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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
立春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每年2

月 3 日或 4 日，是立春时节。“立”是“开始”的意
思，《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中，就有了立春、春
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等8个节
气名称。自秦代以来，中国一直以立春作为孟春时
节的开始。

中国传统将立春的15天分为三候：“一候东风解
冻，二候蜇虫始振，三候鱼陟负冰”，说的是东风送
暖，大地开始解冻；立春5日后，蛰居的虫类慢慢在
洞中苏醒；再过5日，河里的冰开始溶化，鱼开始到
水面上游动，此时水面上还有碎冰片，从上面往下
看，就像被鱼背着走一样。

立春之日迎春已有 3000多年历史，中国自官方
到民间都极为重视。立春时，天子亲率三公九卿、
诸侯大夫去东郊迎春，祈求丰收。回来之后，要赏
赐群臣，布德令以施惠兆民。这种活动影响到庶
民，后来逐渐演变成世世代代的全民迎春活动。

雨水
公历的 2月 18日至 20日，是雨水时节。此时

气温回升、冰雪融化、降水增多。作为对这一时
节降水现象的反映，“雨水”之名从此而来。

“拉保保”是一项与雨水有关的民俗活动，
“保保”是“干爹”的意思。在过去，到了雨水这
天，不管天晴下雨，父母会带着孩子、拿着酒菜
在人群中穿梭找干爹。如果希望孩子长大有知识
就拉一个文人做干爹；如果孩子身体瘦弱就拉一
个身体强壮的人做干爹。一旦有人被拉着，大多
都会爽快答应，因为这是一件挺有面子的事。

雨水也分为三候：“一候獭祭鱼；二候鸿雁来；三
候草木萌动。”这一时期，水獭开始捕鱼了，他们习惯
将捕到的鱼摆在岸边吃，就像作祭祀一样；5天过后，
大雁开始从南方飞回北方；再过5天，春雨降临，草木
开始抽出嫩芽，大地渐渐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雨水季节，天气忽冷忽热、变化不定，正所
谓“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惊蛰
每年 3月 5日或 6日是惊蛰时节。此前，动物入

冬藏伏土中，不饮不食，称为“蛰”；到此时节，天
上的春雷惊醒了蛰居的动物，称为“惊”。所以惊蛰
时，蛰虫惊醒，天气转暖，渐有春雷。

在民间素有“惊蛰吃梨”的习俗。传说在清
代雍正年间，晋商渠百川将要“走西口”时，恰
逢惊蛰之日，他的父亲拿出梨来让他吃下，随后
嘱咐道：先祖贩梨，历经艰辛，创下基业，今日
你要走西口，吃梨是让你不忘先祖，努力创业，
光宗耀祖。渠百川走西口经商致富，将开设的字
号取名为“长源厚”。后来，走西口者也仿效吃
梨，多有“离家创业”之意。惊蛰日吃梨，亦有

“努力荣祖”之念。
惊蛰雷鸣最引人注意，有“未过惊蛰先打雷，

四十九天云不开”的说法。再有，农谚中提到：“到
了惊蛰节，锄头不停歇。”这是说，中国大部地区已
进入了春耕季节。

春分
春分，顾名思义，是春季90天的中分点。《春

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篇》说：“春分者，阴阳相半
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春分时节大约在公历的 3
月 20日左右，这一天太阳直射地球赤道，南北半球
季节相反，北半球是春分，南半球则是秋分。

二月春分，开始扫墓祭祖，也叫春祭。《礼
记》 书：“祭日于坛。”孔颖达疏：“谓春分也”。
春分也是节日和祭祀庆典，清潘荣陛著作 《帝京
岁时纪胜》 中写到“春分祭日，秋分祭月，乃国
之大典，士民不得擅祀。”春分这一天，要在祠堂
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杀猪、宰羊，请鼓手吹
奏，由礼生念祭文，带引行三献礼。

民间活动中，我们通常讲的“踏青”，从这一
天正式开始；妇女、小孩放风筝，并在风筝上写
祝福语，希望天上的神看到；无论男女老少都簪
花。此外，去野外采摘野菜也是一大乐趣，古人
云：“写字弹琴，踏青挑菜”，说的就是这个时候。

清明
作为中国重要的“时年八节”之一，清明节一般

是在公历 4 月 5 日前后。清明节是中国最重要的祭
祀节日之一，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中华民族传统
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

相传，晋公子重耳在流亡途中，饥寒交迫，
饿得奄奄一息。然而荒山野岭找不到吃的，随臣介
子推就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一块肉，煮了肉汤让公
子喝了。后来重耳即位为晋文公，没有得到封赏的
介子推客死绵山，临走时给晋文公留下一句诗——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为纪念介子
推，晋文公下令将找到介子推遗体的那一天定为寒
食节，并把寒食节的后一天定为清明节。

“清明时节雨纷纷”，到了清明，气温变暖，降雨
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农谚说“清明前
后，点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正是说的这
个道理。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记载：“清明节，命蚕
妾，治蚕室”，说的是这时准备养蚕。

谷雨
谷雨的名称源自古人的“雨生百谷”之说，时间在

每年的4月19日到21日。“清明断雪，谷雨断霜”，谷雨
节气的到来意味着寒潮天气基本结束，气温回升加
快，大大有利于谷类农作物的生长。

此时海水回暖，百鱼行至浅海地带，是渔民下
海捕鱼的好日子。为了能够出海平安、满载而归，
渔民们在谷雨这天要举行海祭，祈求海神保佑。因
此，谷雨节也叫“壮行节”。旧时海边，村村都有海
神庙或娘娘庙，祭祀时刻一到，渔民们便抬着供品
到庙前摆供祭祀；有的则将供品抬至海边，敲锣打
鼓，面海祭祀，场面十分隆重。

中国古代将谷雨分为三候：“第一候萍始生；第
二候鸣鸠拂其羽；第三候为戴胜降于桑。”是说谷雨
后降雨量增多，浮萍开始生长，接着布谷鸟便开始
提醒人们播种了，然后是可以在桑树上见到戴胜
鸟。这时田中的秧苗初插、作物新种，最需要雨水
的滋润，所以说“春雨贵如油”。

立夏
公历 5月5日到6日，是立夏的时间点。《莲生八

戕》中写有：“孟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这时夏
收作物进入生长后期，冬小麦扬花灌浆，油菜接近成
熟，水稻栽插及其他春播作物的管理也进入了大忙季
节。所以，我国古来很重视立夏节气。据史书记载，周
朝时，帝王要在立夏这天，亲率文武百官到郊外“迎
夏”，并指令司徒等官去各地勉励农民抓紧耕作。

民间相传孟获对诸葛亮言听计从。诸葛亮临
终嘱托孟获每年要来看望蜀主一次，孟获答应，此
后每年的立夏都来拜蜀主阿斗。后来晋武帝司马炎
灭掉蜀国，掳走阿斗。孟获便在每年立夏时带兵去
洛阳看望，并且每次都要称阿斗的体重。他扬言如
果晋武帝亏待阿斗，就要起兵反晋。因此，晋武帝就
在每年立夏这天，用又糯又香的糯米豌豆饭款待阿
斗，阿斗总会加倍吃下，体重自然就增加了。有了孟
获的“称人”之举，阿斗的日子过得很是清静安乐。

小满
小满节气在公历时间的 5 月 20 日到 22 日左右。

小满的含义是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
未成熟，只是小满，还未大满。

相传小满为蚕神诞辰，因此江浙一带在小满节气
期间有一个“祈蚕节”。我国农耕文化以“男耕女织”为
典型，女织的原料北方以棉花为主，南方以蚕丝为主。
蚕丝需靠养蚕、结茧、抽丝而得，所以我国南方农村养
蚕极为兴盛，尤其是江浙一带。

南方地区的农谚赋予小满这样的寓意：“小满不
满，干断田坎”“小满不满，芒种不管”。把“满”
用来形容雨水的盈缺，指出小满时田里如果蓄不满
水，就可能造成田坎干裂，甚至芒种时也无法栽插
水稻。此时，对于长江中下游而言，雨水的多少比
较重要。如果这个阶段雨水偏少，就意味着到了黄
梅时节，降水可能就会偏少。因此有民谚说“小满
不下，黄梅偏少”“小满无雨，芒种无水”。

芒种
芒种在每年的芒种在每年的 66月月 55日或日或 66日日，，表示仲夏时节的表示仲夏时节的

正式开始正式开始。。芒种字面的意思是芒种字面的意思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麦子快收，，
有芒的稻子可种有芒的稻子可种”。”。

《《三国演义三国演义》》 中中，，有有““青梅煮酒论英雄青梅煮酒论英雄””一节一节。。
这个这个““煮青梅酒煮青梅酒”，”，说的就是在芒种这一天的习惯说的就是在芒种这一天的习惯。。
五六月份五六月份，，梅子成熟梅子成熟，，但新鲜梅子大多味道酸涩但新鲜梅子大多味道酸涩，，
难以直接入口难以直接入口，，需要煮制后方可食用需要煮制后方可食用。。

芒种—忙种芒种—忙种，，顾名思义是很忙的节气顾名思义是很忙的节气，，各地有各地有
各地的说法各地的说法：：陕西陕西、、甘肃甘肃、、宁夏是宁夏是““芒种忙忙种芒种忙忙种，，
夏至谷怀胎夏至谷怀胎”；”；广东是广东是““芒种下种芒种下种、、大暑莳大暑莳”；”；江西江西
是是““芒种前三日秧不得芒种前三日秧不得，，芒种后三日秧不出芒种后三日秧不出”；”；贵州贵州
是是““芒种不种芒种不种，，再种无用再种无用”；”；福建是福建是““芒种边芒种边，，好种好种
籼籼，，芒种过芒种过，，好种糯好种糯”；”；江苏是江苏是““芒种插得是个宝芒种插得是个宝，，
夏至插得是根草夏至插得是根草”；”；山西是山西是““芒种芒种芒种芒种，，样样都种样样都种””

““芒种糜子急种谷芒种糜子急种谷”；”；四川四川、、陕西是陕西是““芒种前芒种前，，忙种忙种
田田，，芒种后芒种后，，忙种豆忙种豆”。”。这不难看出这不难看出，，芒种时节芒种时节，，我我
国从南到北都在忙种国从南到北都在忙种，，农忙进入高潮农忙进入高潮。。

夏至夏至
夏至节气在每年公历的夏至节气在每年公历的 66月月 2121日或日或 2222日日。。这这

一天一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
几乎直射北回归线几乎直射北回归线，，因此北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间因此北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间
达到全年最长达到全年最长。。夏至是太阳的转折点夏至是太阳的转折点，，这天过后这天过后
它将走它将走““回头路回头路”。”。

中国古代将夏至分为三候中国古代将夏至分为三候：“：“一候鹿角解一候鹿角解；；二候蝉二候蝉
始鸣始鸣；；三候半夏生三候半夏生。”。”古人认为鹿的角朝前生古人认为鹿的角朝前生，，属阳属阳。。夏夏
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所以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所以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
落落；；雄性的知了在夏至后因感受到阴气便鼓翼而鸣雄性的知了在夏至后因感受到阴气便鼓翼而鸣；；
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
出生所以得名出生所以得名。。由此可见由此可见，，夏至时节一些喜阴的生物夏至时节一些喜阴的生物
开始出现开始出现，，而喜阳的生物开始衰退了而喜阳的生物开始衰退了。。

夏至夏至时节时节，，是江淮地区的是江淮地区的““梅雨梅雨””时节时节，，有时雨有时雨
量过大量过大，，还会形成暴雨还会形成暴雨，，易形成洪涝易形成洪涝。。俗话说俗话说““冬至冬至
饺子夏至面饺子夏至面”，”，按照老北京的风俗习惯按照老北京的风俗习惯，，每年一到夏每年一到夏
至就可以大啖生菜至就可以大啖生菜、、凉面了凉面了。。而在岭南地区而在岭南地区，，荔枝的荔枝的
成熟也给人们带来了这个季节成熟也给人们带来了这个季节的口福的口福。。

小暑
小暑节气在每年公历小暑节气在每年公历 77 月月 77 日前后日前后，，表示季夏表示季夏

时节的正式开始时节的正式开始。。暑暑，，表示炎热的意思表示炎热的意思，，小暑意指天小暑意指天
气开始炎热气开始炎热，，但还没有到最热但还没有到最热。。此时此时，，全国的农作物全国的农作物
都进入了茁壮成长阶段都进入了茁壮成长阶段，，需加强田间管理需加强田间管理。。

民间说民间说““六月六六月六，，百索子撂上屋百索子撂上屋。”。”相传天上相传天上
的牛郎星和织女星被银河分隔在两岸的牛郎星和织女星被银河分隔在两岸，，一年中只一年中只
有有““七月初七七月初七””这一天可以相会这一天可以相会。。那么那么，，在他们在他们
中间横阻着一条银河中间横阻着一条银河，，又没有渡船又没有渡船，，怎么相会怎么相会
呢呢？？于是于是，，六月六这一天六月六这一天，，天下的儿童多要将端天下的儿童多要将端
午节戴在手上的午节戴在手上的““百索子百索子””剪下来撂上屋剪下来撂上屋，，让喜让喜
鹊衔去鹊衔去，，在银河上架起一座像彩虹一样美丽的在银河上架起一座像彩虹一样美丽的
桥桥，，以便牛郎和织女相会以便牛郎和织女相会。。

小暑的标志是小暑的标志是““出梅入伏出梅入伏”，”，江淮流域梅雨即江淮流域梅雨即
将结束将结束，，盛夏开始盛夏开始，，气温升高气温升高，，并进入伏旱期并进入伏旱期；；
而华北而华北、、东北地区进入多雨季节东北地区进入多雨季节；；热带气旋活动热带气旋活动
频繁频繁，，登陆我国的热带气旋开始增多登陆我国的热带气旋开始增多。。小暑后南小暑后南
方应注意抗旱方应注意抗旱，，北方需注意防涝北方需注意防涝。。

大暑
大暑节气在每年公历的大暑节气在每年公历的77月月2222日或日或2323日日。《。《月令月令

七十二候集解七十二候集解》》 中说中说：“：“大暑大暑，，六月中六月中。。暑暑，，热也热也，，
就热之中分为大小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月中为大，，今则热今则热
气犹大也气犹大也。”。”其气候特征是其气候特征是：“：“斗指丙为大暑斗指丙为大暑，，斯时斯时
天气甚烈于小暑天气甚烈于小暑，，故名曰大暑故名曰大暑。”。”大暑节气正值大暑节气正值““三三
伏天伏天””里的里的““中伏中伏””前后前后，，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也是喜热作物生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也是喜热作物生长速度最快的时期。。

汉族劳动人民将大暑分为三候汉族劳动人民将大暑分为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一候腐草为萤；；
二候土润溽暑二候土润溽暑；；三候大雨时行三候大雨时行。”。”在自然界里在自然界里，，陆生的萤陆生的萤
火虫产卵于枯草上火虫产卵于枯草上，，大暑时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萤火虫卵化而出，，所以古所以古
人认为萤火虫是腐草变成的人认为萤火虫是腐草变成的；；第二候是说天气开始变第二候是说天气开始变
得闷热得闷热，，土地也很潮湿土地也很潮湿；；第三候是说大暑时常有大的雷第三候是说大暑时常有大的雷
雨出现雨出现，，这大雨使暑湿减弱这大雨使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

大暑期间大暑期间，，中国台湾地区有吃凤梨的习俗中国台湾地区有吃凤梨的习俗，，百百
姓认为这个时节的凤梨最好吃姓认为这个时节的凤梨最好吃，，加上凤梨的闽南语加上凤梨的闽南语
发音和发音和““旺来旺来””相同相同，，所以也被用来祈求平安吉所以也被用来祈求平安吉
祥祥、、生意兴隆生意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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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点题

您了解二十四节气的来龙去脉吗（上）

本报记者 杨俊峰

2016年11月30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1届常
会通过审议，批准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华民族的二十四节气如
今终于得到世界的认可。

二十四节气是指一年中地球绕太阳运行到24个规定位置上的

日期，是中国古代订立的一种用于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它是中
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仍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重要
作用。二十四节气依次为立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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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记忆，人们编成了《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

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这一瑰宝，本报一向十分重视，2015

年曾用24个版面，依次介绍每一个节气，相信读者们对此会有印
象。应读者要求，本报今起再用 2个版，就二十四节气从何而
来、节气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节气与人们的生活与劳作有着
哪些关联等，进行简要介绍。 ——编者

四张节气图作者：青 简

底图来源：昵图网

四张节气图作者四张节气图作者：：青青 简简

底图来源底图来源：：昵图网昵图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