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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人认知
天象、物候、时令、自然变化规律的
时间知识体系及实践，它既具有安
排农业生产生活时序的功能，又可
以用以防灾避疫，引导中国人形成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理念，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

古今艺术家以绘画、书法等丰富的艺术形
式解读二十四节气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

本报独家策划“二十四节气画卷”，以画、书法、
篆刻等艺术形式来解读二十四节气，本期刊发立春。

几千年来，二十四节气对中
国人的文化和精神世界产生着
重要影响，使中华民族尊重自然
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理
念深入人心。天人合一是中华
智慧、哲学、美学的重要遵循。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生命节
律与节气时令紧密相连，由此形
成了中国特有的养生之道。《黄
帝内经》提到的四时养生法“春
夏养阳，秋冬养阴”，因为春夏时
阳虚于内，秋冬时阴虚于内以及
大暑时节冬病夏治、冬至时节夏
病冬治，都是中医运用节气规律
辨证论治的体现。

二十四节气起源于原始的
天象观测，其历史可以追溯至史
前文明。考古发掘成果表明我
国先民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就已
经大量进行天象观测，如仰韶文
化遗址出土的彩陶上绘有太阳
纹、月亮纹、星座纹，新石器时代
岩画上刻有星云、星象和太阳图
案，《山海经》等早期文献中记录
有“羲和浴日”与“常羲浴月”神
话，体现了对天象的观察认知。

古人通过星空的变化掌握
气候的变化，焦点在对太阳的观
察上。他们发现随着太阳移动，物
体的影子也会相应移动。据此，发
明了最古老的天文仪器——圭
表。圭是水平放置的一把尺，表
是直立的一根标杆，通过圭与表
的配合可以测量正午日影长
度。通过统计正午日影长短的
周期变化，确立了二十四节气中
的夏至（日影最短）和冬至（日影
最长）两个节气。他们还通过测
量相邻两年的冬至时刻，确定了
一个回归年的长度。

民俗专家曾言：“从观察星
空到发明圭表，古人的天象观测
从直观感受上升为使用工具，是
极大的进步。随着圭表的发明
和使用，很长一段时期内，古中
国所测定的回归年值的准确度
处于世界最高水平。”在这样的
智慧发明中，先人遵循自然规律
春种秋收，作息养生，是天人合
一的中华文明最初的萌动。

先秦时期，华夏先人在冬
至、夏至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确
立了春分、秋分，后来又确立了
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至此，二
十四节气的主干——四时八节
已完成。到了秦汉时期，随着天
文观测方法的不断进步，古人在
测量日影的基础上，对太阳黄道

（太阳在假想天球上的运动轨
道）进行24等分，使每个节气在
黄道上都有了一个准确的对照
角度，由此完全掌握了节气与太
阳运行之间的关系，二十四节气
最终定型。《淮南子》中，已经出现
二十四节气的全部名称。这里
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尊重自然、
观察自然、了解自然，与自然相
生相合的传统文化理念。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立春作为二十
四节气的起点有着极其深刻的含义。春天，是
万象更新的初始，代言着勤劳的中国人的心灵
图景、生命愿景。立春即是立希望，大地回归
初心，与天地同频共振，在万物复苏之际，让心
中的美好发芽，盎然生长，尽展生机与活力。

立春日要有仪式感

农历节气在先民生产生活中具有重要作
用，因此从先秦开始就形成了隆重的迎节气仪
式，尤以迎接立春的仪式最为隆重。到了汉
代，迎春已成为全国性的礼仪制度。《礼记·月
令》中记载，因春神句芒（象征草木与生命，又
称“青帝”）居住在东方，东方为春，所以天子亲
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去东郊迎春，祈求丰收。

古代中国重视农耕，立春是启动农事耕种
的重要节气，是全民参与的盛大节日。民间形
成了迎春、鞭春、唱春、拜春、尝春等仪式，旨在
劝课农桑，祈吉、占春。立春日，京都百官一律
穿着青衣，头戴青巾。妇女则在门外立起青色
旗帜，以示迎春。

造土牛迎春礼俗也始于汉代。立春这一
天要制作一头土牛，称春牛。最初春牛是泥制
的，到清末改用纸扎春牛，即以竹作骨，外糊以
纸。在立春日迎春仪式过后，人们便抬着身上
披红挂绿头插金花的春牛，由被装扮成句芒神
的人牵行，并有鞭春牛的活动。

南北朝时期，民间则剪春幡贴符；隋唐时
戴春胜，亦称彩胜（即用彩绸或彩纸剪成像燕
形或幡式的头饰），上书“宜春”二字，走向田野
迎春。在宋代，人们剪绸或纸绘制成小旗，戴
头上或系在花下，庆祝春日来临。公卿之家更
是镂刻金绘，加饰珠翠或金银，穷极工巧，相互
馈赠。

立春日吃春饼称为“咬春”，在我国北方尤
其流行。唐《四时宝镜》记载：“立春，食芦、春
饼、生菜，号‘菜盘’。”可见唐代人已经开始试
春盘、吃春饼了。

古代立春有“三候”

史料中记载，我国古代立春有三候。
一候东风解冻：春风自东而来，大地开始解

冻，万物开始复苏。二候蛰虫始振。“蛰藏之虫，
因气至而皆苏动之矣。”三候鱼陟负冰。“鱼当盛
寒，伏水底而逐暖，至正月阳气至，则上游而近
冰。”此时水面上的冰块好像被鱼“背着”浮在水
上，故曰“负”。

书画中赏立春

古人认为“立春起，阳和生暖、百草回芽、
天暖谋耕、万物生长。”中国书画中，描绘立春
的经典作品有很多。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墨妙珠林（卯）
册》，描绘的是立春时节，作者是清代张若霭。
而北宋画家郭溪的传世名画《早春图》则表现
了春山寒林与生命的律动。“春山澹冶而如
笑”，画中可以品味到“澹冶”的环境和“笑”的
动态，渲染出春山宁谧又生机勃勃的氛围。

我省当代篆刻家朱成国的节气系列篆刻广
受关注，其立春之印，是近年刻制的几套二十四
节气组印之一。印文取法甲骨文字，其中“春”
字出自周原甲骨。以篆刻作品来表现充满古人

智慧结晶的二十四节气，在创作
上，章法力求简洁空灵，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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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质精爽浑融，春字上部几株细草，若欣欣然春
之萌发，古意盎然并春意盎然。

我省当代书法家、全国隶书十家获得者董
晓祺所书宋代张轼《立春偶成》诗，其清新、明
快的章法，切合立春万物复苏，生机勃发的含
义。诗云：“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
知。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诗人
在立春日，从草木与河流的萌发、律动中获得
了诗歌的灵感——春到人间，草木比人类更先
知先觉，阳气发动，草木滋生，余寒犹厉，草木
鳞羽已流露出春的欢喜。书法家以汉碑带简
帛书的笔意进行创作，既有汉碑的端庄、厚重、
正大气象又有简帛书率意、灵动、不拘一格的
属性，体现立春节气的悠久历史与不断传承，
赋予当代人的理解与解读，让传统节气与时代
审美对话。线条中的力感和质感体现字的灵
魂，写出了与春意相融的意趣、境界和味道。

清华美院教授、2008年奥运福娃设计者吴
冠英的节气明信片、节气插画，因富有浓郁的
生活气息、质朴欢快，雅俗共赏，深受大众欢
迎。他将国学、民间美术、插画、设计、手绘的
多种艺术元素结合，画面充满趣味、喜乐、吉
祥，是画家将传统节气与鲜活的生活、当代艺
术表现手法的巧妙融会。

中山大学教师、画家林帝浣的极简国画
《二十四节气图》，体现中国美学与哲学大道至
简的深刻内涵，画面简约、凝练，构图大量留

白，笔墨点睛。在中国节气申
遗中起到了积极重要的识

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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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饮食图》插画 无轩

《立春》国画 林帝浣

《早春图》郭溪 北宋

《立春》手绘 吴冠英

《立春》篆刻 朱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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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隶书 董晓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