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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到今，随着全球变暖、快速城市
化的进行，节气歌似乎有些“走调”，会
出现节气与气候变化不对应的情况。比
如，古时立春后花开雪融，但由于气候变
暖，如今在立春节气到来之前便有此景。
有人提出，“二十四节气”在现代社会还
有应用价值吗？

其实，二十四节气是古人留下的智
慧，有着长盛不衰的生命力。对于节气文
化，我们需要的是“再创造”。节气中的
自然规律并不会改变，如何在现代人的生
活和精神需要的背景下，赋予二十四节气
新的意义，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晓峰等专家指
出，“二十四节气”标示了一年的气候变
化，虽然对今天生活在城市的人来说不再
是生产方面的指导性知识，但它时刻提醒
我们，大自然是按照自身的节奏循环变化
的。人工创造的都市文明，始终是在大自
然的世界中存在着的。人类还是要学习尊
重大自然，不能完全倚靠人工改造的东
西，这是我们需要克服的思路。

因此，今天即便是受温室效应、全球
变暖等影响，人们也可以根据身边自然的
变化，加上“二十四节气”的观察，慢慢
形成节气新知识、新认知。“二十四节
气”作为一种文化传承，是中国人思考人
与自然关系的结晶，无论在今天还是未来
仍然有其价值。面对年轻人群体，也可考
虑漫画、动画等不同的传播手段进行“再
创造”，贴近年轻人的生活，使其更有生
命力。 据《解放日报》

期待节气文化“再创造”

二十四节气歌里藏着的知识
11月22日（周日），我们将迎来小雪

节气。进入小雪节气，意味着气温持续
走低，天气寒冷，降水状态由雨变成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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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对这首节气歌朗朗上口。
如今，二十四节气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蕴含中华民族悠久文化内涵的二
十四节气是如何产生的？还有哪些有
趣的“冷知识”？

“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上古农耕
文明的产物。由于农耕生产与大自然规
律息息相关，上古先民为了顺应农时，
通过观察天体运行，总结了一年中时
令、气候、物候等变化规律，形成了这
一体系。二十四节气，始于立春，终于
大寒，周而复始。

一般来说，每月有两个节气，在古
代历法中叫法不同。月首者称为“节
气”，包括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
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
大雪、小寒。而月中者称为“中气”，包
括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
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冬至、
大寒。“节气”和“中气”各占一半，交
替运行。但如今不再细分，统称为节气。

从节气的字面意思，可感知自然界
的规律变化。比如，霜降时节，意味着
霜冻的现象开始出现，它也是从秋季过
渡到冬天的节气。芒种时节，小麦等有
芒作物即将成熟，可以采收留种，农民
要开始忙碌的田间生活，和“忙种”的
意思相同。“惊蛰”也很好理解，蛰的意
思为藏，动物冬眠又称“入蛰”，古人认
为冬眠的昆虫被春雷惊醒，故称惊蛰。

其实，“节气歌”还有后四句。如果
说，前四句展示了二十四节气的出场亮
相，后四句说明了各节气在现行公历中的
时间相对固定。“节气歌”的后四句是，

“上半年来六廿一，下半年来八廿三。每
月两节日期定，最多相差一两天。”意思
是，上半年的节气头一天多集中于每月6
日及21日前后，而下半年则多集中于8日
及23日前后，最多相差一两天。

完整的节气歌

二十四节气反映了寒暑往来气
候的变化，是农事活动的“晴雨
表”，还影响着人们的衣食住行和文
化观念。那么，二十四节气是如何
诞生的？

据记载，二十四节气源于中国
农耕文化的发源地——黄河流域。
古人将洞悉到的自然规律凝结在历
法之中。西汉时期，我国有了第一
部完整文字记载的历法——《太初
历》，正式将二十四节气编入历法，
明确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位置。

而二十四节气中的“两分”“两
至”，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
最早是通过我国周朝和春秋时期的

“土圭”测影法来测定的。世界上最
古老的天文台——土圭建筑，现仍
保留在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

由于一年中太阳的直射点在南
北回归线之间作周期变化，土圭测
影就利用直立的杆子，通过观察其
正午时影子的长短变化来判断节气
的变化。当太阳直射点在北回归
线，正午太阳高度角最大，杆子的
影子最短，这一天定为夏至；当太
阳直射点在南回归线，正午太阳高
度角最小，杆子的影子最长，这一
天就定为冬至。而春分和秋分的影

子长短相同，都是夏至、冬至影子
长度之和的二分之一。

战国时期《吕氏春秋》中，在
“两分”“两至”基础上，增加了立
春、立夏、立秋、立冬。这 8 个节
气将一年清晰地划分为四季。

二十四节气被国际气象界誉为
“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我国现行的
二十四节气，来自 300 多年前订立
的“定气法”。意思是，地球绕太阳
一周为 360 度，将整个黄道 （地球
绕太阳公转产生的轨道） 划分为24
份，每一份即 15 度作为一个节气，
并以此确定阴历月份。

古人对一年往复更替的节气的
感受更为深刻，并将其作为创作元
素，别有韵味。唐代诗人杜甫诗
云：“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白露节气的夜晚，令人顿生寒意，
借用节气表达对亲人和家乡的思念
之情。秋天适合思念，最易伤感，
唐代诗人刘长卿的诗句“霜降鸿声
切，秋深客思迷”，借霜降日的断
鸿之声表达游子的羁旅之思。宋代
陆游 《时雨》 云：“时雨及芒种，
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
歌长。”描写了芒种时节的热闹景
象。

土圭测影法最早确定节气

二十四节气虽然实用，但仅从
字面理解，有时不能一一对应。节
气中的“冷知识”，你了解吗？

以秋季为例，立秋时节的起点
常在 8 月初，而此时正值酷暑的夏
日，立秋这一天并不意味着凉爽秋
日的到来。所以，“立秋不是秋”。

确切地说，立秋节气时，我们
仍处于气候当中的夏季。而秋天的
划分，要根据“候平均气温”，即当
地连续 5 日的平均温度，它是划分
四季的重要指标。候平均气温小于
10℃为冬季，大于22℃为夏季。如
果当地这一平均温度从 22℃以上，
稳定降到22℃以下，才算是真正的
秋天时节。

白露是预示着寒暑更替的时
节。民间常说：“白露秋风夜，一夜
凉一夜。”白露时节，白天气温虽然
还比较高，但晚上温度明显下降，
昼夜温差大。花草树木上出现小露
珠，这是由于昼夜温差大，夜里大
气中的水汽遇冷凝结而成的。但晶
莹的露珠并不是白色的，难道白露
不“白”吗？

其实，白露中的“白”并不是
指色彩中的白。古人按照金木水火
土这五行思考世界，而五行又和五
色相对应。白露的“白”，指的是古
人给予四时五行的“配色”——

“秋天庚辛金色属白”。所以，“白”
来形容秋天的露水，故名白露。

民间俗话说：“小寒胜大寒，常
见不稀罕”。既然小寒最冷，为何后
面还有大寒的节气？大寒小寒到底
哪个更冷？

其实，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
论，而是南北有别、年份有别。对
于北方大部分地区来说，小寒的确
冷于大寒，而对于南方大部分地区
来说，却是大寒时最冷。还有一些
地区与众不同。比如，四川西部、
云南大部分地方是一年之中12月下
旬最冷，大概在冬至节气；西藏、
新疆的部分地区最冷时段出现在 1
月上旬。

不管怎么说，先小寒再大寒，
大寒之后迅速归春回暖，这体现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物极必反”的思
想。

节气里的“冷知识”

二十四节气其实就是24个时令点，每
月 2 个，它是根据太阳运行位置来划定
的。太阳运行的轨道被古人命名为“黄
道”，也称“日道”，将黄道等比例分成24
份，之间相隔15°，就形成了24个节气。

古人为什么将黄道分成 24 份，而不
是20份或30份或是其他数值？除每月安
排2个节气利于农时较为科学合理外，还
与古人对数字12的推崇有关。

12 是古代用得最普遍的一个数字，
如 12 月份、12 时辰、12 生肖、12 神兽、
12 地支……古人为什么要迷信和崇拜
12 呢？《左传·哀公七年》 揭示了其缘
由：“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
以为天之大数也。”大概意思是，周朝统
一天下后，制定礼仪，上等的物品数量不
过12，即最多是12，这是因为12是天界
大数。周代“天之大数”概念的形成，与
古人对月亮和岁星这些天体的早期观察和
发现有关。

二十四节气萌发期正是周朝，人们在
划分时序时自然会用上12这个数。在古
人眼里，24 个节气是有严格区别的，性
质不同。古人称节气为“气”，二十四节
气就是 24 个“气”，有“节气”和“中
气”之分：每月第一个即月首的“气”，
称为“节气”；第二个即月中的“气”称
为“中气”。这样，全年共有12个节气、
12个中气，合起来正好是二十四节气。

据《百科知识》

为何将节气定为24个

■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