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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二十四节气”里读懂中国

二十四节气处处体现了古老的中华
智慧，既具有安排生产生活时序的功能，
又可以用以防灾避疫、养生保健，还引导
中国人形成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理
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价值无论如何估量都不为过。

起源于先民的天
象观测活动

二十四节气起源于原始的天象观
测，其历史可以追溯至史前社会。考古
发掘成果表明我国先民至少在新石器时
代就已经大量进行天象观测，比如河南
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距今约5000
年）出土的彩陶上绘有太阳纹、月亮纹、
星座纹；又如江苏连云港将军崖新石器
时代岩画上刻有星云、星象和太阳图
案。在早期天象观测的基础上，先民还
创作了以日月神话为代表的天体神话，
比如《山海经》等早期文献中记录的“羲
和浴日”与“常羲浴月”神话。

在很长时间中，先民通过观察星空
的变化来感知四季的变换，他们总结出
了诸如北斗星斗柄方向指示四季的知
识。但后来先民发现通过星空的变化来
掌握气候的变化过于粗疏，有时还会遇
到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因此他们把注
意力集中到太阳上。先民发现，随着太
阳的移动，物体的影子也会相应移动。
根据这种现象，他们发明了一种最古老
的天文仪器——圭表。圭是水平放置的
一把尺，表是直立的一根标杆，通过圭与
表的配合可以测量正午日影长度。通过
统计正午日影长短的周期变化，先民最
早确立了二十四节气中的夏至（日影最
短）和冬至（日影最长）两个节气。他们
还通过测量相邻两年的冬至时刻，确定
了一个回归年的长度。

新石器时代中后期的先民可能就发
明了立竿测影的方法，这是原始圭表，成
语“立竿见影”就出自这种古老的天象观
测中。有神话认为圭表是尧帝时期的发
明，尧帝曾命令官员观测天象，制定历
法，“敬授人时”（《尚书·尧典》），目的是
指导安排农业生产。颁布历法以安排农
业生产是国家的重要职能。相传，周文
王之子周公姬旦在营造东都洛阳时，曾
在登封告成镇立圭表测日影，目的也是
为颁布历法，安排农事。至今，河南省登
封市告成镇还有一座被命名为“周公测
影台”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从观察星空到发明圭表，古人的天
象观测从直观感受上升为使用工具，是
极大的进步。随着圭表的发明和使用，
很长一段时期内，古中国所测定的回归
年值的准确度处于世界最高水平。

其实，世界上有些文明也在比较早
的时期就通过观测确立了冬至与夏至，

比如古巴比伦。但华夏先民的观测并没
有止步于此，他们在冬至、夏至的基础上
进一步细分了节气，确立了“两分”（春
分、秋分），后来又加入了“四立”（立春、
立夏、立秋、立冬），至此，二十四节气的
主干——四时八节已经出现，这是先秦
时期已经完成的事情了。到了秦汉时
期，随着天文观测方法的不断进步，古人
在测量日影的基础上，对太阳黄道（太阳
在假想天球上的运动轨道）进行24等
分，使每个节气在黄道上都有了一个准
确的对照角度，由此完全掌握了节气与
太阳运行之间的关系，二十四节气最终
定型。在刘邦的孙子——淮南王刘安和
他门客编纂的《淮南子》中，已经出现了
二十四节气的全部名称。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人们往
往将立春作为二十四节气的起点，其实
并不准确。最早被确立为二十四节气起
点的是冬至，天文学上二十四节气起点
是春分，而将立春作为二十四节气的起
点仅仅是习惯。先来看冬至。冬至日影
最长，便于测定，所以中国古代历法无论
以哪一个月为正月，计算节气都以冬至
为起点推算。汉以前作为气首（二十四
节气之首）的冬至，其地位堪比今日的春
节。即使在汉以后，夏历新年稳定下来，
冬至在传统节日体系中也处于“亚岁”的
地位，至今仍有“冬至大如年”的民谚。
其次来看春分。春分作为二十四节气之
首是天文学发展的结果。古人在观测天
体运动轨迹时引入了一个假想的、与地
球同心但大许多的天球，所有天体都在
天球上运行。太阳在天球上的运行轨道
即黄道，太阳的位置可以用黄道坐标系
来表示。春分这一日，太阳垂直照射赤
道，被规定为黄经0度，此后太阳每运行
15度为一个节气，24个节气正好运行
360度，此时太阳又回到春分点，完成了
一个回归年的运动。

古人按照自然节
奏安排生产生活的“时
间表”

二十四节气是一个融天象、物候、时
令等知识为一体的系统，不同的节气反
映不同的内容。其中，立春、立夏、立秋、

立冬反映季节的变化，春分、秋分、夏至、
冬至反映昼夜长短变化，小暑、大暑、处
暑、小寒、大寒反映气温的变化，雨水、谷
雨、小雪、大雪反映降水的变化，白露、寒
露、霜降表现天气现象。小满、芒种是对
农业生产活动的总结，惊蛰、清明反映的
则是自然物候的变化。

二十四节气具有相当实用的功能。
对古代普通民众而言，二十四节气是一
种非常好用的“时间表”。每两个节气之
间规律地相隔15天左右，知道了立春的
日子就可以推知剩下的23个节气，古人
能很方便地安排生产劳作。比如在雨
水、谷雨节气到来之前，农民可以提前修
房子，准备度汛；小满、芒种是两个相连
的农业劳作节气。小满时节小麦处于灌
浆中后期，籽粒逐渐饱满，但尚未成熟，
需要加强田间管理。芒种时节一方面要
抢收麦类有芒作物，另一方面还要播种
谷黍类作物。从小满到芒种这一段时
间，农民们必须要集中精力于农事，前期
要加强除草、施肥、浇水等田间管理，后
期要保证收割、播种两不耽误。

二十四节气也是古代民众安排婚丧
嫁娶、上梁掘井等大事的“时间表”，一般
这些活动会选择避开农忙节气、降水节
气，以及极寒、极热的节气。当然，很多
人选择在“黄道吉日”进行各类仪式活
动。所谓的“黄道吉日”与二十四节气也
有紧密的关系，“黄道吉日”中的“黄道”
就是划分二十四节气的太阳运行轨迹的
黄道。太阳黄道带上还有许多星辰，其
中有六星被认为是吉星，黄道吉日就是
这六大吉星主辰（值班）日。与六吉星相
对，还有六凶星，六凶星主辰日就是凶
日，一般不宜安排任何活动。这种选择
时间的方法也传到了中国周边国家。

此外，二十四节气这张“时间表”还
可以用来指导民众防灾避疫、养生保
健。比如表现自然物候的惊蛰节气其实
是古人防范病虫害的重要时节。惊蛰时
天气转暖，第一声春雷将冬日蛰居于地
下的动物惊醒，各类害虫也蠢蠢欲动。
为了防范病虫害，古人常有在惊蛰时节
清扫房屋、院落，洒草木灰或石灰等抑
制、消灭害虫的习俗。一些少数民族地
区还有惊蛰时节“吃炒虫”以驱虫的习
俗。所食用的当然不是真虫，而是以玉
米粒等模拟的害虫。玉米粒炒熟后，全 家一起吃，边吃边喊：“吃炒虫，吃炒虫”，

还要比赛谁吃得快，嚼得响。这是一种
带有原始巫术色彩的驱虫仪式，在古代
起到了很重要的警醒作用；除了防范病
虫害之外，春季也是传染性疾病的高发
期。有谚语说：“春分相逢二月头，沿村
瘟疫万人愁”，意思是如果春分节气适逢
农历二月初，可能会暴发大型传染病。
类似的谚语代代传承，提醒民众在春季
做好防治传染病的工作；二十四节气的
夏至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容易生病，因
此在清代之前，每逢夏至，朝廷都要给官
员放假三日，回乡避暑。在有些地方还
形成夏至日在门户上拴彩绸的习俗，目
的是为了防止夏季瘟疫入户。当然，这
样的习俗也带有一定的巫术色彩，但同
样也起到了警醒的作用。

节气在先民生产生活中具有重要作
用，因此从先秦开始就形成了隆重的迎
节气仪式，尤以迎接立春的仪式最为隆
重。《礼记·月令》载：周天子在立春前三
日就进行斋戒。立春当日，天子率领三
公、九卿、诸侯大夫到东郊迎接春气。天
子的出现使周代迎接立春仪式上升为规
格极高的国家仪式，其主要目的在于劝
耕，也就是提醒民众珍惜时间，加紧播
种。《后汉书·礼仪志》等文献也记载汉代
有官府造春牛以提示春耕的仪式。仪式
开始于立春日的凌晨，京城里大小官员
都穿起青色衣服，京城以外的官员都要
佩戴青色头巾，官署外竖起青色旗子，还

造了土牛和农人的塑像，这些都是为了
催促农民尽快春耕。

正如上述文献所载，立春是古代启
动农事耕种的重要节气，不仅政府倡导，
民间也形成了迎春、鞭春、唱春、拜春、尝
春等仪式活动，皆旨在劝课农桑，还有些
具有祈吉、占春的含义。比如上海松江、
金山等农业地区曾经流行过鞭打纸春牛
的习俗。纸做的春牛肚子里盛着农作物
种子，牛肚子在仪式中被打烂后，种子纷
纷落地，先落地者被视为当年能获得丰
收的农作物。直到当代，我们依然保留
了在立春日吃春卷、尝春饼，写“宜春”帖
祈福等习俗。农历春节通常在立春前
后，两者相距不远，因此古代的立春迎年
往往是一个整体。汉代民众将立春称为
“春节”，南北朝民众将整个春季都称为
“春节”。农历正月初一在很长时间内则
被称为“元旦”，直到民国时期，“元旦”被
定为公历1月1日，“春节”才用以指称农
历正月初一。

充分体现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文化
理念

二十四节气对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
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使我们民族很早
就产生了尊重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文化理念。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生命节律与节
气时令紧密相联，由此形成了中国特有
的养生之道。比如《黄帝内经》提到的四
时养生法则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因
为春夏时阳虚于内，秋冬时阴虚于内。
大暑时节冬病夏治、冬至时节夏病冬
治正是中医运用节气规律辨证论治的
体现。

古人还将优生优育与节气时令相联
系，产生了一些禁忌。比如《礼记·月令》
在描述春分节气时说：“是月也，日夜分，
雷乃发声……先雷三日，奋木铎以令兆
民，曰：‘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
子不备，必有凶灾。’”春分是开始打雷的
节气，在打雷前三天，有官吏摇动木铃，
警告天下万民：要打雷了，大家的举止都
检点些，要不然会生下肢体残缺不全的
孩子，父母也要跟着遭殃。雷在殷商时
期就已经被认为是可以惩治邪恶的正义
化身，所以民间往往将被雷劈看作上天
的惩罚，认为打雷是雷神惩罚恶人，必须
要正襟危坐才可以避免发生不测。这种
应对打雷危机的方法即使在夜晚也必须
遵守，一定要“戒其容止”。《淮南子·时则
训》也有类似记录，高诱注解说：“以雷电
合房者，生子必有瘖聋、通精、痴狂之
疾。”也就是说，古人认为在雷电天气同
房受孕，会生下有聋哑、斜视以及智力低
下等问题的婴儿。到了西汉元始五年，
《四时月令诏条》又将春分节气雷电不能
同房的禁忌以法律的形式颁布实施，具
体内容与《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
差异不大。

将生育与自然节律相联系是我国古
代优生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孙思
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都
提出了同房时气象及日月星辰的变化对
子代的生理、遗传性疾病及人生轨迹有
重大影响的意见。现代医学研究也表
明，天气阴冷、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等恶
劣的自然环境不利于受孕和优生。一方
面，恶劣天气容易使人出现不良情绪，从
而影响生殖细胞的质量，进而影响胚胎
的发育；另一方面雷电天气中地球磁场
会发生较大变化，人的生殖细胞突变、畸
变的概率也相对增加，可能引起异常胎
儿的出生。

古人对自然节律的尊重体现在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他们选择在春分、
秋分两个节气检查、校对度量衡。《礼记·月
令》说：“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
甬，正权概。”“日夜分”即日夜平分，即春
分、秋分两个节气。“度量”是用以计量长
短的器物，“衡石”是称重量的器物，“斗
甬”是量器，“权概”也是衡器、量器。在
春分、秋分时节检定度量衡有一定的科
学依据。因为这两个节气“昼夜均而寒
暑平”（《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篇》），
气温冷热适中，昼夜温差小，校对度量衡
时不容易受到温度变化的影响。这是古
代科技发展的表现，古人认识到外界环
境会影响度量衡器具的校验，因此根据
他们对于自然节令的了解，选择了两个
比较好的时间进行校验。

二十四节气的制定和应用中所表现
出的顺天应时、循时而动，与中国传统哲
学中的天人合一命题具有内在的一致
性。无论是“天人合一”命题，还是二十
四节气，都体现了人与自然在本质上的
相通性，表达了一切人、事、物都应该顺
乎自然规律，才能达到人与自然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总的来看，二十
四节气是中国人道法自然、崇尚和谐、珍
视生命的重要表现，是珍贵的文化和精
神财富。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民

俗研究室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

论评论专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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