑、栽种、培土等各个环节严格把

关，方才把 7500 余株蜂糖李树苗种

植下去。罗荣德知道，树苗种植是短

期的，苗木的管护却是长期的，需要

付出更多辛劳和汗水才能使它们顺

利生长。寒冬腊月，他冒着凛冽北风

在山上给果树剪枝；春寒料峭，他不

顾感冒，带领农民工给果树施肥；盛

夏酷暑，他顶着炎炎烈日给果树打药

除虫；秋风萧瑟，他伴着丝丝凉意在

果树周围清除杂草……几乎每天都

是朝霞初现便开始劳作，夕阳西下才

收工歇息，晚上常常就睡在山上的简

陋窝棚里，和寂静的大山一同进入梦

乡、迎来黎明。

作为一个“门外汉”，种植蜂糖李

必然会遇到许多技术难题。罗荣德

认为，种蜂糖李和种庄稼一样，既要

有良种，也要有良法。在种下树苗

前，为确定蜂糖李树苗的株距，他专

程前往省农科院走访有关专家，又实

地考察六马等地果园的情况，然后进

行分析判断，最后确定了株距六米，

实践证明效果良好。看见有的树叶

卷曲，有的树叶表面呈白粉状，他就

上网查询，又买来果树种植的书籍学

习钻研，搞清楚病虫害种类，进而采

取有针对性的施药措施。他把一株

株蜂糖李果树当作自己的“孩子”

一样精心呵护，看见它们茁

壮成长、开花结果，心里就

感到无限快慰。同时，他

对果树坚持实行全程绿

色防控，规范种植管理，

并进行产品人工分级，为

桃源蜂糖李拥有良好品

质提供了保障。

一 分 耕

耘，一分收

获 ，土 地

不 负 有 心

人 。 经 过 几

年努力，惠尔种植

基地已成为修文县最大的蜂

糖李种植基地，而且优质果

率达 50%以上。2023 年，在贵

阳贵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星级评

定及择优表彰中，惠尔种植基地被贵

阳市农业农村局授予“贵阳贵安五星

级种植大户”称号,是修文县获此殊

荣的唯一水果种植大户。2024 年 7

月，在贵州省首届蜂糖李品鉴会上，参

加品鉴的专家、群众代表认为，惠尔种

植基地的蜂糖李“具有甜度高、口感

好、色泽美、外形漂亮等优势”，桃源蜂

糖李荣获贵州省水果行业协会授予的

“全省首届蜂糖李品鉴三等奖”。

助农增收润心田
16 万元、18 万元、19 万元、22 万

元、23 万元，这组数据分别是 2020 年

—2024 年桃源的农户每年在惠尔种

植基地流转土地和务工获得的总收

入，共惠及 50 多户村民。一个种植

基地、一项种植产业就能给农户带来

如此明显的增收效果，这在桃源地区

还是第一次。

——村民吴佳德一人带着两个

尚在读小学的孩子，生活曾经比较

困难。2022 年和 2023 年，吴佳德在

惠尔种植基地务工的收入就达 5 万

多元，不仅解决了两个孩子的读书

和生活费用，还还清了兴建住房的

欠款。几年来自己栽种的稻谷收割

后，心存感激的吴佳德都要送一些

新米给罗荣德，表达对他解决自己

燃眉之急的谢意。

——村民罗荣亮夫妇年事已高，

子女又不在身边，导致责任地荒芜，

生活比较拮据。惠尔种植基地流转

了他家 6 亩地，到今年已付给 16000

元流转费，有效解决了老两口的生活

困难。

——八十多岁的村民王裕国流

转 10 亩土地给惠尔种植基地，到今

年已获得土地流转收入 27000 元。每

年领取土地流转费时，王裕国都高兴

得像儿童过节一般。罗荣德说：“每

次看到王裕国老人孩童般开心的笑

容，自己就感觉和他一样高兴。”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罗荣

德说，经过几年来的努力，桃源蜂糖李

种植终于见到了效果，初步实现了自

己反哺父老乡亲的愿望。但行百里路

半九十，目前惠尔种植基地还处于起

步阶段，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

一步要秉持“基地强实力、村民得实

惠”的理念，在把基地做强做优的同

时，以更大的成绩回报家乡和村民。

暮年壮志不言愁
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在修文

龙场悟道讲学时曾游历桃源河，并写

下“桃源在何许，西峰最深处。不用

问渔人，沿溪踏花去”的优美诗句。

追昔抚今，罗荣德对蜂糖李种植又有

了新的目标和打算：现在，惠尔种植

基地的蜂糖李树已逐渐进入盛花期

和盛果期，要进一步提升蜂糖李的品

质和产量，并着力抓好蜂糖李品牌的

培育，让桃源蜂糖李以更好的品质、

更大的产量走向市场，也让农户获得

更多的收益。同时，要推进蜂糖李种

植与当地旅游业发展相融合，使蜂糖

李果园仲春时节“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李花开”，盛夏光景“风吹绿

叶沙沙响，硕果累累坠枝头”，为桃源

的旅游业增添一道“春天赏花，夏日

品果”的新景致，让游客在这里能领

略到陶渊明《桃花源记》中“忽逢桃花

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

美，落英缤纷”的美丽意境。

吹开桃李花枝展，唤醒山林木叶

繁。6 月中旬的一天,在惠尔种植基

地起伏曲折的机耕 道 上, 笔 者 问 罗

荣德:“你为何年届花甲却放弃悠闲

的退休生活，‘自讨苦吃’回到桃源

种植蜂糖李？”罗荣德沉思片刻，然

后看着满山即将成熟的蜂糖李，带

着 几 分 哽 咽 缓 缓 答 道 ：“莫 道 耕 耘

苦，收成即故乡！”听毕，让人不禁想

起诗人艾青的著名诗句：“为什么我

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

土地爱得深沉……”

宁可

罗荣德和他的
蜂糖李

中元节·下元节
我国的民俗节日中有上元节、中元节、

下元节。上元节大家都知道，就是元宵节，

史籍中称“上元张灯，诸书皆以为沿汉祀太

乙，自昏至明，今其遗事”。人们年年都过元

宵节，但很少人知道这一天在历史上是纪念

太一神的节日。

知道中元节、下元节的人也在变少。中

元节是农历七月十五，在古代是祭祖的日

子。《道家大辞典》中有“道家以七月十五为

中元节”记载，祭祀的是“地官”，而佛教则将

这一天定为盂兰盆会的日子。下元节是农

历十月十五，也是道家的节日，祭祀“水官”，

后来演变成祭祀“炉神”等工匠的祖师节了。

中元节时往往要“放河灯”，“燕市七月

十五日夜，儿童争持长柄荷叶，燃灯其中，绕

街而走，青光荧荧，若磷火燃”。童谣中有

“荷叶灯，荷叶灯，今日点了明日扔”之说，中

元节的荷灯大多为荷叶所制，荷灯乃河灯，

点不了多长时间。此时“放河灯”，是“时俗

多以是日祀其先也”，不完全是娱乐。

农历十月十五是下元节，京城有些寺院

“夜悬天灯”，诵经百日；道家则是“水官”的

生日，只是“持斋诵经”。在清代，十月十五

下元节时在安定门仰山洼要阅兵，“八旗合

操，演九进十连环，前锋护军统领马交冲马；

已成俗例”。农历十月，京城已经变冷，阅兵

时已是“大寒之岁，兵丁有冻毙者，故非豪侠

少年不能往观也”。

上元节、中元节、下元节发生在农历的

正月、七月、十月的十五日，有共同的规律。

大多数人当成民俗节日，并有了元宵赏灯、

放荷花灯和吃元宵的习俗，使宗教节日也民

俗化，使人们乐意接受，并不断推陈出新，更

符合当代人的生活，并一代代传沿至今。

民俗节日不等于节气，节气是农耕文明

产物，节日则是人文祭祀的遗存。但有些节

气也是节日，如清明节，与七月十五、十月十

五被列为“三冥节”，都与祭祀有关，人们将

清明与寒食、祭祖并列其中，并有踏青、游

乐、放风筝、荡秋千内容，成了重要节日。

农历三月三是上巳节，不少人北京人记

得蟠桃宫庙会，吃天坛龙须菜和新鲜的黄花

鱼，以及是“京师三月开沟，行者甚苦”的日

子。还有人想起王羲之与友人在这天“曲水

流觞”的故事。

诸如寒衣节、乞巧节等不再有人提起，

但节日的一些活动仍存在。有些节日被赋

予了新名称，重阳节成了敬老节。

透过节日可以从侧面了解历史，了解

古人的生活习俗，其发展历程清晰地勾勒

出一幅幅生动的风貌图景。这些消失的

节日，如同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珍珠，每

一颗都折射着中华文明的璀璨光芒。它

们是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更是民族精神

的生动写照。当我们在清明踏青、重阳登

高时，不应忘记那些消逝的节日曾给予我

们的文化滋养。

张双林

天贶节·天庆节
当夏天来到之后，值得一提的是天贶

节，即农历的六月初六。天贶节是由天庆节

演变而来，虽不是什么大节日，但内容十分

丰富。天贶节是古代的“动物节”“清洁日”，

也有女儿节之称。古代这一天，有女儿回娘

家、读书人晒书、寺庙晒经等习俗。

明 清 时 代 的 北 京 对 天 贶 节 是 很 重 视

的。《野获编》有记载，称六月初六“内府皇史

宬晒暴列圣实录、列圣御制文集诸大函”，

“至于时俗，妇女多于此日沐发，谓沐之则不

腻不垢”，而且还有“京师象只，皆用其日洗

于郭外水滨，一年惟此一度”。

清代的一些史籍对“六月六”的记述更

多些，其中对洗象、晒书、晾经、夏日什刹海

游玩等均有详细的记述。洗象还留下不少

诗文，正如《藤阴杂记》所云：“洗象诗，名家

集中，歌行词赋，无美不备”。六月六洗象之

俗从明代至清末连续不断，只是民国之后不

再有象房、象奴，此习俗方断。

在老北京，市民看到大象到宣武门护城

河洗浴时，就知道夏天到了。除洗象外，“每

岁六月六日，中贵人用仪仗鼓吹导引，洗马

于德胜桥之湖上”，当然洗的是宫中御马。

在清代，还有六月初六后“骆驼暑月出口牧

养，以避炎暑，秋凉如归”的习俗。

古代妇女出阁后，回娘家省亲的机会不

多，但“六月六”可以携子带女回娘家，这一

天有女儿节之称。而且有“吃过水面，嚼银

苗菜，即藕之新嫩秧也”的饮食习俗。民间

节日往往与生活环境和民俗活动有关，当人

们的生活环境变了，有些节日就会淡出，人

们将其遗忘是很正常的，天贶节即是如此。

人胜节·中和节
近年来，人们对一些重要的节日越来越

重视，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还被列入法定

假日之中，但是我国约定俗成的节日实在太

多，许许多多节日逐渐淡化，成为节日文化

的缺憾。

春节众所周知，但假期之间的“人胜节”

就知之甚少了。人胜节是农历正月初七，这

一天又称人日、人庆、七元等，始于汉代，据

《占书》称“岁正月一日占鸡，二日占犬，三日

占豕，四日占羊，五日占牛，六日占马，七日

占人”是古代动物崇拜的遗风。“七日占人”

这一天就成了“人胜节”和“人日节”了。

我国的民俗节日往往与吃什么挂钩，明

代的《酌中志》记载，老北京人在人胜节要

“吃春饼和菜”，也有人家这天吃打卤面。而

在辽代时，有“俗煎饼食于庭中，谓之熏天”

的习俗。古代人胜节讲究“天气晴明，出入

通顺，谓一年人口平安”，或者“是日天气清

明者，则人生繁衍”。古代有些地区还将这

一天与“女娲抟黄土作人”联系，增加了节日

的神话、神秘色彩。

正月初七仍在春节的余韵之中，“人胜

节”就被人们淡忘了。在老北京，打卤面的档

次要远远高于“炸酱面”，人胜节吃打卤面是

对这个节日的极大重视，但没有吃炸酱面的。

中和节亦是已经消失的节日。中和节出

现于唐代，是由“晦节”变化出来的，古代的

“晦节”也曾是一个重要节日，后来因晦有昏

暗不明之意，语义不吉利，故而改称中和节，

时间是农历二月初一。

清代《水曹清暇录》记载，称“二月初一，

俗称中和节”，因道家将二月初一视为“太阳

真君生辰”，是太阳的生日，所以“市中货太

阳糕，以祀太阳星君”。《燕京岁时记》云：“二

月初一日，市人以米面团成小饼，五枚一层，

上贯以寸余小鸡，谓之太阳糕。”

中和节后来演变成为道家节日，清代有

“左安门内有太阳宫，都人结侣携觞，往游竟

日”的记载。太阳宫的地址，大致在天坛以

东、龙潭公园以西一带，每年农历二月初一

在这里还办庙会。如今的北京朝阳区也有

太阳宫，但人们所说的太阳宫庙会是指天坛

东的太阳宫。祭祀太阳，自然少不了太阳糕

了。太阳初升时，“雄鸡一唱天下白”，糕点

上少不了鸡的图案，食物与节日再次有机结

合。

中和节又有“天正节”之称，但不少人将

中和节与“二月二，龙抬头”联系在一起了，甚

至混为一谈。其实日子相差一天，二月二俗

称青龙节、春耕节、农事节、春龙节等，但没有

流传下来。但人们知道“二月二”是“日食饼

者谓之龙麟饼，食面者谓之龙须面”，而且有

“煎元旦祭余饼，熏床炕，谓之熏虫儿，谓引

龙，虫不出也”和剃头理发及“闺中停止针

线，恐伤龙目”等习俗，与中和节有所不同。

春天是万象更新的日子，明清时代春天

降临时还有花朝节，是为纪念百花生日而

设。花朝节具体哪天说法不一，《北京岁时纪

胜》称：“十二日，传为花王诞日，曰花朝，幽人

韵士赋诗唱和。”而清代《大兴县志》和《宛平

县志》则以农历二月十五日为花朝节，这天

“小青缀树，花信始传”，而且“早年妇女多于

日剪彩为花，插于各树，并挂金铃彩旗”。花

朝节寄托着人们对春天的向往，对百花盛开

日子的期盼，应该是个富有诗情画意的民间

节日。以前丰台区的花农在这一天要祭祀

“花神”，大办庙会，花神庙就在黄土岗（今称

花乡）。

节日是文明长河中璀璨的明珠，

凝聚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与集体记

忆，也是民俗活动的集中表现。然而，

随着时代变迁，许多曾闪耀于历史星

空的节日，因为各种原因，逐渐湮没在

时光的长河里。

《桃花》（清）马元驭绘

《乾隆皇帝洗象图》轴（清）丁观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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