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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其规模之大，涉及学科之多，牵动人心之广，是
空前的。
从第一批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保护名录看，已有518项。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的农业古国，所保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是极其丰富的
，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这批文化名录并不算多，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下大力气，把这项历史性的
工作做好。
　　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怎样进行有效的保护？
有关这些问题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手册》中已经做了回答，但是在具体评选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名录中还是有争论的。
如我国流传已久的二十四节气有没有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
该不该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名录？
诸如这些问题还是有争论的，甚至有人公开认为二十四节气没有什么文化，不应该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名录，当然，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所讲的非物质文化，实际上是清末以来保存下彩的农耕社会的传统文化，诸如谋生方式、手
工技艺、士捉工商、民间美术、音乐舞蹈、戏曲艺术、人生礼仪、衣食住行、天文历法、医药卫生、
民间信仰、节庆文化等等，其中也包括二十四节气。
它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包括许多天文、气象、农事、谚语及不同节气期间的生产、生活、娱乐活动。
应该说，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把二十四节气视为一种&ldquo;农事历&rdquo;，作为进行农业生产、
安排农村生活的根据。
因此，二十四节气不仅是我国非物质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颇有科学技术含量的亮点课题，必须把它
列为重要的保护对象。
　　为了保护它，就必须了解它。
这对二十四节气也不例外。
为了介绍二十四节气的来龙去脉，认知与二十四节气有关的气候、农事、养生、饮食等文化，我们编
著了《图说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一书，除前言、后记外，主要有五章：一、绪论；二、春季的节气
；三、夏季的节气；四、秋季的节气；五、冬季的节气，以及结语。
由于本书提供了大量的图象资料，加上又有一定的文字说明，不仅可供广大读者了解二十四节气的一
些基础知识，而且也为二十四节气的保护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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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图说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除前言、后记外，主要有五章：一、绪论；二、春季的节气；三、
夏季的节气；四、秋季的节气；五、冬季的节气，以及结语。
由于《图说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提供了大量的图象资料，加上又有一定的文字说明，不仅可供广大
读者了解二十四节气的一些基础知识，而且也为二十四节气的保护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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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小满　　小满在每年阴历四月二十一前后，相当于阳历五月二十一前后，太阳位置到黄经60度开
始，斗指甲为小满。
小满指的是，麦子籽粒已经饱满，但还没有完全成熟；南方种水稻的地区，小满前后水田里的水已经
蓄满。
《月令&middot;七十二候集解》：&ldquo;四月中，物至于此小得盈满。
&rdquo;宋代《懒真子录》：&ldquo;小满在四月中，麦之气至此方小满而未熟。
&rdquo;《群芳谱》：&ldquo;小满，物长至此，皆盈满地。
&rdquo;　　在小满时，各地农活较多，农民们都十分繁忙，由于我国地跨纬度较大，各地的农活也不
同。
　　东北地区在小满期间，主要加强苗期管理，及时给农作物间苗、定苗，查田补种或者座水移苗。
为了保持农作物生长所需要的温度，必须定期灭草松土，以提高地温。
另外，这一时期，天气变化异常，要做好人工防雹的工作，以防止雹子给农作物带来的损失。
　　华北地区在小满期间，有&ldquo;小满天赶天&rdquo;之说。
意思是说，小满的时候，这里的农民非常繁忙。
春播已经结束，即将进入三夏大忙期间，全家一起动员起来，即使在外打工的人员也得回来，做好夏
收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要做好给麦地点种秋季作物的工作。
因为夏收和点种同时进行或者间隔不长，如果没有抓紧时间，不能及时点种就会影响秋季作物的收成
。
　　西北地区，冬、春小麦浇水、松土，防治病虫害，一些种植春小麦的地方，得抓紧时间给春小麦
施肥。
春玉米开始定苗、中耕除草等农活。
　　但是各地气候不同，作物生长相差较大，农活也不一样。
以陕西省为例，就有三个气候地带，麦子的生长发育也不一样。
如该省小满时麦子的长势情况是：陕北&ldquo;小满麦扬花&rdquo;，其地域与内蒙古、东北相近；关
中地区则好一些，&ldquo;小满麦满仁&rdquo;，说明当地与小满节气相适应。
汉中地区&ldquo;麦到小满十日黄&rdquo;，距离收割没有几天了。
如果从陕西扩大到全国范围，小满时各地的气候更有差别了。
这一点从谚语中就能看出端倪。
黄河流域小满时&ldquo;麦到小满尚未熟&rdquo;，长江流域却是另一种景象，&ldquo;麦到小满日夜
黄&rdquo;，说明收割的季节来临了。
　　华中地区的小满时节，所有人都非常忙碌。
从南到北夏熟作物先后开始大规模收割，南部一些地方已经收割完毕，北部一些地方还得加强麦田的
后期管理，重点是防御干热风，如果干热风防御不好，就会使小麦减产。
在抢收的同时，得抓紧时间栽插中稻，同时给早稻田里注水施肥，防治螟虫等害虫。
春玉米、高梁已经开始成长，得做好中耕除草培土的工作。
棉花主要做好查苗、补缺、间苗、定苗等工作。
与此同时，还要做好花生的田间管理。
种植茶树和果树的地方，还得做好中耕锄草追肥等工作。
同时，各地容易发生虫灾，防虫活动较多。
　　有关小满的谚语也较多：&ldquo;小满不满，干断田坎。
&rdquo;&ldquo;小满不满，芒种不管。
&rdquo;&ldquo;蓄水如蓄粮。
&rdquo;都与小满的特点有关系。
　　虽然在四月二十一日过小满，但与小满有关的节庆活动还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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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四日为白族的蝴蝶会；四月二十八日为药王诞辰。
药王是我国民间行业神之一，为医生、药铺、药材贩运商、药农、医学教师等敬奉。
我国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流行的药王并不一致，计有伏羲、神农、黄帝、孙思邈、扁鹊、华佗、三韦
氏、吕洞宾、李时珍等十几个。
其中伏羲、神农、黄帝为上古三皇，被称为&ldquo;医药之祖&rdquo;，又称&ldquo;药皇&rdquo;。
最著名的药王是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
他著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宋徽宗曾封其为&ldquo;妙应真人&rdquo;。
孙思邈医术高明，因此被神化而尊为药王。
其次是扁鹊。
扁鹊是战国时代著名的医学家，旧时药铺常挂&ldquo;扁鹊复生&rdquo;的牌匾，反映出药材业对扁鹊
的普遍尊奉。
再次是华佗。
华佗是汉末医学家，素有药圣、医王之称。
此外，东汉光武帝刘秀二十八将（二十八宿）之一的邳彤也被尊为药王。
相传邳彤不仅以武功见称，亦喜好医学，重视医药。
清乾隆《祁州志&middot;卷三建置》记其事云：&ldquo;汉将邳彤之庙，俗呼为皮场王，即药王也，在
南关。
按王本州土神，自宋迄今，以医显灵，有疾者祷之即疡。
相传先朝有秦王得疾，诸医莫疗，一医后至，进药数丸，立愈。
问其姓名，对日祁州南门外人也。
遣使即其地，始知为神，诏立庙祀之。
宋建中元年封灵应侯，后改封公，成淳六年加封明灵昭惠显佑王，建庙临安。
&rdquo;　　四月十九日侗族过洗澡节，主要活动是洗药水澡。
过节这天，侗寨人们把上山采集的九里光、三角枫、金银花、兰花、刺梨、刺老包、大鸟泡、马桑、
蛇倒退、黄葵、斑鸠窝、小红活麻、葛麻藤、骨节草、四方草等药物，放在架好的大锅里用火熬药。
然后用熬好的药水加少许米酒、食盐沐浴全身。
根据现代科学鉴定，侗家洗澡用的草药具有清热解毒、消肿化脓之功效。
当地民谚日：&ldquo;立夏不洗澡，全身毒疮咬。
&rdquo;　　四月三十日哈尼族过开秧节，有的地方叫&ldquo;牛王节&rdquo;或&ldquo;牧童节&rdquo;
，主要是是纪念耕牛的节日。
这一天，家家吃&ldquo;牛王粑&rdquo;和糯米饭，同时还要把这些食品拿一部分给牛吃，让牛&ldquo;
放假&rdquo;休息一天。
过完开秧节后，当地就开始插秧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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