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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俗话说：&ldquo;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
&rdquo;我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历朝历代都极为重视农业。
在漫长的岁月河流中，智慧而又勤劳的华夏儿女自亲身的实践中认识总结出丰富的生产和生活经验。
二十四节气就是集结了众多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二十四节气源自于我国的黄河流域，早在春秋时期，聪慧的古人利用土圭（一种古老的天文器材）测
日的方法，定下了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四大节气。
之后，通过农业生产的实践，不断地改进与完善，到秦汉年间，二十四节气已完全确立。
成为指导农事活动的重要依据，影响着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看天吃饭，每逢气候出现重大变化，就会举行祭祀祈祷，冀望消灾纳福。
因而逐渐形成了众多围绕各种农事活动的丰富多彩的节气习俗。
 如&ldquo;立春&rdquo;就是古代的春节，是一年的开端。
这种叫法曾延续了两千多年，直至1913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式下了一个文件，明确规定每年的正月
初一为春节。
之后立春日，仅作为二十四个节气之一存在并传承至今。
除此之外还衍生出了许多新的年节节日，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
这些节日让人民在劳动之余，增添了生活的乐趣，增加了商业、交际、娱乐等活动形式。
中华民族的岁时节令文化在节气习俗和节日活动的组合下不断完善和发展，使其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
中熠熠生辉，历代传承。
二十四节气，不只是我国传统生活方式的诗意呈现，更体现着古人的哲学思想。
本书从气候学定义、农事安排、民间风俗、农历节日、保健须知、应时食谱、诗词歌赋、时令谚语等
方面对二十四节气系统的分析介绍和详尽的解说阐述，描绘出一幅幅五彩斑斓、精妙绝伦的生动画面
。
带领读者追溯中国悠远农业文明源头，并感受从远古开始就存在于中国文明中的自然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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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在漫长的生产实践中对天文、气候、农业生产等方面的丰富经验总
结出来的，是指导农事活动的重要依据，影响着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

　　二十四节气，不仅是我国传统生活方式的诗意呈现，更体现着古人的哲学思想。
本书从节气的由来、气候学定义、农事安排、民间风俗、农历节日、保健须知、应时食谱、诗词谚语
等方面对二十四节气系统的分析介绍和详尽的解说阐述，描绘出一幅幅五彩斑斓、精妙绝伦的生动画
面，让你感受我国悠远的农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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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二十四节气与历法--智慧与勤劳的象征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
，冬雪雪冬小大寒。
 上半年是六廿一，下半年来八廿三， 每月两节日期定，最多不差一二天。
二十四节气是是我国远古时代开创的一种历法，反映一年中自然现象和农事活动季节特征的二十四个
节候。
历法的由来我国现行日历所用的是太阳历，简称阳历、公历，通常人们会在阳历日期的下面看到有一
排小字，那是农历的日期，每隔半个月左右，还有今日立春、今日清明、今日小寒等说明，这些说明
指的就是节气。
在历史上，二十四节气同阳历、阴历、农历三种历法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
因而，在介绍节气之前．我们先探讨历法的由来。
历法的产生天文学的实践来源于观察，历法也是在观察的基础上产生的。
正如《 周易？
 系辞上》所说：&ldquo;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觉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rdquo;我们现在常常使用的&ldquo;观察&rdquo;即出自这句话里的&ldquo;仰观&rdquo;和&ldquo;俯
察&rdquo;。
古人语：&ldquo;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rdquo; &ldquo;象&rdquo;即日月星辰，&ldquo;形&rdquo;即山川动植万物，对天象地形的观察，能看
到自然的变化。
而天上变化最明显的莫过于日月，因此，推断出古人最早观察的对象应是日月。
在观察时，人们首个感官就是昼夜的变化，而这个变化跟太阳的升落密切相连，一天的开始在于太阳
从东方升起时，一天的结束也在于太阳西落之后。
日复一日的这样重复着。
昼夜变化与太阳升落给人们的感官以强烈而频繁的重复刺激，自然会在人们的脑海中印下深刻的痕迹
，因而形成了最早的时间概念：日。
其次，在夜晚的天上，最引人注目的是皎洁明亮的月亮。
月亮的圆缺变化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和兴趣。
古人看到月亮有缺到圆，又从圆满到亏缺、消失。
几天之后，又开始新的轮回。
经过多次循环往复，人们对月亮这种位相变化周期，也就是月相有了认识，从而形成了时间的另一个
概念：月。
新月长成半圆形，&ldquo;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张弓弦也&rdquo;（《 艺文类聚》 卷一）， 所以叫
做&ldquo;弦&rdquo;。
长成圆形，叫做&ldquo;望&rdquo;。
以后又亏缺成半圆形，也叫做&ldquo;弦&rdquo;。
&ldquo;望&rdquo;之前叫做&ldquo;上弦&rdquo;， &ldquo;望&rdquo;之后叫做&ldquo;下弦&rdquo;。
后来再变细小乃至消失，像火熄灭一样，看不见光了，叫做&ldquo;晦&rdquo;。
过几天，天上又重新出现新月，这叫&ldquo;朔&rdquo;。
第三，&lsquo;旧月运行，一寒一暑&ldquo;， &ldquo;变通莫大乎四时&rdquo;（《 周易？
 系辞上》 ）。
四季气候的寒暑变化像日月一样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寒冷的气候经过一段温暖季节，进人炎热的暑天，又经过凉爽的季节，重新出现寒冷的时节。
这种情况虽然也是反复多次刺激着人们，但由于周期太长，界线并不那么明显，因此对它的认识要晚
一些。
在寒暑变化的同时，植物也有明显的变化，叶生叶落，花开花谢，也呈现着周期性。
寒暑之气的变迁和物候的更替，形成了气候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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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气候的变化，人们开始只是十分模糊的概念，后来才逐渐明确起来，并且日益精密、准确。
历法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阴历阴历全称太阴历。
它是根据月亮的变化周期来制定的。
据史料记载，我国早在4200 年前就有阴历的叫法。
我国的先民们把月亮圆缺的一个周期称为&ldquo;朔望月&rdquo;，把完全见不到月亮的一天称
为&ldquo;朔日&rdquo;，朔日定在阴历的每月初一；把月亮最圆的一天称为&ldquo;望日&rdquo;，望日
定在阴历的每月十五（或十六）。
从朔到望是朔望月的前半月，从望到朔是朔望月的后半月，从朔到望再到朔为阴历的一个月，一个朔
望月的天数是29 天12 小时44 分2 . 8 秒，约合29 . 5306 天。
两个朔望月大约相当于地球自转59周，所以阴历规定每个月中一个大月30日，一个小月29日，12个月
为一年，全年共354日。
12 个朔望月总计354 . 367 天，二者一年相差0 . 367 天。
如若不调整，40 年后，朔望日期就会发生颠倒。
为避免这中情况发生，人们想出每隔2到4年，增加一个月，这一年就是闰年，阴历经过这样调整以后
，每30 年和月亮绕地球的步调只差16 . 8 分了。
由于月亮围绕地球运转和地球围绕太阳运转速度不均匀，为保持朔日必在阴历每月初一，也要进行调
整，因此有时出现一连两个阴历大月或一连两个阴历小月的情况。
阳历阳历全称太阳历，为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地区和民族通用的历法，所以又称&ldquo;公
历&rdquo;，阳历是以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为计算的基础的。
它把地球绕太阳一周所用的时间，定为一个回归年，是太阳历的基本周期。
一个回归年是365 日，后经过精密计算确定为365 日5 小时48 分48 秒，约合365 ？
 242199 日。
因此阳历年365日，比回归年少了0.242199日。
为了补足这个差数，所以历法规定每4 年中有一年再另加1日，为366日，叫闰年，实际是闰一日。
因而阳历的4、6、9、11月是小月，30 天。
平年2 月28 天，闰年2 月29 天，其余月份是大月，31天。
太阳历最早形成于古埃及。
4000 年前，古埃及人根据天狼星的出现和尼罗河泛滥的日期规律，计算出一年是365 天，分12 个月，
每月30 天，多余的5 天为年终节日，这就是古埃及的太阳历，也是西方最早的太阳历。
之后在公元1582 年，罗马教皇格列高里十三世组织人员修改历法，这次修改的历法称&ldquo;格列
历&rdquo;。
格列历规定每400 年减去3 个闰年，也就是当今世界通用的阳历。
我国在1912年（民国初年）开始采用阳历。
阴阳合历所谓阴阳合历就是它既要求历法月同朔望月基本相符，又要求历法年同回归年基本相符，是
调和太阳、地球、月亮的运转周期的历法。
是一种综合阴、阳历优点，调合阴、阳历矛盾的历法。
阴阳合历早在我国夏代时就已制定，因此历史上长期称其为&ldquo;夏历&rdquo;。
这种历法安排有二十四节气，以指导农事活动，而且主要在广大农村使用，因此称为&ldquo;农
历&rdquo;，又叫旧历、中历，民间也有称为阴历的。
农历把日、月合朔的日期作为月首，即初一，也是把朔望月的时间作为历月的平均时间。
在这一点上和纯粹的阴历相同，但多运用了设置闰月的办法和二十四节气的办法，使历年的平均长度
等于回归年，这样它又具有阳历的成分，所以它比纯粹的阴历好。
农历基本上以12 个月作为一年。
共354日或355日，与回归年相差11日左右。
这样每隔3 年就要多出33 天，即多出1 个多月。
为了把多余的日数消除，每隔3 年就要加1 个月，这就是农历的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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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缺点是平年与闰年天数相差太大。
农历平年354 天或355 天，闰年时为383 天或384 天。
二十四节气在农历中的地位。
在推算农历时，&ldquo;冬至&rdquo;是处于首要地位的，确定了冬至也就是确定了农历的年长（是12 
个月还是13 个月）， &ldquo;春分&rdquo;（回归年是以它作为起点定义的）也非常重要。
12 中气是农历历月的标志，都是农历置闰的重要依据。
12 节气中的&ldquo;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rdquo;是我国传统四季的正式起点。
农历节气是直接以黄经度数计算的&ldquo;真节气&rdquo;，其精度很高。
农历是我国古代伟大创造之一。
它的特点是：任何一日都含有月相的意义；利用农历日期可以推算潮汐（潮水是月亮的吸引力造成的
）。
几千年来，我国农村习惯使用这种历法，所以称它为&ldquo;农历&rdquo;。
我国现行农历的版本，是明末清初的《 时宪历》 ，于1645 年农历乙酉年正式使用的。
二十四节气是怎样来的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古代订立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是在春秋战国时
期形成的。
二十四节气能反映季节的变化，指导农事活动，影响着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
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漫长的生产实践中，对天文、气候和农业生产等方面的丰富经验进行加工提炼
、总结出来的。
二十四节气起源二十四节气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一年四季气候分明，多河流谷地和冲积平原
，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适宜耕作，尤其是黄河水滋润哺育了两岸的人民。
从二十四节气形成到汉代完备的漫长时期里，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因此，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具有&ldquo;天时地利人和&rdquo;特点，得以充分发展的条件和机会。
所以说，二十四节气反映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气候条件和农业生产特点。
节气的确定对于整个地区的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十四节气类别二十四节气按照不同的性质，有六种类别，它们是：季节类、天文类、物候类、降水
类、气温类和水汽类，具体分为：季节类：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这是根据气候的变化定位，表示春夏秋冬四季的开始。
天文类：春分、夏至、秋分、冬至。
分别表示昼夜的长短。
春分、秋分昼夜等分，夏至白天最长，冬至黑夜最长。
物候类：惊蛰、清明、小满、芒种。
表示在天气的变化和气候的影响下，动植物及农作物所发生有候应现象，及其相应的农事活动。
降水类：雨水、谷雨、小雪、大雪。
根据降水的时节及降水量的大小而定，表示降水的性质和程度。
气温类：小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
根据气温的高低程度而定，表示天气的炎热和寒冷程度。
水汽类：白露、寒露、霜降。
表示近地面水汽随着气温下降的程度及产生的凝结状况，主要体现气温的下降程度。
二十四节气名称二十四节气从阳历2 月份开始，顺次为：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这
是春天的6 个节气；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是夏天的6 个节气；立秋、处暑、白露
、秋分、寒露、霜降，这是秋天的6 个节气；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这是冬天的6 个
节气。
一年春夏秋冬四季，一季3 个月，6 个节气，每2 个节气历时1 个月个月24 个节气。
从1 月份的小寒、大寒到6 月份的芒种、夏至间的12 气，处于上半年；从7 月份的小暑、大暑到12 月份
的大雪、冬至的12 气，处于下半年。
至今，仍流传着一首二十四节气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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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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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来六廿一，下半年来八廿三。
每月两节日期定，最多不差一两天。
二＋四节气释义一年四季以二十四节气为标志和界定的。
立春： &ldquo;立&rdquo;是开始的意思，&ldquo;春&rdquo;是蠢动，表示万物开始有生气。
它象征春天的开始，此时气温回升，万物苏醒，大地回春。
雨水：意味着中国广大地区的天气逐渐回温，降雪停止，开始下雨，并且雨量开始逐渐增加。
惊蛰：雷鸣开始，惊动万物，气温、地温逐渐升高，土地解冻，春耕开始，蛰伏地下冬眠的动物开始
苏醒和出土活动。
春分：春分是春季3个月90天的中点。
这天太阳直射赤道，是白昼与黑夜平分日。
春分和秋分古时称为日夜分，即昼夜相等。
清明：天气清澈明朗，气温转暖，草木萌发，万物欣欣向荣。
俗为民间扫墓的节日。
谷雨：雨水逐渐增多，适时的降雨对谷物的生长极为有利。
《孝经纬》云：斗指辰为谷雨，言雨生百谷也。
立夏：进入夏天，气温显著升高，万物将借温暖的气候快速生长。
小满：满者，指阳气已满。
小满就是阳气还没有达到最强的状态。
满也指籽粒饱满，麦类等夏熟作物籽粒逐渐饱满，开始结实成熟。
芒种：&ldquo;芒&rdquo;指一些有芒的作物，种是种子的意思。
芒种表示麦、大麦等有芒作物已成熟，可以收割。
而此时也正是忙于播种晚谷、黍、稷作物的季节，故又称&ldquo;芒种&rdquo;。
夏至：这天，太阳光直射北回归线上，是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
古人有阳极之至，阴气始生。
日北至，日长之至，日影短至，故曰夏至的说法。
标志着炎热的夏天来临。
小暑：&ldquo;暑&rdquo;是 表示炎热的意思。
小暑就是指，天气炎热，但还没有达到最热的时候。
大暑：一年中最热的时期。
立秋：&ldquo;秋&rdquo;是作物快成熟的意思。
立秋是秋天的开始，标志着气温开始下降，属于秋高气爽、明月风清的凉爽天气。
处暑：&ldquo;处&rdquo;，是&ldquo;止&rdquo;的意思。
表示了炎热的暑天到此终止。
白露：水土湿气凝而为露。
由于此时，气温逐渐转凉，昼暖夜寒，容易达到凝结成露水的条件，又因此时节的露多且重，呈现白
色，故称白露。
秋分：在秋季3个月中90天的中间，这天太阳光同春分一样直射赤道，白昼和黑夜又长度相等。
寒露：寒是寒露之气，先白而后寒，是气候逐渐转冷的意思。
此时，气温已经很低了，草木渐枯萎。
霜降：&ldquo;霜&rdquo;是地面的水汽遇到寒冷天气凝结而成的，因此霜降不是降霜，而是表示天气
寒冷，大地将产生初霜的现象。
立冬：冬终也，物终藏也。
是作物收割后要收藏起来的意思，表示这一天是冬天的开始。
小雪：表示气温下降，因而凝雨为雪，是下雪的季节已经到了，但雪量并不大。
大雪：气温继续下降，降雪量也由小变大，地上开始出现积雪。
冬至：这天太阳光直射南回归线上，这一天北半球白昼最短，黑夜最长。
古时对这一天有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至，故曰冬至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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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寒冷冬天的到来。
小寒：&ldquo;寒&rdquo;是指寒气积累了很久。
小寒意指，还没有达到最冷的时候。
大寒：天气寒冷到极点的意思，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
二十四节气与历法的渊源二十四节气与阳历和农历密切相关，它们的完美的配合为古时老百姓掌握农
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二十四节气分布在一年的12 个月里，常年每月有两个节气，一个在前半月月初，俗称&ldquo;节
气&rdquo;，一个在后半月月中，俗称&ldquo;中气&rdquo;。
这个&ldquo;气&rdquo;是气象、气候的意思，是古人观察每个阶段内特有的气象或物候现象、农事活
动后定出的名称。
和阳历配合时，节气在每月上旬，其规律是：上半年当月的4 一6 日，下半年当月的6 一8 日。
中气在每月的下旬，其规律是：上半年当月的18ee - - 22日，下半年当月的22 一24 日。
和农历（阴历）配合时，农历的平年每月也是两个节气，两者同样称为节气和中气，若遇到农历闰年
的闰月只有一个节气，没有中气。
二十四节气中的节气有：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
小寒。
二十四节气中的中气有：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冬至、
大寒。
由于二十四节气和阳历都是基于地球绕太阳运行的周期规律确定的，以二十四节气在阳历中有一定的
日期，前后相差不过一两天，而农历是根据月亮的变化周期来制定的，二十四节气在农历中的日期很
难把握。
按阳历一年365 天计算，一个月两个节气，前一个月的节气和中气与下一个月的节气与中气之间有30 
天半，而按农历一年354 天计算，每月平均只有29 天半。
所以一个月的节气和中气比前一个月要推迟1 一2 天，这样依次类推下去，便得到会有一个月里只有节
气而无中气，这个月便成了闰月，之后农历月份中，就是上月的中气在前，而本月的节气在后，逐渐
地类推下去，再恢复到节气在前，中气在后。
由此可知，从农历推知节气规律很难把握，因而，节气在农历上没有固定的日期。
所以，每年在编制历书、挂历、台历时应尽量将二十四节气靠近阳历日期，以便一目了然，而我们在
了解节气知识时也最好参看阳历日期。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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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你知道二十四节气的由来吗？
你知道二十四节气的气候特点和农事安排吗？
你知道每个节气前后有哪些节日、民间习俗与禁忌吗？
你知道如何运用节气知识进行养生与保健吗？
&hellip;&hellip;我国的二十四节气是传统历法，更是民俗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二十四节气，不只是我国传统生活方式的诗意呈现，更体现着古人的哲学思想。
《二十四节气常识一本通（超值实用版）》从气候学定义、农事安排、民间风俗、农历节日、保健须
知、应时食谱、诗词歌赋、时令谚语等方面进行阐述，集系统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带领读者
领略中华传统节气文化的精髓，并将其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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