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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小时候，老师就教我们背诵二十四节气歌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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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诀成为很多读书人温馨的记载。
　　二十四节气是古代一组节令的总称，即自立春至大寒共二十四个节气，以表征一年中天文、季节
、气候与农业生产的关系。
节气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和生产相关，节日也大多和二十四节气有关，二十四节气其中有些节气
本身就成了节日。
　　中国节气文化博大精深，每一个节气都有诸多知识，除了形成的大量民间传说和民俗风情，还有
一些具有科学思想的观念，如古人将每一个节气都以三种物候来概括，以立春节气为例，立春的十五
天分为三候：“一候东风解冻，二候蛰虫始振，三候鱼陟负冰。
”　　东风解冻：冻结于冬，遇春风而解散，不日春而日东者。
《吕氏春秋》日：“东方属木。
”木，火母也，火气温，故解冻。
此一候说的是东风送暖，大地开始解冻。
　　蛰虫始振：蛰，藏也；振，动也；蛰藏之虫，因气至而皆苏动之矣。
古人解释：“动而未出，至二月乃大惊而走也。
”意为立春五日后，蛰居的虫类慢慢在洞中苏醒。
　　鱼陟负冰：原为鱼上冰，《元史志》改之为鱼陟负冰。
陟，升也；鱼当盛寒，伏水底而逐暖，至正月阳气至，则上游而近冰，故曰负。
鱼陟负冰的意思是，从立春的第十天开始，河里的冰开始融化，鱼开始到水面上游动，此时水面上还
有未完全溶解的碎冰片，如同被鱼负着一般浮在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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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独特的创造，沈泓编著的《春分冬至》对每一个节气的来龙去脉及文化内
涵进行了深入挖掘和描述，是我们打开中国民俗文化和农耕文化大门的一把钥匙。
二十四节气不仅是工具，更是一种文化，任岁月的流水千年流淌，也不可磨灭它的文化智慧之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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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二十四节气是古代一组节令的总称。
即自立春至大寒共二十四个节气，以表征一年中天文、季节、气候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它反映季节的
变化，指导农事活动，影响着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
二十四节气是根据太阳在黄道(即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的位置来划分的。
二十四节气中反映日照长短的有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反映温度的有小暑、大暑、处暑、霜降、
小寒和大寒；反映温、湿度的有白露、寒露；反映降水的有雨水、谷雨、小雪和大雪。
其余则是反映自然物候和农业物候的。
那么，二十四节气是如何形成的?又起源于何时呢?二十四节气起源于黄河流域。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我国人民中就有了日南至、日北至的概念。
二十四节气最初只有夏至、冬至，在春秋时代，定出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等四个节气。
随后，逐渐增加了春分、秋分及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到战国后期成书的《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中，有了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
、冬至等八个节气名称：这八个节气，后来成为二十四个节气中最重要的节气。
这八个节气标示出季节的转换，清楚地划分出一年的四季。
随后，人们根据月初、月中的日月运行位置和天气及动植物生长等自然现象，利用之间的关系，把一
年平分为二十四等份，并且给每等份取了个专有名称，这就是二十四节气。
公元前104年，由邓平等制定的《太初历》，正式把二十四节气订于历法，明确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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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春分冬至:民间美术中的二十四节气》：中国民俗文化探幽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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