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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 艳

2016年11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经过评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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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每月两节不变更，最多相差一两天。
上半年来六廿一，下半年是八廿三。
这便是老百姓口中常常叨念的二十四节气

歌。节气表示一年四季气候的变化，从遥远的
天体运行到近身的生活劳动，二十四节气犹如
一幅日常生活的卷轴。

简单地说，节气就是气候变化的时间点。
二十四节气便是按照气候的变化，把一年的时
间平均分成二十四个节次，所以称为二十四节
气。二十四节气是我国传统的天文与人文合一
的历法现象，有着数千年的历史。

从黄道说起
要想知道节气的由来，还要从一个人们常

常叨念的词儿——— 黄道说起。黄道是一年中太
阳运行的轨迹。地球公转时环绕太阳的轨道成
一个平面，这个平面叫做黄道平面，它与天空
相切的线便是黄道。

除了公转，地球还要由西向东围绕地轴进
行自转。当然，这个地轴是地球自转的假想
轴，它通过地心连接南北极。地球始终不停地
绕着这个假想的轴运转。如果地轴和黄道平面
正好垂直的话，那么世界上各地昼夜的长短会
固定，也就不会有四季的变化了。但是，地轴

与黄道平面的夹角恰好有一个约66 . 5°的倾
斜，于是世界各地就有四季和昼夜长短的变化
了。

由于我们住在地球上，感觉不到地球的转
动，只感觉是太阳在朝升暮落，所以便认为黄
道是太阳在天空的运动轨迹了。

黄道之外，我们还要了解一个不太熟悉的
词儿——— 天赤道。天赤道也是假想的，是垂直
于地球地轴把天球平分成南北两半的大圆，理
论上有无限长的半径。相对于黄道面，天赤道
有一个约23 . 5°的倾斜，这是地轴倾斜的结
果。

黄道一年中会穿越天赤道两次，一次是在
春分，另一次是在秋分。由于在黄道上没有明
显可以作为黄道经度0度的点，因此春分点被任
意地指定为黄经0度的位置。春分这天，全球各
地的昼夜都是十二个小时，“分”指的便是平
分的意思。从这里出发，每前进15度就为一个
节气，从春分往下依次顺延，清明、谷雨、立
夏等等。待运行一周后就又回到春分点，此为
一回归年，合360度，因此分为24个节气。

阴历还是阳历
节气与历法相关，但是我国自古以来流行

的历法不止一种，所以人们也常常混淆节气与
历法的关系。那么，先简单介绍几个常用的历
法名词：

阴历。阴历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历
法，符合月相的变化。阴历的最大缺点是与四
季寒暑无关，因而这种历法对生活和生产极不
方便。现在世界上除了有的国家由于宗教关系
仍在使用阴历外，其他国家已不再使用阴历。

阳历。阳历以地球绕太阳运动的周期为基
础，以一个回归年长度为依据。它的月数和月

所包含的日数都是人为规定的，没有任何天象
依据。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通用的公历就属
于阳历，我国于1912年开始采用公历。

阴阳历。阴阳历同时考虑太阳和月亮的运
动，把回归年和朔望月并列为基本周期。它以
朔望月为基础，年的平均长度又像阳历一样以
回归年为标准，完全符合四季的交替，并且通
过加入闰月的方式平衡时间。我国传统历法农
历（又称夏历）就是一种阴阳历，并不是简单
意义上说的“农历即阴历”。

二十四节气是依照太阳的运动轨迹确定
的，所以在阳历（即现行的公历）中日期基本
固定，反而在传统的农历中日期的变化比较
大。只不过，在很多报纸和日历中，通常在农
历后附印节气，很容易让人们觉得节气是跟着
农历来的，加之“农历”与“阴历”的混淆，
更使得人们忽视了二十四节气与阳历的密切关
系。

二十四节气与七十二物候
我国二十四节气的产生有着悠久的历史。

《尚书·尧典》中记有：“期三百有六旬有六
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说明很早的时候
人们便开始采用加闰月的办法确定春夏秋冬四
季。

古代使用土圭（玉器）测日晷（即在平面
上竖一根杆子来测量正午太阳影子的长短），
以确定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四个节气。古
代确定一年四季的方法，每季三个月，以
“孟”“仲”“季”来区分。冬至、夏至、春
分、秋分都在每季之中。

有了二至、二分，再加上气候的变化以及
农事的需要，其余的节气也跟着发展起来。到
了大约秦汉时期，可以表示气候变化和提供农

耕日程的二十四节气便全部完备。
《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每纪一月，已

有立春、雨水、立夏、小暑、立秋、白露、霜
降、立冬等节气名称，只有二至称为“日长
至”“日短至”，二分并称“日夜分”。二十
四节气名称首见于西汉刘安的《淮南子·天文
训》，《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论六家要旨”
中也有提到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
四节气等概念。

二十四节气充实为七十二物候，每候有一
定的“候应”（气候、动植物的变化），是古
代历法更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知道每个节气是
十五天左右，又可以分为三候，即每五天是一
候。物候最早起于秦朝，但当时节气还在发展
中，候应更多的是与“孟”“仲”“季”相
应。大约到了南北朝时，历书里开始载入候
应，自此经过数代都沿袭下来。

立春：初候，东风解冻；阳和至而坚凝散
也。二候，蛰虫始振；振，动也。三侯，鱼陟
负冰。陟，言积，升也，高也。阳气已动，鱼
渐上游而近于冰也。

雨水：初候，獭祭鱼；二候，候雁北；三
候，草木萌动。

惊蛰：初候，桃始华；二候，仓庚鸣；三
候，鹰化为鸠。

春分：初候，玄鸟至；二候，雷乃发声；
三候，始电。

清明：初候，桐始华；二候，田鼠化为
鴽，牡丹华；三候，虹始见。

谷雨：初候，萍始生；二候，鸣鸠拂其
羽；三候,戴胜降于桑。

立夏：初候，蝼蝈鸣；二候，蚯蚓出；三
候，王瓜生。

小满：初候，苦菜秀；二候，靡草死；三
候，麦秋至。

芒种：初候，螳螂生；二候，鹃始鸣；三
候，反舌无声。

夏至：初候，鹿角解；二候，蜩始鸣；三
候，半夏生。

小暑：初候，温风至；二候，蟋蜂居壁；
三候，鹰始挚。

大暑：初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溽
暑；三候，大雨行时。

立秋：初候，凉风至；二候，白露降；三
候，寒蝉鸣。

处暑：初候，鹰乃祭鸟；二候，天地始
肃；三候，禾乃登。

白露：初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
候，群鸟养羞。

秋分：初候，雷始收声；二候，蛰虫坯
户；三候，水始涸。

寒露：初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
蛤；三候，菊有黄花。

霜降：初候，豺乃祭兽；二候，草木黄
落；三候，蛰虫咸俯。

立冬：初候，水始冻；二候，地始冻；三
候，雉入大水为蜃。

小雪：初候，虹藏不见；二候，天气上
升，地气下将；三候，闭塞而成冬。

大雪：初候，鹖鴠不鸣；二候，虎始交；
三候，荔挺出。

冬至：初候，蚯蚓结；二候，麇角解；三
侯，水泉动。

小寒：初候，雁北乡；二候，鹊始巢；三
候，雉雊鸣

大寒：初候，鸡乳；二候，征鸟厉疾；三
候，水泽腹坚。

二十四节气与七十二物候的出现是传统农
耕生活的产物，而它的传承则是历史留给我们
的财富。在西方世界，只有二至和二分四个节
气。我们的祖先精究历象与物候，将气候、温
度、降水量、农事活动等都融入其中，使得二
十四节气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时间刻度。

二十四节气表示一年四季气候的变化，从
遥远的天体运行到近身的生活劳动，二十四节
气犹如一幅日常生活的卷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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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节气都是人们对自然
的感知和对生活的体认，每一个节气也都各自
携带着接下来将要完成的使命。人们如此认真
仔细地过着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 探访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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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四节气：春有百花冬有雪

□ 本报通讯员 王崇印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刘一颖

12月21日冬至日，是亚圣孟子逝世2305周年
纪念日。孟子故里邹城市冬雨绵绵、凄凄飘
零。孟庙内钟磬低鸣、悠远肃穆，佾舞翩翩、
端庄典雅，丙申年冬至祭孟大典冒着冬雨如期
举行。

上午9：30，乐生现场奏宋徽宗钦定的释奠
雅乐《凝安之曲》。“启扉……”孟庙棂星门
缓缓打开，文舞生手执翟、籥，武舞生手持朱
干、玉戚，邹城各界人士及海内外孟氏宗亲肃
立正衣冠，初献官、亚献官、终献官、分献官
身着宋制祭祀礼装，沿着神道肃穆缓步进入亚
圣殿前。

“奎娄之野，邹鲁之邦……道阐尼山，开
来继往。平陆论仁，劝政过梁。周游列国，忧
民忧亡。退而著述，贻矩七章。浩然养正，泰
山气象……”主祭官高声诵读祭文，时光仿若
一下子凝固在了2305年前那个“继往圣、开来
学”的亚圣孟子逝世的日子。

冬至废礼祭孟子
俗语说“冬至大似年”，在古代，冬至节

气非常重要。先秦时，每逢冬至，君主们都不
过问国家大事，而要听五天音乐，百姓们也可
不事生产，而在家尽情玩乐。汉代以后，无论
是官方还是民间，冬至节这一天都很热闹。

然而，在孟子故里邹城市，冬至这天却是
另一番景象。

据《孟氏宗谱》记载，公元前289年孟子寿
终，享年84岁。孟子逝世的这一天正是冬至
日，乡亲们非常悲痛，于是废除庆贺冬至的仪
式，素斋并隆重祭祀孟子。久而久之形成了延
续至今、独具特色的“冬至废礼”习俗。

孟子原本是诸子之一。北宋时期，孟子的
学术思想逐渐得到重视，北宋朝廷认为：孟子

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政德
思想，是维护统治、稳定社会的重要工具。由
此，孟子的思想得到了封建帝王的重视，也普
遍得到士大夫和庶民的认可，孟子的地位逐渐
上升。

《四库全书》记载，第一个关心孟子后裔的
人，是宋仁宗时山东地方官员孔道辅，孔道辅
系孔子四十四代嫡孙。当时的邹县隶属于兖州
府，出于对孟子的敬仰，孔道辅到兖州任知府
后就派人四处察访孟子墓。经多方调查，终于
在至任的第二年，在邹县东北十三公里处，找
到了有一个称为四基山的地方。又在四基山的
阳面，找到了孟子的坟墓。

孔道辅惊喜之余，立即组织能工巧匠，破
土动工，修筑孟子庙。景祐四年（公元1037
年），孟子庙修筑完成。孔道辅请泰山著名学者
孙复，撰写了一篇《新建孟子庙记》的文章，并把
这篇文章记录在石碑上，这块石碑现仍安置在享
殿内。孟子庙落成不久，孔道辅又为寻找孟子的
后裔而忙碌。不久，在邹县西北二十里的凫村，找
到了孟子45代后裔孟宁。孔道辅遂向朝廷推荐。
朝廷立即授予孟宁担任迪功郎，邹县主簿，并让
他专门主管孟子祭祀工作。由此，孟子的后裔得
到了朝廷的认可，孟子祭祀活动也得到朝廷认
可。景祐五年冬至孟子祭日，孟氏后裔奉旨举行
了隆重的祭祀活动。

此后，各朝代不断增修扩建孟庙、孟府、
孟母林。宋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孟子被追封
为邹国公。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朝廷又
赐30万两白银，增修墓庙，购置祭田。孟庙也
由远离邹城三十余里的四基山孟子墓侧迁至邹
城东郭。因地势低洼易遭水患，宣和三年(公元
1121年)又由邑士徐祓等捐资，朝廷动用了大批
财力物力将孟庙迁由县城东郭移至南门外道
左。清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孟庙因地震
而倒塌。现存之大殿系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
年）所重建，是全国乃至世界唯一专门祭祀孟
子的地方。

祭祀礼仪徽宗钦定
到了宋代首次家祭孟子70多年后的宋政和

五年（公元1115年），官方历史上第一次公祭
了孟子。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公祭孟子所用
乐器、乐章、服饰程序均为宋徽宗钦定。随
后，孟子历代宗子便以奉守宗庙为终生事业，
一直严格遵照宋徽宗钦定的祭祀礼制来祭祀孟
子，祭祀孟子活动逐步礼制化与制度化。

据《四库全书》记载，孟庙每年春(仲春二
月上旬逢丁日)、秋(仲秋八月上旬逢丁日)两次
“丁祭”最为隆重，孟子忌辰冬至日更要举行
祭祀活动。祭祀又分孟氏家祭和官方主祭两
种。家祭每次届期凌晨在亚圣殿前举行，由宗
子主祭，族人陪祭。官方丁祭在家祭之后举
行，由地方行政长官即邹县知县承祭，县学教
谕及其他佐贰官等陪祭，偶尔也有更高级别的
官员承祭或不定期的“遣官致祭”。平时农历
每月朔望日(初一和十五日)要简单设祭，由宗子
主持携宗亲行二跪六叩礼。此外，断机堂、孟
子林、孟母林、三迁祠等也都有定期的祭祀活
动，不放，祭祀仪式较孟庙丁祭简单。

邹城市文化学者、邹鲁礼乐团文化顾问董
伟介绍，《宋史乐志》记载着春丁和秋丁祭祀
孟子的程序和乐章。祭祀的仪式也十分烦琐，
整个过程由迎神、初献、亚献、终献、撤馔和
送神共六部分组成。

在孟庙规模最大的春秋丁祭中，参加祭祀
活动的人达三四百人。祭期前一旬，南孟府发
出“信票”，向户人催要祭品，“务要博硕肥
腯”，所要猪、羊，按时送达。发“谕单”通
知礼生提前一日报到演礼，通知乐工届期报到
参加祭祀演奏，祭祀的仪式十分烦琐。

春秋二仲月上丁日的岁祭，由宗子主祭。
如宗子逢父母之丧，三年内由族长代替。期功
之丧(叔伯、堂叔伯父母之丧)，在2l天内也由族

长代替。祭祀前两天斋戒，与祭人沐浴更衣，
外宿、不饮酒、不吃荤。祭祀前一天，承祭者
率所有执事人员在承圣门下演习礼仪和“省
牲”(检查祭品)。

祭礼之日，提前摆设祭品，寅时初刻(即凌
晨二时)点火炬照明，叫“庭燎”。亚圣殿门关
闭，在门外丹墀下偏东处设置拜位，面向北。
平时闭锁的“棂星门”此时开启，承祭官穿博
士服，陪祭官按其功名或官爵穿公服，由承祭
官率领，按爵位和年龄依次进入棂星门，由承
圣门东偏门进入至亚圣殿前。擂鼓三通，启
门，赞礼生喊：“执事者，各执其事……承祭
官就位……陪祭官就位……”有关人员各到其
位，各执其事。

祭祀仪式正式开始后，第一个项目是“瘗
毛血”，由执事礼生把宰杀牺牲的毛血送瘥埋
所掩埋。第二个项目是“迎神”，行二跪六叩
礼。第三个项目是行“初献礼”。行礼前先到
盥洗所盥洗(洗手)，后由司尊者向酒爵内酌酒，
这才到亚圣位前，跪上香、献帛、奠爵、行一
叩礼。后由引礼生引着依次到先贤、先儒位前
进行一遍。复位后进行“读祝”，与祭人员下
跪，由承祭官读祝。

董伟解释，“祝”是祭祀时告受祭之
“神”的一种文体。明清两代孟庙丁祭祝文有
皇帝颁降的固定格式，一般是“维×年×月×
日第×代嫡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某，敢昭告
于先祖邹国亚圣公曰：言必仁义，道维尧舜。
扶植纪纲、行载攸赖。今兹仲春(仲秋)，谨备牲
帛醴齐菜盛庶品，用伸虔祭，谨告。”读毕行
一叩礼复位，初献礼毕。接下来行“再献礼”
和“终献礼”，程序同初献礼，总称“三献
礼”，是祭祀的主要程序。

三献礼后便为承祭人到受胙所行三叩首礼
后下跪“饮福受胙”，与祭者分饮一杯福酒，
分食一点祭肉，象征神赐福给与祭人。然后
“撤馔”“辞神”“焚帛”，礼毕，大殿门重

又关闭。正祭前二刻，与祭者由启圣门入启圣
殿，祭启圣邾国公(孟子父)，仪式均较正祭差
减。先贤乐正子、两庑以祀贤儒、启圣殿位前
祭器及祭品为孟子位前差减。董伟介绍，因孟
子为亚圣，祭孟祀器与祭品比祭孔降一格，祀
孟子父的启圣殿与祀孔子父的崇圣祠配位同。

清乾隆皇帝曾降旨，钦颁亚圣庙祭器为：
亚圣孟子位前，献爵3件，盛酒；簠2件，一盛
黍，一盛稷；簋2件，一盛稻，一盛粱；铏2
件，盛和羹；笾8件，分别盛榛、菱、芡、鹿
脯、形盐、藁鱼、枣、栗；豆8件，分别盛酒
菹、芹菹、醢、兔醢、菁菹、笋菹、鹿醢、鱼
醢；徂2件，一盛羊，一盛豕；香炉l座；烛台2
只；帛篚1个。

孟子封公爵，祭祀时供品用少牢。祭品除
整猪、整羊以外，还有黍、稷、稻、粱等粮
食，榛、菱等果脯，各种菹和醢，以及和羹、
形盐等。董伟介绍，菹是腌菜。醢是鱼、肉
酱。和羹是调和五味制成的浓汁。形盐是按古
制筑成虎形的盐。

遵循古制复原邹礼
冬至祭孟虽由来已久，但自1948年孟子嫡

系后裔孟繁骥离邹迁居台湾，随后便自行终
止。

记者在邹城采访时获知，祭孟活动应该说
从清政府灭亡后就基本消失了，官方也没有再
给孟府任命过主管祭祀的官员。在孟子的祭
日，通常由在孟府居住的孟氏宗长子祭祀，就
是一般的家祭。抑或有地方官员上任，象征性
地官方祭拜性地祭祀孟子。因此，鲜有老人参
与过或者见到过大规模的祭祀孟子活动。

前几年，邹城积极联络文化学者，依据
《四库全书》、古代邹城地方志、《三迁
志》、《重撰三迁志》等史书古籍对古代礼乐
的点滴记载，通过收集、对比礼器、祭器以及
各个朝代的乐舞图文，终于挖掘出宋代祭孟雅
乐及四佾舞图文，从乐谱、服饰、乐器、礼
器、祭器、祭祀程序等方面，还原了宋代《政
和五礼新仪》中记载的古代礼仪以及首次祭祀
孟子的十一篇律吕谱，挖掘出了宋代政和五年
首次祭孟的珍贵历史资料。

2014年冬至，邹城市举行首次民间“宋代
雅乐祭孟”，由孟子第75代嫡次孙孟祥居主祭
并跪念祝文，系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恢复冬至祭
孟大典。此次祭孟大典不同于官方大规模的
“公祭” ,也有别于宗亲“关起门来”的“家
祭”,而是一次民间的“共祭”。祭孟参礼者既
有孟氏宗亲,也有孟子学生徐辟的后裔；既有当
地文化学者和传统礼乐爱好者,也有为邹县古城
开展历史记忆研究的浙江大学团队。

2015年冬至，邹城市在孟子林遵宋徽宗钦
定乐章与礼制恢复家祭孟子大典，主祭官、陪
祭官均为孟子后裔。今年冬至日，邹城市又在
孟庙举行了冬至祭孟大典。

陈旸《乐书·卷一百八》记载：“先王做
乐，莫不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故列琴瑟
于南，列管于东南，列磬于西北，列钟于北，
所以正其位也。”董伟表示，祭孟活动既然力
求原汁原味还原、完整再现宋制祭孟大典仪
式，那么乐队编制和排列也要遵循古制。因
此，祭孟大典中，所有乐器，包括编钟、编
磬、古筝、古琴等完全按照宋代宫廷雅乐的乐
队编制和排列图式排列，并现场演奏。

《左传》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祭祀孟子，是对孟子的敬仰尊重，更是对儒
家文化、孟子思想等传统美德的传承和弘
扬。”邹城市文广新局副局长李平说，祭孟大
典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在汲取礼乐文明
的秩序理念，强调礼乐文明的人伦教化和治世
功能，本身蕴含了丰富的政德思想。“挖掘、
整理、举办祭孟大典，也是搭建政德教育载
体、加快政德教育实践推广的题中之义。”

■ 人文齐鲁 璀璨山东

公祭孟子始于宋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所用乐器、乐章、服饰程序均为宋徽宗钦定。《宋史乐志》记载着春丁和秋丁祭祀孟子

的程序和乐章。在孟庙规模最大的春秋丁祭中，参加祭祀活动的人达三四百人。

冬至祭孟 古礼缅圣

祭孟大典

祭孟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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