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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什么地方最先迎来春天呢？清代人吕
荣在《迎春》一诗里说：“浙东东海海东壖，春
到中华此最先。彩燕金花箫鼓里，愿同九土作
丰年。”也就是今天浙江台州的玉环县。

吕荣想必没上过东极岛，但他的心情可以
理解，因为迎春在民间地位很高，立春大如
年。曹雪芹就是这么想的，所以贾迎春是老
二，仅次于贾元春。

最初的迎春活动，主要是国家祀典，后来
发展为民间的活动，后者要简单并有趣得多，
如贴宜春帖、挂春幡等。

春天到了，给门壁上张贴宜春字画，这种
风俗在唐代长安就有。据记载：立春日，唐代
长安人常在门上张贴迎春祝吉的字画，字称

“宜春字”，画称“宜春画”，上有“迎春”“春
色宜人”“春光明媚”“春暖花开”等内容。还
有人给门楣上张贴一段祝愿之词。如果会绘画
的人，常给门楣上画一幅《腊梅图》。

在江南地区，立春日要在门上贴上“迎春
春来，接福福到”的字样。立春正时一到，
旧时江浙一带的人家还要“焜春”：将樟树根
片或风干的樟树枝点燃，一个房间一个房间
地“焜”过去，每个房间都弥漫着樟树的芳
香烟气。“焜春”的烟气是引领春天到来的信
号。顷刻之间，堂前屋后，衣柜橱下，庭树
房栊，都是春的气息。

内地民众的迎春方式很不一样，比如戴春
鸡，这是陕西铜川一带人民的古老风俗。立春
日，母亲用布制作一个约3厘米长的公鸡，缝在
小孩帽子的顶端，以“鸡”喻“吉”，表示祝愿

“春吉 （鸡） ”。
反正，不管哪里，都是想着法儿希望立

春之后，万事大吉。今天，农耕时代的思想
已经成为历史资料，农耕时代的风俗自然也
就成为明日黄花，但迎春祈吉的动机还在，
只是从外在的形式转为内心的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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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古老时节走向现代
熊慕东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
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
花。”900多年前，苏轼过立春时写下这阙词。

一年之计在于春，立春是开始，是万象更新。虽然那年苏轼
已是64岁的老人，而且生活在天远地偏的儋州，归期无计，但
他仍沉醉于绚丽的春色，并热情地礼赞。连用七个“春”字让苏
轼又回到年轻的时候，人生又开始了新的春天。

古往今来，立春日，已经不限于农业节气，更渗透了中国人
对自然的体察以及对人生的感悟。立春，一切刚刚开始。

“到了立春那天清晨，阿嬷总会在早饭后喜
气洋洋地跑到正厅，踮起脚，果断地撕去已经
褪了色、毛了边的旧图纸，小心地贴上带着嫩
粉色的新《春牛图》，嘴里还碎碎念着一些吉利
话。爱画画的小表弟便会跑过来，拿着小蜡笔
在墙边不厌其烦地一边问着‘为什么今年牵牛
的是伯伯，去年牵牛的是哥哥’，一边对着墙壁

‘涂鸦’起来。”
这是福建泉州人林莉眼里的立春。传统的

习俗，大部分地区早已不见，只在一些偏远的
地区才会保留下来。与春牛有关的习俗就是如
此。

古时，立春之日民间有“鞭春”“打春”的
习俗，就是鞭打用土做的春牛，人们用这种方
式表达对新一轮农业周期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景。

打春，盛行于唐、宋两代，最早来自皇
宫，尤其是宋仁宗颁布 《土牛经》 后，使鞭土
牛风俗传播更广，为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

清人让廉撰写的《京都风俗志》中说：“立
春之仪前一日……迎春牛芒神入府署中，搭芦
棚二，东西各南向，东设芒神，西设春牛，形
象彩色，皆按千支，准令男女纵观，至立春时
……众役打焚，故谓之打春。”然后，人们将春
牛的碎片抢回家，视为吉祥。

可见，鞭春牛的意义更多体现在巫术上。
古时农业靠天吃饭，一家老小全指着老天爷，
因此赋予立春民俗以祈祷之义。

比如，山东民间要把土牛打碎，人们争抢
春牛土，谓之抢春，以抢得牛头为吉利。浙江
地区迎春牛时，依次向春牛叩头。拜毕，百姓
一拥而上，将春牛弄碎，抢春牛泥土回家，撒
在牛栏内。由此看出，鞭春牛还是一种繁殖巫
术，即经过迎春的春牛土，撒在牛栏内就可以
促进牛的繁殖。

今天，绝大部分农村已经没有这项习俗
了，农业生产早已科学化了，与打春习俗相关
的舞春牛、闹春牛等民俗活动已经失去了巫术
意义，成为一种艺术形式，供人欣赏。

打春：
为的是生计

图的是丰年

咬春：
古时养生术

今日健康经

“暖律潜催腊底春，登筵生菜记芳辰。灵根属土
含冰脆，细缕堆盘切玉匀。佐酒暗香生匕梜，加餐
清响动牙唇。帝城节物乡园味，取次关心白发新。”
这是清人写的咬春诗。中国人的传统节日以吃为
主，节气之日也是如此。立春吃萝卜、春饼、春
卷，总称咬春。

“一家人围在一起，再将一撮茶泡在紫砂壶里。
切开萝卜的人就用手最先举给家里的长辈，有邻里
在就再举给邻里，家里其他的人拿上一小块儿，那
似花瓣一样的一小块萝卜，吃上一口，脸上满是欢
喜地说：春，我咬到你了。”网友“紫色烟霞”这样
回忆她的咬春往事。

这往事要追溯，起码能追到 1500年前。那时人
要吃五辛盘：小蒜、大蒜、韭、芸薹、胡荽。今
天，扬州人吃的五辛是：新葱、韭黄、蒜苗、萝
卜、芫荽。差不多，都是补齐之物。

唐初拿饼与生菜以盘装之，称春盘，也叫辛
盘，宋时改叫春饼，现也叫薄饼、荷叶饼、片儿饽

饽等。明、清时在饼与生菜外兼食水萝卜，谓能去
春困。卷春饼的菜称为“和菜”，其中有绿豆芽、粉
丝、菠菜心、韭黄、鸡蛋。

春卷是从食用春盘的习俗演变而成。宋代有一
种“卷煎饼”，是春饼与春卷的过渡类型。元代书籍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已经出现将春饼卷裹馅料油炸
后食用的记载。到了清代，春卷之名始出。春卷做
法是用烙熟的圆形薄面皮卷裹馅心，成长条形，然
后下油锅炸至金黄色浮起而成。馅心可荤可素，可
咸可甜。

古人养生，热衷食疗。咬春咬的是健康。上文
提到的那些咬春的食材，萝卜、韭黄、韭菜等皆为
辛味食物，有辛甘发散的功效，按照传统养生观
念，有利于升发和保护阳气。

立春之后，天气由寒转暖，各种致病的细菌病
毒随之生长繁殖。温热毒邪开始活动，现代医学所
说的流感、流脑、麻疹、猩红热、肺炎于时多有发
生和流行。对此，古人除了在吃的方面注意，也提
倡运动养生，启动身体引擎，活络筋骨，增强抵抗
力。这也是春游的初衷。

迎春：
祈求吉来到

今古同一心

鞭打春牛 新华社发

山 东
枣 庄 实 验
幼 儿 园 的
小 朋 友 在
吃 生 萝 卜

“咬春”。
新华社发

迎春纳福

2 月 4 日，立春，一年中的第一个节
气，从天文意义上讲也是春天的开始。

在漫长的农耕社会里，立春是开始从事
农事的信号。周朝时，天子要斋戒，还要亲
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东方八里之郊迎
春，祈求丰收。民间也有“鞭春牛”、“吃春
饼”的习俗，这些都显示出立春在农耕文明
中的标志作用。

从春种秋收而来的农业经验中，对于春
天，人们总是满怀希望，这个一个耕耘的季
节，被寄寓美好。

一年之计在于春，万象更新始于春。
之于农事如此，对于一个国家的建设发

展也是如此。

2 月 1 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聚焦
“三农”，这是自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
连续第十二次聚焦“三农”，足见政府对粮
食问题、对农业发展的重视。这里面也承载
着几千年来的稼穑情怀，在农作开始的季
节，做好准备工作，争取开创一个新局面。

因为有秋收的期待，更会有春种的努
力。

经过2014年的努力，中国改革呈现出全
面播种、次第开花的生动景象，在一些重要
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重大进展和积极成效，
有力促进了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
险等方面的工作。2015年，中国将进入全面
深化改革关键之年，人们对改革的期待还会

持续。
开弓没有回头箭。
1月 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召开第九次会议，明确指出今年改革的任务
责任重，要求高，各地区各部门要明确任
务，及早部署。作为2015年的第一次中央深
改小组会议，在即将到来的春天，为全年工
作开始播种。

气可鼓而不可泄，改革的步子和着春天
的节奏大踏步地走来。

经过了冬的雪藏，中国的沃土上，改革
之树蓄积了更多的能量。

从春天出发，在春雨的浇灌中，中国这
棵大树将更加茁壮。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农历中特有的一种
划分法，是不折不扣的“中华遗产”。

历法都来自于人们对大自然的观察。阳
历将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称“回归
年”，长约365又1/4天）定为一年。但农历并
非如此，民间常常把农历叫“阴历”，实际上，
农历确实一直严格使用阴历月（反映月亮盈
亏的“朔望月”），但农历不是“阴历”。真正的
阴历，如伊斯兰教的回历，以 12个阴历月为
一年，一个阴历月平均为 29.5 天，12 个月为
355 天左右，比真正阳历的一年少约 10 天。
如果我们的农历也这样，每年春节就会比前
一年提前 10-11 天，这样逐年提前，积上 16
年，我们就要在盛夏摇着扇子过年了。

为了避免这种现象，中国的农历每 3年
左右就插入一个闰月，以保持与阳历的一年
大致同步，正因为不断插入闰月，所以中国
的农历就成了“阴阳历”——既使用阴历月，
又用闰月来保证年的平均长度为阳历年长。

大家稍稍细想，就会领悟到中国农历年
长的有趣现象：正常年比阳历年短，为355天
左右，但有闰月的年为 13 个月，就会长到
384天左右。可是，反映四季的回归年可不会
这样伸缩，大自然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是以
365又1/4天为周期的，所以农历的月份不可
能年年与季节的变化完全同步吻合。比如，
北京地区是每年农历十月份播种冬小麦，假
如去年是十月上旬播种，今年就十月中旬播
种才合适，明年再推到十月下旬，后年加了
闰月，又回到十月上旬播种。

显然，这样的历法指导农事活动是非常
不便的，必须发展出一套完全反映阳历年的
划分方法，与阴历月并行，让每年的季节、气
候、农事与这种划分的关系固定下来，历法
才实用，于是“节气”就应运而生了。

阳历反映的是太阳在星空中的运行（实
际是地球绕太阳转，但我们在地球上看，是
太阳一年在星空中绕地球一周）。太阳运行
到最偏南时，昼最短，夜最长，中午我们看到
的太阳高度角也最低，这一天叫“冬至”；太
阳运行到最偏北时，昼最长，夜最短，中午的
太阳高度角最高，叫“夏至”；而“春分”、“秋
分”，太阳恰经过赤道，昼夜平分。想反映回
归年四季变化的过程，春分、夏至、秋分、冬
至当然就是 4 个最佳的“节点”，但光有这 4
个点是远远不够的，农事如播种、插秧、中
耕、收获等活动需要固定在每年更精确的时
间段，前后不能差十天半月，所以这4个节点
还要向下细分，于是每季节平均分成6份，全
年为24个节气，一节气为15天左右，这样最
适用，就固定为“二十四节气”，沿用于后世。

完整的二十四节气名称最早见于汉代
的《淮南子·天文训》这24个节气的名字是：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
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
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
雪、冬至、小寒、大寒。

由此可见，二十四节气和阴历月没有任
何联系，完全是“自成体系”的，属于中国传
统历法阴阳历中的阳历部分。民间常认为节
气属于阴历，完全是农历中阴历月占主流造
成的错觉。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后，历法改用
公历，公历是纯阳历，于是从此二十四节
气与公历日期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者系北京天文馆古观象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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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

农历中的“阳历”
王玉民

编者按

作为古代劳动人民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二十四节气早已
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为了更好地帮助海内外读者了解二十四节气，本报2015年推出二十
四节气系列报道专版，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