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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气已过立夏，天

地始交，万物并秀。
今天我们说起二

十四节气，或是季节
流转在忙碌生活中刻
下的诗意节点，或是
恰逢立春的冬奥盛会
上那惊艳世界的倒计
时。而对于千年前的
古代中国人来说，能
够创造出这套用于指
导生产生活的时间知
识体系，是一种向生
态环境“取经”的大
智慧。

天 不 言 而 四 时
行 ， 地 不 语 而 百 物
生。二十四节气蕴含
的生态智慧，始于对
自然“何以如此”的
好奇心。

雨落、虫鸣、风
动、花开、雷响、雁
来……观察并记录一
时一动的物候，是总
结形成二十四节气的
基础。作为农耕文明
古国，中国人在拥有
成 熟 的 成 文 历 法 之
前，就懂得“望杏敦
耕，瞻蒲劝穑”，从植
物的生长状态中判断
农耕的时机。这说明
我们的祖先从一开始
就 认 识 到 顺 天 应 时 、
因 势 利 导 的 重 要 价
值，形成了“天人合
一”这种朴素的生态
观念。

因此，二十四节
气 生 态 智 慧 的 核 心 ，
就是顺应自然，追求
人 与 自 然 的 和 谐 共
生 。 这 种 生 态 智 慧 ，
让二十四节气的内涵
不断与时俱进，历久
弥新，成为全人类所
共 享 的 非 物 质 文 化
遗产。

二十四节气是中
华 文 化 的 鲜 明 标 识 ，

用好中华文化的生态智慧，要以自然条件为发展基础，
合理利用资源禀赋。无论是“雨生百谷”的谷雨，还是

“可种有芒之谷”的芒种，都提示着降水、光热等气候条
件对于农业生产的基础性作用。对于现代农业来说，遵
农时科学生产、循地利智慧经营依然适用。推而广之，
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要因地制宜，在守住环境质量底线的
前提下，充分发挥资源优势，让良好生态成为滋养生产
力的肥沃土壤。

用好中华文化的生态智慧，要形成符合节律、亲近
自然的生活方式。如果说工作日、上下班时间已成为支
配现代人生活节奏的计时器，那么与自然物候紧密相连
的二十四节气则是内置于中国人文化基因中的“生物
钟”。惊蛰看“微雨众卉新”，夏至闻“圆荷始散芳”，白
露见“露从今夜白”，大雪望“积雪浮云端”，节气引导
人们到自然中拥抱美景，更好感知自然气息。如今，我
们更加珍惜二十四节气生态文化的传承，许多人通过制
作应季美食等方式，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代代
相传。

用好中华文化的生态智慧，要延续并发展“天、
地、人、物”相合相融的整体自然观。二十四节气脱胎
于中国以农为本、靠天吃饭的特定历史背景，强调对土
地的依赖和对自然的尊重。在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全
球生态问题日益凸显的当下，这种“人与自然本是一
体”的生态主张更显珍贵，在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生
态文明实践中发扬光大。

应天地之韵，顺四时之气，是二十四节气穿越千年
向现代生活投射的一束智慧之光。让我们不断从中华文
化中汲取营养，与世间万物共享每一季的律动，共度每
一岁的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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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通
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认知
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
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
体系和社会实践，是中国先
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根
据天地运行以及气候变化规
律创造的时间制度。它不仅
是中国人“天人合一”生态
思想的体现，也浓缩着因时
制宜、因地制宜、循环发展
的生态智慧。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先民
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人
生的基本遵循，彰显了中国
人认知宇宙和自然的独特
性，对于当今推进绿色发
展、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 责编：刘发为 邮箱：rmrbmlzg@163.com

2022年5月10日 星期二

二十四节气天地人和
唐志强

①为人们提供认识自然、顺应
自然的重要参照

千百年来，在中国这块特定的地理和文
化“土壤”里，二十四节气指导人们春耕夏
耘、秋收冬藏，不仅养育了中华儿女，而且
创造了辉煌的农耕文明。

二十四节气是人们认识自然、顺应自然
的重要参照。24个节气名称中，有表征季节
变化的“四立”，表明太阳运行极点和中点的

“二至二分”，表现温度变化曲线的“三暑、
二寒”，表示自然物候现象和作物成熟程度的

“蛰、清、满、芒”，表达降雨、降雪时间、
强度的“二雨、二雪”和表现水汽凝结、凝
华现象“二露、一霜”。此外，还进一步细分
出七十二候，包括40个反映动物迁徙、鸣叫
等的候应，13个反映植物生发、开花等的候

应，6个反映水、冰、雨、露、泉的候应，13
个反映天、地、气、风、雷、电、虹的候
应。这些从对大自然的观察中找到的变化规
律，是中国先民认识自然的基本依据，也是
人们顺应自然的重要指针。

战国《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
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农业是利
用生物的生命活动进行生产的社会产业，其
基本逻辑是生命逻辑，也是生态逻辑。由于
农作物的生长发育与光、温、气、热、水等
因素密不可分，农业生产活动必须符合农作
物生长环境的时令、气候特点，这就要求人
们准确观察天时，把握农时。谚语云：“种田
无定例，全靠看节气。”24 个节气名称表征
了各个时段时令、气候、物候的显著特征，
通过二十四节气这一时间框架，中国先民十
分便捷地把握农时，使得农作物“得时之
和，适地之宜”，因地制宜生产出符合本地特

点、具有地域特色、发挥本土优势的产品，
获得良好收成。

中国先民将天象、物候、人事统一组织
到一个井然严密的时间秩序之中，根据节气
的特性安排生产劳动、日常生活和节庆活
动，保持着人时与天时的诸多统一，体现出
人时以天时为基、向天时靠拢的特点，反映
了日常生产生活遵循自然规律的特质。这种
把自然时间作为生活时间的基础，蕴含着人
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智慧。

人是自然的产物，是天地万物的一部
分，人类与自然同源同体。这一思想观念被
称为“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
流观念。以“天人合一”为理论渊源和逻辑
起点，“三才论”等农业生态思想应运而生，

“三才”是指即天、地、人三要素。二十四节
气是人们生产生活的时间指南，指引着人们
遵循天、地、人、物和谐共生之道。

②艺术创意和国际化表达的成果愈加
丰硕

二十四节气的成功申遗，唤醒了中华民族深处的文
化记忆，激发了节气文化传承传播和创造转化的活力，
艺术创意和国际化表达的成果愈发丰硕。二十四节气已
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文化焦点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
国际的典型代表。

天行有常，四时佳兴。每一个季节都会如约而至，
每一个节气也会按时到来，依然会让人们满怀期待。节
气的轮替不仅会带来明显的气候变化、大地景物的变迁
和天空星斗的转动，而且每一节气都有其风俗习惯、节
令美食和养生之道。二十四节气民俗文化，内容非常丰
富，参与群体广泛。丰富多彩的节气民俗文化活动，传
递着乡土文化的深厚底蕴，满足人民群众对身心健康和
生活品质的需求，引领民众对二十四节气文化价值的认
识升华，激活人们对本土生活的创造力，增强社区民众
之间的情感纽带。

近年来，以二十四节气为主题的文化艺术创意十分
活跃，从一年一度的二十四节气文化产品设计大赛参与
情况看，2020年举办的首届大赛共有4363件 （套） 作品
参赛，第二届大赛的参赛作品翻番，达到近 9000 件
（套），内容涵盖视觉传达、创意影像、文创实物、数字
技术四大类别。

不仅如此，节气文化影视文化作品也如雨后春笋，
层出不穷。这些影视作品以雅俗共赏的形式深挖节气文
化内涵，为观众奉上了一道又一道喜闻乐见、趣味横生
的文化大餐，让现代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古老的节气文化
之美。

最震撼心灵、感动国人的是，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
别出心裁地采用二十四节气进行倒计时，这一视频短片
从每个节气遴选一种代表性意象，在故宫、长城、天
坛、中国壮美山水和人文景观映衬下，配以或唯美、或
动感的冬奥和冰雪画面，按节气顺序依次亮相，引用一
句脍炙人口的古诗词释意，将中国传统和现代美学完美
结合，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③源于中国、走向世界的文化财富

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二十四节气流布全国。秦汉时期，在旱地精
耕细作形成之时，中国先民根据黄河流域的气候、物候创立了二十
四节气，并于公元前104年纳入太初历，在全国颁行，因为疏密得
当，符合大自然变化的节律，成为古代中国用来指导生产与生活的
普遍历法，并不断地深入到中华民族生产与生活的各个方面。各地
又根据本土具体的气象、气候等特点创作数不胜数的节气谚语，用
于指导生产生活，使其在当地“落地生根”。

中国的二十四节气不仅在中华大地上传承久远、播布广泛，还
影响到日本、朝鲜、韩国、越南、马来西亚等许多国家，在东亚、
东南亚民众的生产和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节气文化印记。早在公元
552年，二十四节气就随中国历法传入日本；而朝鲜三国时代，百
济国已使用包含二十四节气的中国《元嘉历》；越南则于1324年引
进中国的《授时历》。这些国家在中国历法的基础上保留了大部分节
气，并调整部分节气的时间或名称，创立了适合本土特点的历法，
有的还增设了具有本国特色的节令习俗，比如日本的杂节。经过本
土化的二十四节气体系，以丰富多元的形式影响着东亚、东南亚国
家的农业、历法、节庆、社交、语言、文艺以及衣食住行等各个方
面，在今天依然焕发着生机。

二十四节气是具有科学品质的文化智慧，所表征光照、气温、
物候等变化的时序规律，对黄河、长江流域乃至北半球都普遍适
用，甚至南半球也可以借鉴其定义和内涵，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全
人类都通过观察太阳运行、月亮的阴晴圆缺、星体运动轨迹，创立
自己的时间制度。“二至二分”是各国四季划分的依据，欧亚许多民
族也存在着“二至”“二分”的节气文化传统。尽管许多民族都通过
观察太阳的周年运动轨迹确定时节，但是只有中国先民创立的这套
时间知识体系不仅历史久远、绵延不绝，结构完整、内涵深厚，而
且史料丰富、影响广泛，对世界各民族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纵观人类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命题。
二十四节气指示着人类应与自然、天道相合的道理，体现出的尊重
自然、顺应规律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揭示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密码，能够为推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提供遵循，是人类共享的文
化财富。

（作者为中国农业博物馆二十四节气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
馆员）

2021年11月22日是二十四节气小雪，安徽省黄山风景区迎来入冬
首场降雪，满山银装素裹，在冬日暖阳照耀下，晶莹剔透，宛如琉璃
仙境。 施亚磊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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