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学窗：东方智慧——指导农事的二十四节气

几千年前，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先民，以农耕为基础，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黄河流

域四季分明，在知识相对贫乏和技术水平低下的时代，人们如何确定何时播种不同种

类农作物呢？

人们通过观察星空，发现太阳在星空背景中的位置有规律地变化，季节的变化与太阳

在星空背景中的位置密切相关。经过长久的观察和实践，人们将农事活动与太阳在星

空背景中的位置相联系。为了便于流传和使用，人们将太阳在星空背景中的一定的位

置，定为一个节气，用以指导农事活动。早在商朝，就确定了具有特殊意义的四个节

气：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在战国以前又增加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 个节

气，至汉代就形成了完整的二十四节气制度。

我们知道，四季更替是由地球公转运动造成的。地球的公转轨道称为黄道，地球环绕

太阳公转一周，在地球上看来，就是太阳在星空背景中通过黄道一周，季节的变化与

地球在黄道的不同位置密切相关。黄道的一周是 360°，把春分点定为 0°，按地球公

转的方向，每隔 15°定为一个节气，共有 24 个节气（图 1.19）。二十四节气所确定的

一年，与回归年的长短基本一致；每个节气在后来公历中的日期基本固定。因而，二

十四节气可以作为农事安排的科学依据。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形成的如此科学的二十四

节气制度，在人类文明史中闪耀着东方智慧。不仅黄河流域，我国各地的农事活动多

依据二十四节气，直至今天。这种节气制度还推广到朝鲜、韩国、日本、越南 等国。

鉴于对科学、历法、农事指导乃至中华文明的重大意义，2016 年，二十四节气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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