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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对节气的兴趣始于儿时记忆，从小奶奶最疼爱我，她最看重时节。
二月十五百花生日，她会在所有准备绽芽的花枝上贴上红纸条；七月三十地藏王菩萨生日，她会在天
井四方都点上香。
夏天雷急，她会说，今年是张天师在执掌。
上了年纪后，每到节气前后，她都会腰酸腿疼到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所以，从小在我的心理意识中，节气都是特别神圣的一种随季的生活准则：春分一到，天就暖了；白
露一到，天就凉了：每个节气都对应着气候变化，非常准。
    而我真正对这一套文化有一点粗浅了解，则是八十年代的后半期了。
在贪婪地从俄罗斯文学到法国文学，从法国文学到美国文学，从美国文学到德国文学，读了一圈现代
文学作品后，突然就觉得我们古人的笔记小说，无论文字表现力还是包容度，其实都要强过西人。
于是，兴趣就开始逆转，从笔记小说再延展到各种杂著，再延展到诸子百家。
等读到诸子百家后才明白，淮南王刘安在建元二年(公元前139)献给汉武帝的《淮南子》中，就已经有
了二十四节气的系统记载。
再之前呢？
《尚书·尧典》中已经有了春分、秋分、冬至、夏至的记载，只不过叫日中、日永、宵中与日短。
“日中”是春分，“宵中”就是秋分；“日永”是夏至，“日短”就是冬至。
古人以星座在黄昏时出现来定位春夏秋冬，有一套星象学知识，两至两分确立后，加上两启(立春、立
夏)、两闭(立秋、立冬)，就有了八节。
这八节每节三气，就成了二十四节气。
    《淮南子》成书至今两干多年，两干多年来，它被一代代承袭，不断地发展丰富。
我感兴趣在其中各种神秘主义元素及不断发展的民俗文化内涵，比如，古人以为，天地之间，天道是
圆，地道是方：方主幽含气，吐气为施；圆主明吐气，含气为化：天偏气就怒而为风，地含气就和而
为雨：天地之气冲突就感而为雷，乱而为雾。
再比如一年四季的十二月对应着天干与地支、对应着周易中的卦象、对应着古乐的十二音律，每一种
解释都涉及对天地人关系的认识，深入去琢磨，就回味无穷。
而相应的民俗元素，比如新年爆竹、元宵灯火、端午粽子、中秋月饼，背后都有丰富的形成史。
再深入，历代骚人墨客用各种形式，不断丰富对它们的理解与感受，其感受则延展至草木鱼虫、天地
万物，使我们在每一季每一时刻，各种各样的天气条件下，都能有一种幸福感与满足感。
如果真能把这些都集中起来，就是一本中华民族生存方式、生存智慧的百科全书了。
    应该说，我对所谓“腐朽”的古人的兴趣始于汪曾祺先生对晚明归有光散文的推荐，从归有光到袁
中郎到张岱，从张岱的《陶庵梦忆》、《夜航船》，就寻到了李渔的《闲情偶记》，由此又进入一片
浩瀚的古海。
到1989年，干脆泡到中国书店，那时买处理的笔记丛书，每本才只需几毛钱。
这之后，就越来越被“腐朽”包围且震撼，我一直觉得，在广泛的杂学之中，只要随便打开一个窗口
，认真钻研进去，都可能窥见极其丰富的源流。
这就是一代代承袭下来的，我们的文明。
这文明斩不断，理还乱，尽管悠久的历史深处处处是空白，但仍可以找到缝隙与途径，可以辨清一个
大致的面貌。
    我以为，只有辨清了这个面貌，才能真正体会与享有我们生存其间的文明成果，从而使自己都成为
文明承袭下去的一部分。
从九十年代考吃，到现在钻进节令，都因为这一想法。
但如果再深入地追究，文明究竟是什么？
一旦以追问的姿态探究进历史长河，一定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事实。
因为世界本一体，人类诞生前、诞生后，这世界本四通八达，一直在无法阻挡地到处流通。
应该说，所有的物种，所有的认知方式，一定都是彼此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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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就很难说，有什么孤立的本土的文明。
只不过，正如近代史的西方主义遮蔽着东方对西方实际影Ⅱ向一样，早期强盛的东方文明也同样遮蔽
着西方对东方实际的影响史。
要将这些都弄明白，就恐怕要困难得多。
    于是，比如这本小书，在迷踪不能被照亮的前提下，也就只能是对现有遗存的文化成果的一些肤浅
体会。
在这些成果之外，当然有大量更有意思的东西被遮蔽着，到处都是文明的偏见。
但一部大书可以从细部入手，可以用各种方法点滴积累、点滴突破，只要意识清晰，点点滴滴，亦可
石穿。
这就寄希望于能有越来越多新鲜资料的发现。
我们需要更广泛去深入了解东西方文化尤其是早期的流通史，如是，才能真正突破对以往传统文化的
了解，才能从“腐朽”中发现真正的神奇。
那时的时节文化里，才能呈现出真正丰满的含义。
    是为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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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微读节气》是《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先生近两年来、在微博中随节气变化而发表的生活随
笔。
随笔谈天说地，既是对东方传统文化二十四节气的新解读，又是在现代生活中返朴归真的新经历。

　　为了完整地把古人随季而变的生活方式展现给读者，朱伟先生不但系统地阐释了一年中二十四节
气和七十二候的内涵和风俗习惯，而且还把我们中华老祖宗们留下的随春夏秋冬、农耕节令有感而发
的诗词歌赋进行了重新的梳理。
每两个节气历时一个农历月，每个农历月更是千姿百态，既有吃喝玩乐的各种活法，又有很多中国人
必备的文史知识。
这些内容，以每段不超过140字的微博体来描述，引起了网友的极大关注和共鸣，上千次的转发和评论
的背后，渐渐兴起了随着朱伟过节气的新时尚。

　　《微读节气》一书配以“网络最美节气图片”摄影师青简的作品，用现代的镜头画面感知、诠释
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与美妙，使洗练、大气的文字有了水墨似的画面效果，而这些画面其实就在我们
每天有滋有味的日子里。

　　《微读节气》是作者两年来对天气、草木变化的细心观察与亲身经历，集实用性与知识性为一体
，是一本中华民族生存方式、生活智慧的百科全书。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微读节气>>

作者简介

　　资深媒体人，现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编。

　　代表作：《考吃》、《有关品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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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屠苏酒 占时元日饮屠苏酒，是为避邪。
屠苏其实是一种名称，屠者，屠绝鬼气；苏者，苏醒人魂。
此酒据说是华佗配方：赤木佳心t钱五分，防风一两，菝葜五钱，蜀椒、桔梗、太黄五钱七分，乌头二
钱五分，赤小豆十四粒，以三角绛囊盛之，除夕夜悬井底，元旦取出置酒中煎沸而成。
 五辛盘 新年第一天，按占人说法，要饮屠苏酒，咬麦牙糖，吃五辛盘。
吃五辛盘是为“五熏炼形”，指将葱、蒜、韭、蓼蒿、芥和在一起，助人发五脏之气，就是令人春心
浮动的意思。
现在若以韭黄、青蒜、小葱、蒌蒿、芥蓝配此“五辛”，炒一道迎新菜，倒也春意扰人。
 初二·犬日 大年初二，犬日，先六畜后人，是为新年伊始，每年提醒人们，要尊重这些竭诚为人类
服务的家畜。
犬是家园忠诚的卫士。
犬日占卜：“无风雨即不熟。
”年初二占人要诵春令——春令宽和而生仁风，仁风拂而助春生。
 初三猪日 “三日猪晴明君安”，猪是六畜中最受委屈者，先说它性喜肮脏，整日卑下、俯首帖耳。
吴承恩称“猪无能”后，更成为好吃懒做的象征，食其肉更无负担。
嚼了它肉，还要贬它“助湿热、酿痰饮、招外感、昏神智”。
它的各部分，猪皮，贫困时以它制鞋；猪鬃，曾是最软的牙刷；如此忠厚之畜，真应该还它一个公正
。
 元稹诗 元稹有初三日咏春风诗：“_三日春风已有情，拂人头面稍怜轻。
殷勤为报长安柳，莫惜枝条动软声。
” 初四·羊日 初四，羊日，羊善良，孱弱、才预尔吉祥。
羊大为美，羊感到自己丑为羞。
人类向羊致敬，才有仪表；以羊为我，才有义气。
但羊卑下于君主，温顺成群。
都说“三羊开泰”，其实三羊排列是膻气的“奍”，群羊在一起是臭。
“三羊开泰”其实是“三阳开泰”的误读——三阳在下，冬去春来，是正月泰卦。
 初五·牛日 初五牛日，“牛晴明，四望无怨气”。
牛是最忠厚负重，以前的长工就叫“牛人”，是最卖苦力之人，现在成为有钱有势的代称，颠倒了。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微读节气>>

后记

这本小书是我利用微博这个传播工具，兴趣于古人时节认知的结果。
    我是2010年8月，被新浪老沉与《新周刊》的封新城蛊惑而开的微博。
当初是好奇于这样一种新的即时传播方式，我的兴趣在，这样的传播方式能否激励自己利用碎片时间
，做哪怕是点滴的知识积累。
我钟爱顾炎武那种日日求知的治学方式，曾因此开过借用他《日知录》的博客，最后因舍不得时间而
被废弃。
微博的好处是，140字相对降低了消耗时间的台阶；且140字的限制，由繁至简，在我看，反而是对回
归传统中国文字表达的一种逼迫。
古人写景、记人，都是寥寥几笔，情状便能跃然纸上。
    于是就有了我的微博写作，严格说，一种微读书笔记而已，满足的是我自己的好奇心。
被传播是一种激励，在被激励下，两年多也写了三千多条，节气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本小书之所以选《微读节气》这个书名，就想突出“读”字——古人留下的节令，随读随想随记，
笔记，本来也是古人传下来的一种表达方式。
    这些农耕社会的节令，对沉浸在现代生活中今天的我们，究竟有没有实际意义？
有不少人认为，它们沾满尘土，是一种腐朽。
一百多年来，先进的知识分子们以西学为坐标，曾不断地摈弃鄙视它们而求进步。
而我恰以为，人类在工业革命高歌猛进两三百年后，面对已被破坏得满目疮痍的环境、已被磨砺得遍
体伤痕的心灵，面对本质上已经越变越简陋的生活质量，是否该重新检讨一下我们被进化论操纵的生
活方式？
    如果能有这样一种心态，那么，重新审视我们古人的生活态度，节令可能是一个有趣的窗口。
从春到秋到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鸡犬互为鸣吠，四时自然成岁。
人在天地荫庇哺育下，随季与草木乌兽和谐共生。
春花秋月、夏雨冬雪，日月、星象、草木生长周期、候鸟迁徙的时间，珍贵就在这四季循环更替的天
地万物关系中构建起了一套完整的认识论。
一代又一代的文人雅士从中吟花弄月，又随季发展出一整套诗意化的生活方式，诞生出大量的诗词歌
赋，使本来平常的一个个日子都变得有滋有味，无论朝代更替、即使兵荒马乱也不被影响，一代代人
复归为泥土，又一代代诞生，它们就支持着一个伟大的民族，有滋有味地生生不息。
    这样看，它们当然就重要了，它系着我们的血脉，并一代代不断贡献着文明的成果呢。
无论何时何地，我们不能没有除夕的年饭、新年的爆竹、清明的扫墓、中秋的赏月，没有了它们，就
没有了我们的日子。
再激进的批判者也无法脱离这个环境，因为你是个中国人。
这就足够了，这就是重新认识时节中的认识论与生活方式的意义。
    这本小书，不过是接近它的一种努力。
我们自以为已经认清的东西，其实不一定是真理：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我们自以为荒谬的东西，
其实也不一定是荒谬。
以此观点，就变就了这么本也许对一些人还有用、一些人觉得还有趣的书。
这次整理，发觉微博因随意而难以系统，因此而作了一些补充。
    是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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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微读节气》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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