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四节气”的时间规律

“二分二至”形成

这篇名叫“四方风”的甲骨文约
出自公元前1200年的殷朝时期。
四个方向的风反映了春分与秋分、
夏至与冬至，以及四季的变化。这
表示，在该时期，“二分二至”的节气
体系已经形成。

约公元前1200年

“二分二至”+“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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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八个节气名
称。这八个节气，是二十四个节气中最重要的
节气。标示出季节的转换，清楚地划分出一年
的四季。

战国后期

“二十四节气”出现

“二十四节气”的完整提出，出自《淮南子·天
文训》卷三《天文》。《淮南子》以天体运行规律作为
依据，第一次完整地记载了“二十四节气”的名称
并说明了确定方法。

西汉时期

定气法计算“二十四节气”

自1645年清朝《时宪历》开始，
“二十四节气”采用定气法计算。定
气法按太阳运行的位置为准，“二十
四节气”分别相应于太阳在黄道上
每运动 15 所到达的位置。现代
“二十四节气”沿用定气法，具体节
气时间由专家测算。以紫金山天文
台颁发的《天文年历》为准。

1645年至今

“二十四节气”历史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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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历经多次不同文明的碰撞与融合。因此，与世
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拥有名目繁多的文化遗
产，优先选择哪些推向世界来申遗? 既要考虑
其迫切性，又要兼顾多样性与世界影响力。

“二十四节气”指导着传统农业生产和日
常生活，是中国传统历法体系及其相关实践活
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气象界，这一时间
认知体系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历法的国家之一，
“二十四节气”就是我国古代人民概括总结出
的一套天文气象历法。它以地球围绕太阳公
转的一个周期作为一个轮回，基本概括了一

年中不同时节太阳在黄道上位置的不同、寒
来暑往的准确时间、降雨降雪等自然现象发
生的规律，以及记载了大自然中一些物候现
象的时刻。因此“二十四节气”是一部反映
太阳对地球产生影响的太阳历。它被列入
农历中，成为农历这一古老的阴阳合历的一
个重要部分。

“二十四节气”将天文、物候、农事、民俗完
美结合，千百年来一直被我国人民所沿用，尤
其在追求“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赢、力求建
设美丽中国的今天，“二十四节气”所蕴含的古
老智慧同样非常有价值。因此。不论是过去
还是今天，“二十四节气”的影响都非常深远。

它被外国人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不论是过去还是今天都影响深远

厉害了！中国“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一届常会于2016年11

月28日至12月2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会议中心
召开。11月30日下午委员会经过评审，正式通过决议，将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
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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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古人将太阳周年运动轨迹划分为24等份，每一
等份为一个“节气”。

统称“二十四节气”，具体包括立春、雨
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
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
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
寒、大寒。

“二十四节气”是我们东方人智慧的结晶，
也代表了我们独有的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方式。

2006年，“二十四节气”被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1年，九
华立春祭、班春劝农、石阡说春被列入该遗产
项目的扩展名录;2014年，三门祭冬、壮族霜降
节、苗族赶秋、安仁赶分社被列入该遗产项目
的扩展名录。

“二十四节气”形成于中国黄河流域，以观
察该区域的天象、气温、降水和物候的时序变
化为基准，作为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的时间指
南逐步为全国各地所采用，并为多民族所共
享。作为中国人特有的时间知识体系，该遗产
项目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
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和现代化农业
技术的发展，“二十四节气”对于农事的指导功
能逐渐减弱，但在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依
然具有多方面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鲜明地
体现了中国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和适应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彰显出中国人对宇宙和自

然界认知的独特性及其实践活动的丰富性，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和创造力，也是人类文化
多样性的生动见证。

出席本届常会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表示，此
次“二十四节气”成功入选代表作名录，既是教
科文组织对该遗产项目有助于在整体上提高
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重要性认知的一
致认可，也体现出国际社会对保护传统知识
与实践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将文化融入社
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视。然
而，“二十四节气”的传承和保护依然任重道
远。我们国家将以此为一个新的起点，根据
业已制定的保护计划，与相关社区、群体和
个人一道积极实施系列保护措施，认真履行
各项义务和责任，让更多的国家、社区、群体
和个人认识、了解“二十四节气”这一知识体
系及其实践活动，并创造条件确保相关社区
和群体在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吸引更
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传承与保护的行列中来，
激发其积极性和自觉性，使“二十四节气”这
一重要的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焕
发出新的活力。

“二十四节气”，你了解多少？
中国古人将太阳周年运动轨迹划分为24等份

千百年来一直被我国人民所沿用
“二十四节气”将天文、物候、农事、民俗完美结合

东方人智慧的结晶
在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依然有多方面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

为确保“二十四节气”的存续力和代际传
承，在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的直接领导
下，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作为协调
单位，中国农业博物馆作为牵头单位，协同相
关社区、群体于2014年5月成立“二十四节气”
保护工作组，联合制定了《二十四节气五年保
护计划(2017~2021)》，并共同约定了彼此的责
任和义务。

河南省登封市文化馆、内乡县衙博物馆，
湖南省安仁县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花垣县
非遗保护中心，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非遗保护
中心、衢州市柯城区九华乡妙源村村民委员

会、遂昌县非遗保护中心、三门县亭旁镇杨家
村村民委员会，贵州省石阡县文化馆，广西壮
族自治区天等县文化馆等相关社区，将建立并
依托“二十四节气”传习基地，结合富有地域特
色的仪式实践和民俗生活，开展相关调查、传
承和宣传活动，使这一传统知识体系得以存
续。以中国农业博物馆和中国民俗学会为代
表的社团群体长期从事“二十四节气”的相关文
献、传统知识及民俗实践的保存和研究工作，将
为该遗产项目的保护提供智力支持，分别负责
征集、收藏、展示和研究、宣传、弘扬等工作，承
担起专业机构和专业学会的责任。宗合

■申遗背后

河南参与其中开展相关调查
登封市文化馆等将建立“二十四节气”传习基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