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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具特色的中国时间文化
——评《二十四节气与淮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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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年旧事 羊 白

回想父母挑银水 □何龙飞

正月初一早上挑银水，是故乡过年时的一道年
俗，寓意为挑了银水后，企盼一年到头财源广进、发
大财、吉祥富贵、平安顺利。如此好事，父母岂能例
外，就一直坚持挑银水，过个欢乐、盼发财、平安、如
意的年。

记得小时候，我家住在狮子堡。那是个大院子，住
着本家四户。要吃井水，就得到500米外的田壁石水
井里挑。那口井也争气，源源不断地浸出甘甜、清冽的
水，滋养着大家。到了除夕，吃完年夜饭后，父母跟其
他本家一样，便开始盘算正月初一清晨起来挑银水，以
图发财，求个顺利。

经过摆龙门阵、烤火、守岁、舀干石缸里的水或
略剩些水待用等环节后，父母及我安然入睡。到了
正月初一凌晨，外面陆续响起鞭炮声，明显是在烧天
香。父母醒后立即翻身起床，帮我扎紧被条后，准备
去挑银水。考虑到照看我的缘故，父母作了合理分
工：父亲去挑，母亲在家一边照料我，一边帮助父亲
倒银水进水缸里。说动就动，得趁早，早些早发财。
父亲挑着水桶，打着电筒，不到10分钟，就到了水井
边。闻着井水散发出的清新气味，望望黑黝黝的天
空，再瞅瞅宁静的井水，踩着厚实、稳固的石板，父亲
睡意全无，反而添了兴奋、激动与惬意。说时迟，那
时快，只见父亲搁好系牢搭钩的扁担，把木桶口没进
井水里装水，提起，上下、左右晃动木桶，水便发出悦
耳的撞击声，算作清洗木桶。倒掉木桶内的水后，再
次将木桶没入井水里，提起，一桶水就装好了。其
实，无须装满，有九分多就行，否则，挑起走时会荡出
来，父亲谙得此理，尽力把握。不经意间，另一只木
桶也装好了水，在电筒光的照射下，波光潋滟，熠熠
生辉。母亲已然等候在水缸旁，见父亲把银水挑进
屋、放好木桶后，就提起木桶往水缸里倒。刹那间，

“哗哗哗”的水声响起，就像连响的钟声一样弥漫在
屋内，将我惊醒。揉着惺忪的睡眼，我起来后发现父
母在挑银水。

有了第一挑银水，已喜煞了父母。但是，那口水缸
至少得装5挑水才能装满，这挑的都是银啊，怎能不接
着挑呢？在母亲的鼓励下，父亲挑着空木桶，又去井边
挑银水。待到天亮起床后，我看见了满缸的银水，佩
服、好奇的感觉油然而生，便请教父母。父母及时给我
讲挑银水的故事、来历、注意事项、寓意等，令我茅塞顿
开，受益匪浅。

从此，每年正月初一早上，父母都坚持挑银水，挑
出全家人的希冀、保障、美好的心情、灵动的景致。后
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挑银水的年俗尽管依旧传承，
但大多数乡亲家陆续新建了水井，不得不在正月初一
早上各挑各的银水了，少了欢笑声，多了自由自在；木
桶太重，换成铁桶，实现了与时俱进、鸟枪换炮。经历
两次搬家后，父母也赶起了趟儿，跟上了潮流，把挑银
水进行到底。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十二年前，家里的石水井
被密封了，电闸一开，电动机一响，自来水就“哗哗”
地流进了缸里，解决了一家人享用“银水”的问题。
从那时起，父母就不得不与挑银水告别，只任挑银
水成为追忆。

感悟

新春佳节很重要的一件事，便是走亲访友，相
互拜年。

拜年自然要带着礼品。在过去，礼品不外乎糖果
点心肉烟酒之类，具体要看各地的风俗。我记得小时
候，我们当地，拜年必少不了那种包着八个点心的“封
封”，一般用草纸包着，得讲究技巧，尽量把“封封”包得
漂亮，有棱有角，然后上面压一方红纸，再用细绳绑好，
就可以作为拜年的礼品了。我母亲对这方面不在行，
往往包不好，每次要走亲戚了，我都看到她把那些松了
的“封封”小心地拆开，却总是很难再包好，有时竟然还
不及以前的，她就着急慌忙地出门去请我二姨。

买点心时，售货员会尽量给包漂亮。但那时条
件不好，送来的东西一般都舍不得吃，这“封封”就
送来送去，在各家游走，时间一长必定就松了，不成

样子。再要送出去，就得自己动手重新包装了，有
时包着包着，纸破了，还得赶忙找纸，实在没办法，
只有重新买了。这时母亲总会沮丧地说：唉，可惜，
可惜。我们兄弟姐妹却心里高兴，心想着终于有吃
的机会了。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礼品游走
太正常了。甚至会有送出去的东西，经过一番曲折
的“跋涉”之后，又奇妙地物归原主。

拜年时，通常会给小孩发压岁钱。记得小时
候，过年和父母去亲戚家拜年，最激动的事便是看
能收到多少压岁钱。压岁钱的多少，往往和亲戚间
的关系成正比，直系亲属给的会稍多一点。

对于大人来说，这压岁钱有来有往，基本持平，
出入不大，多点少点也无所谓。但对孩子来说，则
是大事，虽然这钱不见得就归自己，往往会上缴给

家长，但毕竟是一年之中少有的正大光明的“收钱”
时刻，心里还是蛮稀罕和计较的。

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七岁那年，我和父母去给我三
爷家拜年，我三爷平时对我挺好的，只不过家里条件
差点。我到二爷家拜年收到的压岁钱是五元钱，二爷
家比三爷家条件好，我小孩子心里似乎也有“数”，想
到三爷估计不会给我五块，但三块四块应该会吧。结
果，三爷只给了我两块钱的压岁钱。我接过钱，当即
哭了，嫌三爷给的少。

那件事情，我至今想起来就愧疚，年幼的我，完
全把亲情等级化了，把压岁钱作为了衡量的标准。
现在我明白了，拜年不光是一个形式。拜年的意
义，是对亲戚朋友、对他们对自己、对世界对生灵，
表达祝福、感恩和谢意！

宇宙洪荒，斗转星移，三千多年前，中国的古老
文献中，就在探索太阳、月亮、北斗、二十八宿和地
球的关系，试图掌握岁月更替、季节变换的规律。
到了距今 2156 年前的西汉前期的《淮南子·天文
训》，完整、科学的二十四节气终于全部完成。安徽
大学陈广忠教授是我国研究《淮南子》的专家，新著

《二十四节气与淮南子》一书翔实介绍了二十四节
气的知识体系，以及蕴含在其中的深厚文化内涵。
全书图文并茂，雅俗共赏；资料丰富，科学准确；构
思新颕，独具特色。

《淮南子》是由西汉淮南王刘安及门客所撰写，
胡适称之为“绝代奇书”。其中的《天文训》，是中国
历史上专门记载天象、历法的篇章。刘安在继承前
人成果的基础上，经过科研团队的观测研究，首先
完成了“二十四节气”体系的编制。汉武帝建元二
年（公元前 139 年），刘安把《淮南子》献给朝廷。汉
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 年），二十四节气被编入

《太初历》。颁行全国，影响亚洲和世界。从此，二
十四节气与人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影响到百姓的
生存发展，进而构建起了五彩缤纷的节气文化。

对于艰深的文字，陈广忠引用高诱《淮南子
注》、王念孙《读书杂志》《夏小正》《鹖冠子·环流》

《史记·天官书》等多种文献，进行解读，并译成白
话：“两维之间 91 5／16 度，北斗斗柄日行一度，
十五天为一个节气，运行一周就是二十四节气。
斗柄指向子位，那么正是冬至，相应的是十二律中
的黄钟。”晦涩难懂的原文，显得明白晓畅。

二十四节气中的每五天，分为一“候”，共分为72
候。每“候”对应的动物、植物、气象等自然现象，就
是“物候”，对于指导农业生产，具有重要的作用。比
如：“立春”第一候“东风解冻”，“春分”第二候“雷乃
发声”，第三候“始电”，是关于气候的；“立春”第二候

“蛰虫始振”，第三候“鱼上冰”，“谷雨”第二候“鸣鸠
拂其羽”，第三候“戴胜降于桑”，是关于动物的；“雨

水”第三候“草木萌动”，“小满”第一候“苦菜秀”，第
二候“靡草死”，是关于植物的。中国古代对候应的
总结，比西方的物候学要早一千多年。这是中国先
贤“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产物，它是以农为本的中
华民族，在长期劳动实践中的思想结晶。

本书的重要创新，是第一次指出了72候中的5
处失误：“鹰化为鸠”“田鼠化为鹑”“腐草化为蚈”

“宾雀入大水为蛤”“雉入大水为蜃”。陈广忠详细
地进行了考辨，指出了失误的原始记载，出自《吕氏
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而《淮南子·时则训》加
以沿袭，以致误解代代相传。本书既肯定了前人的
重大贡献，又细心地厘清了混入的泥沙，充分显示
了它的厚重学术价值。

二十四节气不仅是古今农事的指南，也是古代
治国体系的重要一环。它构建的以天、地、人为核
心的时间文化，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本书在每个节气下面，设立“民俗”“节庆”

“民谣与诗词曲”“饮食与养生”等栏目，展示了古代
节气体系的丰富内涵，形成了多姿多彩各民族的节
令、时令文化。古代非常重视四“立”、二“分”、“二
至”。在四个季节开始的一天，古代帝王带领文武
百官，到郊外举行祭祀，祈求年内风调雨顺、国泰民
安，因此才有了北京的“天坛”“地坛”。普通百姓也
按照节气举行祭祀、庆典、娱乐等文化活动。比如
冬至，人们保留吃饺子的习俗。立春时，民间有迎
土牛、鞭土年、浴蚕神等迎春活动。雨水节气时，有
些地方有“回娘屋”“接寿”等向娘家父母、岳父母尽
孝道的习俗。清明节气，春分和煦，扫墓祭祖、踏青
郊游，至今传承不衰。

2016 年 11 月 3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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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非遗名录”，这
是令国人感到自豪的文化事件。保护和传承这份
珍贵文化遗产，是我们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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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每代人的内心深
处都有过年的独特记忆。

父亲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年对儿时的父亲
来说意味着有好东西吃，有新衣服穿。父亲一进腊
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盼着过年，父亲向往着
有荤菜的年夜饭，向往着瓜子、花生、麻花、奶糖等
平时吃不到的零嘴。那个年月老百姓的日子都过
得穷，春节对孩子的诱惑力太大了。

我是八零后，生活条件比父辈有了很大的改
善。过了腊月二十三父亲就带着我开始忙年。父
亲骑着摩托车一趟一趟地从农贸市场买来排骨、猪
牛肉、肘子、大虾、鱼、时令蔬菜、饮料。童年的春节
并不缺少吃的，也能买到喜欢的新衣服，但就是感
觉缺了点什么。那时我们家搬进了城市，住进了高
楼，邻里之间关门闭户，即使是春节我们这些小孩
子也不能像以前住平房那样肆无忌惮地走家串
户。父亲为了增添节日气氛，置办完年货他就贴福
字。不光家里门上贴，父亲连阳台的墙上、摩托车

的车身上都要贴福字。
女儿在童年时光就能够尽情地享受春节的快

乐，我始终认为她是最幸福的一代人。我们所在的
城市春节禁燃，虽然春节里女儿不能像我小时候那
样玩鞭炮，可这一点都没有影响到孩子的心情。女
儿从家庭微信群里得到了长辈们发的红包，这些压
岁钱女儿有她的安排，年纪小小的她早已谙熟了网
购，她在网上买了自己心仪已久的儿童手表、毛绒
玩具、溜冰鞋、漂亮发卡，同时还不忘给我买一件围
巾当新年礼物。女儿的春节过得有声有色，我们去
影城看电影，去海洋世界看海象海狮，去游乐园游
玩，去参加农家乐活动，去图书馆听讲座。

看着女儿过年，我也恍惚想起小时候自己过
年，现在新年的快乐更多地属于小孩子，他们赋予
了“年”更丰富的内容，不仅是丰盛的年夜饭、漂亮
的新衣服、让人惊喜的新年礼物，更重要的是一个
家庭的希望和期盼，还有那几代人相聚在一起其乐
融融的年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