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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物候》

内容概要

《图说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物候》内容简介：在漫长的宇宙演进过程中，在千变万化的自然界中，古
人不断对天地间的变化进行观察、总结。在世界文明史上，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总结使用至今的二十四
节气和七十二物候就是极其光辉的一页。
二十四节气是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变化和地面气候演变次序而总结出来的，用以表示一年四季天
气变化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早在二千七百多年前，古人就用一根固定长度直立的杆子观测太阳照
射下投在地上的杆影长度来测量太阳光照的变化。
古人白天用圭表测日影，夜晚通过观测星相变化，以北斗星斗柄所指方向定节气，并将一年杆影最长
的一天叫日短至，又叫冬至，杆影最短的一天叫日长至，又叫夏至。到了两千四百多年前的春秋战国
时代已有了春分、秋分、冬至、夏至，还确定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时间。《吕氏春秋》中出
现了“始雨水”、“桃始华”和有关冷暖降水的一些自然物候现象的记录，后来演化成了二十四节气
的名称。
随着劳动生产的需要，观察范围不断扩大，观察时间不断增加，到了秦汉时代，二十四节气已基本完
善。公元前132年《淮南子》一书中就记载了二十四节气的名称，这是目前见到的最早、最完整的记载
。书中指出日行一度，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之变，这和现代天文学的计算方法完全一致。
二十四节气是以太阳回归年计算的，是以阳历（公历）为标准的。由于农历是以月亮的圆缺为一个朔
望月，并有闰月年的情况发生，不能准确反映节令。所以，人们以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规律，以太阳在
黄道上所处的位置为准，每月两节气中前边的叫做节气，后边的叫做中气。后人把节气和中气统称为
节气。
二十四节气的每一个名称，包含了丰富的内涵，点出了这段时间的气象条件和变化，以及它与农业生
产的密切关系。尤其是物候现象很有规律，所以能够准确地确定农时，因而总结出了生动而具体的候
应，并把每天的物候变化情况编成了物候历。
古代人以五日为候，三候为气，六气为时，四时为岁，每岁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应，气候一词即出
于此。这成为农业气象学及物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还总结了有规律的冷热干湿等现象，如三伏
、九九、梅雨等杂节气，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节气的不足。
二十四节气所反映的是黄河中下游自然季节物候的特征。我国幅员广大，在同一节气中各地都有自己
的特点，因此，各地也有了与其相对应的农谚，供农业生产参考。
两千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二十四节气是科学的，在中华民族的农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
作用。直到今天，它仍在指导着我国的农业生产及气象研究。
我们有责任，将这宝贵的遗产继承、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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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物候》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屈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战国时期的楚国人。他二十二岁时就担任了左徒、
三间大夫，辅佐楚怀王。他主张东联各国，西抗秦国，但遭到了奸臣的反对。楚怀王听信谗言，将屈
原放逐江南。当屈原听说楚国都城被秦国攻破，痛不欲生，于公元前278年农历的五月初五，怀着一片
爱国之心，抱石投入汨罗江自尽。屈原曾写过《离骚》、《九歌》、《九章》等千古文章，他的爱国
热情及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赢得了人民的尊敬。人们听说屈原投江的消息后，从四面八方赶来打捞屈
原的尸体，但遍寻不见。当地人为了不让江中的鱼虾伤害屈原，就用芦苇叶和竹叶包上糯米投入江中
，这种包粽子的方法世代承袭，演变成了端午吃粽子的风俗。在汨罗江畔，每年端午都要举行隆重的
龙舟竞渡。人们穿着节日盛装，扶老携幼，先到屈子庙朝拜，再抬上龙头祭庙，之后挂灯下水，开始
比赛。这种龙舟竞渡在全国盛行，后来又传到海外，在许多地区还发展成为一种体育比赛形式。我国
民间在端午这天还有许多其他活动，如早上人们到野外采集艾蒿，用来擦抹家人尤其是小孩的“七窍
”以防生病：之后将艾蒿捆成小捆，挂于门头及把手上，用来辟邪除瘟。《荆楚岁时记》载：“五月
五，采艾以为人，悬门上以禳毒气。”也有人将艾蒿制成艾虎、艾糕或艾酒食用，还有的人将莒蒲放
于衣袋中用来除毒。端午节不仅是汉族人民的节日，许多少数民族也过端午节。蒙古族在端午时打大
围（打猎围场），称端午为“猎日”。拉祜族端午节种树载竹，相传这天是撒在地里的苞谷种子脱离
谷壳的日子。布依族将艾蒿、莒蒲悬于大门两侧，有的地区还举行爬山、赛马等民间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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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图说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物候》是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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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物候》

精彩短评

1、还行，要送儿子，不过自己先学习哈
2、太好了！小时候一些谚语，在这里找到了答案。现在对二十四节气有了深深的了解。从本书又知
道了七十二物候。又引用了古时的众多关于气候的知识，如怎么来的，怎么形成的...等等。非常好，
太值得购买了。像这样的日常知识，都应该学习。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
3、书的内容一般啊，简单读读还行，别抱太大希望。
4、内容与书的标题相差悬殊。一个节气几张图，文字很少，大多是讲动物的，很简略。也没多少养
生的内容。
5、讲了节气和物候的知识
但是不算太详细
6、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
7、只是对节气和物候的简单介绍。网上也有啊。
8、好书，是一本值得收藏的书
9、物流给力，老爸很喜欢哟
10、我一直想学习物候与天象的知识，看到就买了，不过内容太少太简单有点失望
11、送书很准时。。。。。
12、内容不错，这正是我要找的。
13、值得一读。不过觉得是不是可以把书编得更生动，更有趣味，而且能有更多的角度来介绍中国的
这些传统文化。
14、这也能够称为“图”？
15、一页基本上三分之二都是画，不过字很简练说道重点了，但是知识也很浅显，书的做工还是很精
致的
16、2015-3-3读毕。
17、这本书还可以吧，一般推荐。
18、很不错的一本书，感兴趣可以看看，对了质量很好
19、二十四节气农谚科普，古老的耕作文明中总结出来的农业气象。
20、多看买的电子版木有图啊！！
21、要是小时候记物候笔记时，有这本书就好了
22、里边的插图没想象中的好
23、此书的内容其实很简单，感觉像是把百度搜索上的二十四节气内容给复制过来的，而且每页上的
字数连版面的四分之一都不到，所有的字加起来20页就完事了，愣是用画图充页数来赚钱，作者很不
厚道。
24、这是一本写24节气和72物侯的好书！图文并茂是他的特点，值得一读！
25、很不错很好的一哦本物候书。
26、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的智慧啊！但有些图不易懂。
27、总得说是不错，只是不是我要找的内容。。
28、没看完，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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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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