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二十四节气倒计
时宣传片用中国式美学惊艳了世界，尽显中国文化
的独特魅力。二十四节气再次成为人们关注和热议
的话题。

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国人特有的时间知识体系，
是古人根据太阳在一年中对地球产生的影响而概括
总结出的一套气象历法，用来指导农事活动。它是
中华优秀农耕文明的结晶，蕴含着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二十四节气将天
文、物候、农事和民俗完美结合，千百年来一直被我
国人民所沿用。二十四节气有着怎样的丰富内涵？
在现代科技发达的今天还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
做好传承和保护？本期对话邀请萧放、孔祥智、唐志
强三位专家，就二十四节气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当
前运用等进行探讨。

中国先民围绕季节农事活动形成了
各种农时系统，二十四节气是其中最为
完备的一种

主持人：二十四节气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不仅是
时间认知体系，它“候时而行”的知识和应用体系，早
已深入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那么，二十四节气是
怎样产生的？为什么会起源于中国？

孔祥智：二十四节气发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目
前能够查到的最早记载是《尚书·尧典》，记载了日
中、日永、宵中、日短四个节气，分别对应春分、夏至、
秋分、冬至。可见，二十四节气历史悠久。农业文明
是所有国家和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一个阶
段，世界上所有文明古国都有观察物候变动的农业
历法，但比较各个国家、各个时期的农业历法，像我
国的二十四节气指导得这么具体、细致而有效的历
法，全世界只此一家，这是我国先民对于世界文明的
伟大贡献。

萧放：中国是拥有古老农业文明的国家。以农
作物种植栽培为主的农事活动，特别关注光照、温
度、气候、物候等，而季节的寒暖与太阳照射强度和
时间有着密切关系。所以中国先民很早就注意到了
太阳视运动对季节变化的影响，围绕季节农事活动，
形成了各种农时系统，二十四节气是其中最为完备
的，从汉朝开始就被广泛采用，并且与夏历配合，被
列为农政指导内容。

为了四季农事的方便，古人将二十四节气年度
循环起点确定为立春，以立春为春天农事活动的重
要节气。立春之外，雨水、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
满、芒种等都是二十四节气中直接与春耕、春种、夏
收等相关的重要农事节气，它们对农人农事活动有
着直接的指导意义，如农谚云：“春分麦起身”“清明
前后，种瓜点豆”“清明要晴，谷雨要淋”等。

唐志强：二十四节气在中国的发明是农业生产
活动需求驱动的结果。黄河流域是早期农业的主要
发源地，黄土由堆积颗粒组成，易于简陋工具耕作，
具备较好的耕作特性，但缺点是高度依赖自然条件，
春天干旱、风沙多，不利于作物播种后发芽。春秋战
国至秦汉时期是旱地精耕细作形成阶段，为了克服
这些不利的环境条件，逐渐形成以耕耙耱结合为特
点的抗旱保墒技术体系，这其中掌握农时就是关键。

最初的农时知识来自物候，根据观察自然界生
物和非生物对气候变化的反应现象来掌握气候特
征。判断农时，安排农事，需要总结出耕耘、播种、收
获与贮藏的规律。于是，勤劳而智慧的中国先民经
过生产生活实践，将一年中对农业生产产生重大影

响的太阳运行规律总结成为指导农业生产的时间制
度，这就是二十四节气。

中国独特的地理位置是二十四节气产生的客观
基础。受地形地貌影响，我国中纬度地带的黄河中
下游地区和长江下游部分地区四季分明，并形成“八
风”。即立春时节开始刮东北风，春分开始刮东风，
立夏开始刮东南风，夏至开始刮南风，立秋开始刮西
南风，秋分开始刮西风，立冬开始刮西北风，冬至开
始刮北风。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四季和如约而至的

“八风”，让“二至二分”（夏至、冬至、春分、秋分）和
“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气候特征鲜明，为
二十四节气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框架。在众多时间知
识体系中，二十四节气因为疏密得当，符合大自然变
化的节律，而得到广泛流传和发扬光大。

主持人：节气不仅跟时序、农事有关，也跟我们
对生命、自然、人生宇宙的感受和认知有关。二十四
节气对中国的民俗和百姓生活等产生了哪些影响？

萧放：二十四节气作为自然节序，它不仅是农
时，还是节令生活的节点，人们依据节气性质逐渐形
成节令生活传统。这些节令生活传统有节令信仰与
民俗仪式、节令特色饮食、节令游艺活动等。仅以立
春为例，就有“新春大似年”的民谚，立春日是四季之
首，春天的到来意味着农事活动即将开始，春天是播
种的季节，人们在立春日以各种民俗活动表达自己
的喜悦心情，享受丰富多样的节令生活。如祭祀春
神句芒，打春牛、唱春词、沿门送春；人们饮春酒、吃
春饼、春卷、咬春，以迎春归；擂鼓闹春、演春台戏，以
庆新春等等。二十四节气还是今天美好生活的时间
提示，如二十四番花信风、七十二候的动植物，跟着
节气赏花、观察动植物活动与生长节律，增添美好生
活情趣。

孔祥智：数千年来，二十四节气对中国人的生
产、生活产生了规制性影响。《礼记·月令》详细规定
了每个月的农事活动，包括农民该做什么、君王及
各级政府官员应该做什么。俗话说：“庄稼活不用
学，人家咋着咱咋着”，那么，人家是如何“咋着”
的？就是根据节令。或者说，能够识字看懂节令的
人看到每个节气到来应该干什么，他的行为会影响
到其他人，整个农事活动就会符合规律。比如，黄
河中下游流域流传的农谚有“白露早，寒露迟，秋分
种麦正当时。”那么，哪天是秋分？有知识的人当然
知道，他知道秋分到来，该种麦子了，别人就会跟着
他做。

有了二十四节气，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生产活动
就有了规律可循。包括养畜禽、养鱼、捕鱼，都可以
参照节令。我们知道，二十四节气发源于黄河流域，
反映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气候、物候特征，但其他地
区的农人也会参照执行。比如河南、陕西关中一带
的农谚则是“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长
江小麦产区会更晚一些，有了二十四节气就有了参
照系，农事活动就有规律可循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二十四节气规范了人
们的生产行为，自然也会影响到生活和其他社会活
动，并逐渐沉淀下来形成文化。不同节气由于气温
不同，人们的饮食结构会随之发生应对性变化。比
如大暑节气到来时，为了应对高热，广州一带有吃仙
草的习俗，所谓仙草，又称凉粉草，是当地一种药食
两用植物的茎叶晒干后磨成粉做成的，是一种消暑
的甜品；而山东南部地区则有“喝暑羊”的习俗，即在
大暑那天喝一碗滚烫的羊肉汤，出汗之后起到带走
暑热、强身健体的作用。总之，二十四节气不仅规范
着中华民族的农业生产活动，还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文化。

唐志强：二十四节气发明后，对农业的指导作用

首先凸显出来。让人们更加直观、清晰、准确地把握
农时、安排农事。西汉晚期的一部农书《氾胜之书》
首次以文字的形式记录节气对农事生产的指导意
义。在其现存的18篇中，述及13种主要作物，其中7
种作物的播种和收获经验都与节气相关。二十四节
气农谚是二十四节气的延伸和发展，是掌握农事季
节的可靠依据，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十分广泛，对把
握农时和传播农业技术发挥重要作用。农人只要掌
握了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和农谚的知识，就具备成
为种田“老把式”的基础，所以有“种田无定例，全靠
看节气”的说法。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衣食住行的重要参照，通
过成千上万条节气谚语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例如关于养生：冬养三九补品旺，夏治三伏行针忙，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关于饮食：冬至
饺子、夏至面，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关于衣着：春捂秋冻、到老不病，白露身不露、寒露脚
不露；关于起居：立春雨水到、早起晚睡觉，夏练三
伏、冬练三九；关于出行：春天出门莫寄伞，冬天出门
莫寄衣等等。

二十四节气能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提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智慧

主持人：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瑰宝，
一直以来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2016年，二
十四节气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申遗成功的意义是什么？申遗过程中有哪些印象深
刻的回忆？

萧放：二十四节气体现了中国人依存自然的生
存观念与协调天人关系的智慧。二十四节气申遗
的成功，体现了世界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与
欣赏。2016年我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现场见证了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的那一时刻，真的
很激动。

唐志强：二十四节气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的佼佼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
二十四节气申遗由中国农业博物馆牵头，来自中国
农业博物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民
俗学会等单位的专家共组织了14次研讨会，审核申
报视频的每个细节，逐字逐句对申报表进行中英文
的斟酌，对逐项内容进行充分论证，明确了二十四节
气的定义，廓清了内涵，最终确定了对这一中国故事
的国际表达。可以说，申遗材料的准备，包含着“十
年功”。申遗成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前所
未有的轰动，广大青少年大大增强了对优秀传统文
化的认同。二十四节气的价值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
认可，表明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国人的时间制度全面
走向世界，二十四节气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思想理念
具有普世价值，能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智慧。

孔祥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
史文化演化的标志性成果。中国是世界三大农业起
源中心之一，气候、物种、环境、起源地点、演化路径
等偶然性、必然性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农
耕文化演进规律。二十四节气就是反映了中国农耕
文化特点的核心成就，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农耕文明
的独创性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中国的二十四
节气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既表现
了对中华传统农耕文化的认可，又丰富了人类农耕
文明宝库，对于二十四节气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传
承和保护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十四节气包含的许多农业气候变
化规律和农业生产知识仍然为现代农业
所遵循和应用

主持人：作为传统农耕文化的精髓，二十四节气
在现代社会还有哪些重要功能和意义，对推动乡村
振兴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唐志强：在千百年来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实践
中，全国各地积淀下来大量与节气相关的生产、生活、
民俗、道德规范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仍然在乡村
被人们广泛实践和活态传承。尽管全国各地正在稳
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但气候等自然条件是农业生产无
法回避的关键因素，二十四节气包含的许多农业气候
变化规律和农业生产知识仍然为现代农业所遵循和
应用。农业生态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都要以农作物
的物候节律为基本生产原理。在现代农业生产中构
建生态农业技术体系，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时宜”，只有
顺应天时、因时制宜，才能够达到事半功倍。二十四
节气还蕴含天人合一、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循环发展
的哲学思想与科学理念，这对于现代农业的绿色发展
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深远的传承意义。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二十四节气的作
用更为独特而多元化。2018年，经党中央批准、国务
院批复，决定将每年的秋分日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
节”，这成为亿万农民庆祝丰收、享受丰收的盛大节
日。各地立足时代背景，合理利用节气遗产，以二十
四节气为主题，展示了现代农业科技成果，传播遵农
时科学生产、循农时智慧经营的实践理念，开展了丰
富多彩的文化和旅游活动。例如，浙江省开展的“跟
着二十四节气游乡村”等。二十四节气这一非物质
文化遗产十分丰富，大部分分布在乡村，是乡村振兴
的重要文化资源。

孔祥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
化，绝对不是把过去的东西全部推倒重来，要充分挖
掘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从节气文化角度看，
首先，对于目前尚且保留下来的节气物质文化遗产，
如古建筑等，要花大力气保护起来，并且修旧如旧，
有的甚至成为地方文化的标志物，保护好传统文化
遗存也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次，对于非
物质文化遗产，要努力使其传承下去，依靠新型传播
手段，让更多的人了解、喜爱。必要时，引导农民专
业合作社等经济组织介入，采取经济手段促进其传
承。例如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九华乡梧桐祖殿，每
年立春日，都要举行隆重古老的“立春祭”仪式，称为

“九华立春祭”。九华乡位置偏僻，每年坚持在立春
日举办较大型春祭活动，吸引了国内外许多专家和
游客参加，大大提高了知名度，农产品销售渠道畅通
了，民宿也随之发展了起来，农民收入大为提高。这
是利用二十四节气推进乡村振兴的范例。

萧放：二十四节气对当今社会的人来说，很重要
的就是它具有增进文化认同的功能价值。传统时间
制度与观念，代表一种文化归属。在每个节气点，通
过共同的心情，参加共同的仪式活动，共享时令节物，
经受共同的物质与精神体验，从而凝聚大家的文化认
同感。例如马来西亚华人的“二十四节令鼓”的发明，
就是他们意识到二十四节气作为华人族群文化标志
的意义，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认同的精神价值。

乡村振兴是国家重大战略，二十四节气作为优
秀传统文化是农业文明的花朵，在当代乡村振兴中
同样艳丽灿烂。我们可围绕节令食品、节令生活仪
式、节令游艺活动，开展乡村四季美食节，春夏秋冬

以节气饮食为主题，以生态、健康、安全的美食，吸引
人们来到乡村享受美好生活，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同
时也使乡村与城市有更密切的经济与文化融汇，让
乡村在季节生活中再次充满活力。

二十四节气的节令生活，还是中国生态文明理
念的重要呈现。我们以此向世界传递我们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生态智慧，这也是当代讲好中国故事的有
效方式。

传承保护二十四节气，需要持续开
展传统活动，让与节气相关的文化成为
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

主持人：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二十四节
气等农耕文化传承任重道远。今后如何做好二十四
节气的保护传承工作？

孔祥智：的确，快速城镇化，大批劳动力向城市
转移，一些能工巧匠甚至在城市定居，会造成一些非
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传承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一些
传统技艺逐渐失去市场，从业人员越来越少，相当多
的传统技艺存在着后继无人的危险。因此，要保护
传承二十四节气等珍贵的农耕文化，地方政府要针
对本地文化遗存特点制定一个合理的保护规划，有
针对性、分阶段合理的进行保护。

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已
经深入到中国人的生活之中，成为无法割舍的一部
分。这次冬奥会开幕式的成功，说明一个民族能够
感动其他民族并且感动自己的，依然是传统文化中
最深刻的部分。工业化、城市化程度越高，就越需要
有“根”、有“魂”，这就是包括二十四节气在内的传统
文化。二十四节气文化的传承和保护，需要持续开
展一些传统活动，如立春节气的“千人饺子宴”“九华
立春祭”等，并且把每年一度的丰收节办到实处，更
需要的是运用市场化的方法把二十四节气文化元素
融入到产品中，如服装、食品、家具、艺术品等，确保
这个文化永葆青春，经久不衰。

唐志强：二十四节气的保护传承需要进一步构
建保护体系、传承体系、传播体系、应用体系和研究
体系，整合资源力量，加强合作交流，促进二十四节
气的传播和弘扬。不仅要对二十四节气的历史积淀
和文化传承进行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与价值挖掘，
以史料收集整理、实地调查记录等为基础，全面深入
挖掘二十四节气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更重要的
是推动对青少年的代际传承，让历史文脉绵延。我
认为，促进二十四节气的代际传承要从娃娃抓起，并
以中小学生为重点，为他们提供其喜闻乐见的节气
文化产品和营造各节气的文化氛围，并配合课本内
容、课堂教学、劳动教育和生活体验。传播节气文化
要利用网络、多媒体、人工智能、移动终端，开发适合
远程传播的节气文化内容。更要立足时代背景，结
合传统经验，文旅结合，促进文化传承。

萧放：全社会需要进行二十四节气知识的普及
与价值功能认识的再动员，实现其在社区、家庭、学
校的落地生根。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节气文化，开展
多种形式的活动，让人们直接感知与节气相关的知
识与文化，从而把节气作为生活的一部分。通过大
家的共同参与，让与节气相关的文化成为一种生活
仪式甚至特定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二十四节气才
不会仅仅是过去留下来的传统遗产，而是成为一种
不断再生产的文化资产，成为我们生活中天道与人
道互相感应的周而复始、循环不绝、永葆生机的物质
资源与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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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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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是传统遗产更是文化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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