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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在历史上是怎样形成的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颇有特色的是

对于文献与词句的穷源式考察，通过

严格意义上的排比和梳理，每能推出

新义。在对相关名词的考察中，夏博

士充分梳理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

的相关记载，追溯词语的最早出处和

准确含义。作者在书中亦引用陈寅恪

先生的著名论断，说明语词在历史研

究中不容忽视的地位。比如一个“节”

字即体现了传统的智慧。节有“止”之

义，亦有“节制”之义。又如“立春”之

“立”，便极具有一种生发的精神。

对于名词的解释有助于勾连出早

期习俗传统的面貌，而此种勾连反过

来亦能促进对于传世典籍的理解，如作

者辨“寒食”与清明的关系，追溯到寒食

节的起源与“改火”现象的关系。依托

新材料（北大汉简《阴阳家言》对于“秋

食金遂（燧）之火”的记载），补足了对四

时改火制度的理解。凡此种种，均体现

出历史文献学、考古学与社会文化史等

多重角度交织的综合性视野。

犹有进者，作者追溯二十四节气的

起源，乃是把二十四节气作为层累时间

秩序的一个分层。作者对于时间秩序

的探索远不止于此。在作者看来，时间

秩序含有多个层级，除了太阳运动以

外，月亮、星辰和各类自然现象和动物

活动规律都给观察时间的人们提供了

各种各样的坐标。此种视野下的时间

秩序，仿佛重瓣的花朵一般。其他层级

的时间秩序亦有待进一步的考察。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笔者偶到土

耳其名为塞尔丘克的小镇，不远处是

希腊古城邦以弗所的遗址。傍晚塞尔

苏斯图书馆在众人围观之下瞬间点亮

的时刻，带给笔者极深的震撼，仿佛感

受到一种古老智慧的延伸。近代中国

传统饱受摧残。美国汉学大师列文森

和史华慈围绕中国传统有著名的“博

物馆”和“图书馆”之争。前者认为传

统已死，只能作为博物馆里的陈列

品。后者认为即便传统更少被人读

到，但就像图书馆里的藏书一样，只要

存在，终会被阅读。这两种观点反映

出两位大师的智慧。笔者以为，夏博

士的研究不是博物馆式的对象性研

究，而是生生不息的对话式研究。这

是关于二十四节气与时间秩序的长久

对话序列中的一个部分，构成了后来

参与对话者绕不开的参考和环节。对

于作者而言，也必将是迈入研究新台

阶的动力之源。

据《中华读书报》

人是时空中的动物。对时间

的掌握尤其与初民的生活关系极

大。初民在此方面表现出极高的

智慧。对于依靠农业生存的初民

而言，假如错过农时，一年的粮食

便无着落。这种紧张感在赫西俄

德笔下的希腊人身上体现得淋漓

尽致：“你如果愿意及时收获地母

赐予的一切果实，就必须出力耕

耘、播种和收获，因为各种作物都

只能在一定的季节里生长。否则，

你日后一旦匮乏，就不得不乞求于

别人的家门，而结果往往是徒费口

舌。”（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

商务印书馆 2021 年版）因此，他

极力告诫希腊人“要注意所有农活

的时令”。

为了抓住农时，便要注意自然

界提供的讯息，比如“来自云层上

的鹤的叫声，它每年都在固定的时

候鸣叫。它的叫声预示耕田季节

和多雨冬季的来临，它使没有耕牛

的农夫心急如焚”。无独有偶，中

国的先民们为了基本生活需要，亦

曾花费大量时间观察、记录自然时

序和四季变化，拥有成体系的物候

知识的同时，逐渐完善和发展出我

们所熟悉的二十四节气系统。

20世纪以来，出土文献和考

古发现的不断涌现，为重新梳理二

十四节气的早期形成过程提供了

极好的契机。夏虞南博士新著《出

土文献视野下的二十四节气探源》

便是在这一背景下，所进行的富有

推进性的研究。

近代以来，二重证据法自王国维

以后获得广泛的推展和运用，取得了

丰硕的学术成果。对于二十四节气的

研究亦是如此，在宏观与微观层面均

有很大的进展，如初步梳理出二十四

节气的形成线索，并对早期节气类文

献如《管子·幼官》等有深入的研究

等。但对于二十四节气确立的时间、

形成过程中的关键节点、每一节气的

形成过程，及至二十四节气形成的思

想来源与价值意义等，仍然有不小需

要探索的空间。

夏博士与“节气”结缘，和博士论

文对《逸周书》深入研究、接触完整的

节气文献有关。精研《逸周书》为其踏

足“节气”研究做了直接的学术准备。

夏博士系统搜集甲骨文、金文、战国秦

汉简牍帛书中的节气材料，对其进行

了严谨的分类和解读（如将节气类文

献分为节纲、时令、节令、月令、历书文

献五大类，即为富有见地之做法）。在

此基础上，作者依据文献证据对二十

四节气的形成进行考辩，将其划分为

“二分二至——八节——十二中气

——二十四节气”的演进模式。亦即，

中国先民从认识寒暑发展为认识分

至，再进而认识启闭四立（立春、立夏、

立秋、立冬），再进而从八节（分至、启

闭）演化为二十四气，并结合七十二候。

作者在书中先讨论的是物候与节

气的关系。先民对于物候的记录，至

少在商代就已经展开。商代还没有产

生系统的节气划分概念，四时概念也

并不分明，但卜辞中已有对于风、雨、

雹、虹等自然天象的记录，充分反映出

商人对于气象、农事的重视。与商人

相比，周人的物候观显然要更为精细

和务实，《夏小正》和《诗经》中的部分

篇章对此均有所反应。其中，《夏小

正》中对于物候的记录反映出当时的

农时观念已基本渐趋稳定。而在此后

的《逸周书·时训》，二十四节气已与七

十二物候相结合。

节气则起于四时的确立。然“四

时”本身在古书中便有多种不同的含

义。比如，“四时”一般被理解为春夏

秋冬四季，但其实四季概念出现比“四

时”要晚，是由“四时”的含义分化而

来。“四时”既可指“四时成岁”之“四

时”，又可指四季，在《左传》里更有“君

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

修令，夜以安身”的“朝昼夕夜”的具体

指涉。凡此种种，均反映出先民对于

时间节奏的敏感，其中《左传》所言垂

诫尤深。为了更进一步考察“四时”内

涵变化和形成过程，作者详细梳理了

考古遗存和战国文献中关于“四时”的

内容，重建了先民对于“四时”的理解

脉络，创获甚多。如作者指出，《清华

简》中的四时不仅包括四季的时间概

念，也包括琼宇四维的空间概念。

四时（二分二至）之上，形成十二

中气。中气，即将四季三等分而得的

中间节气。十二节气加上十二中气，

合为二十四节气。对于十二中气的梳

理，形成本书独具特色的见解。其中，

二分二至便属于中气，也是春夏秋冬

四时的中点。在具体分析四时如何化

为十二节时，作者充分借助了清华简

《四时》、银雀山汉简《三十时》、北大汉

简《节》、胡家草场汉简《日至》等出土

文献中的记载。其中，八节（二分二

至、启闭四立）并不能直接演化出十二

中气，因为“启闭四立”为位于月首的

节气，并非前文所说的“中气”。

据本书所述，在节气形成的历史

过程中，二十四节气系统并非一帆独

张，与之并存的便至少还有三十（银雀

山汉简《三十时》）、三十七（清华简《四

时》）两种不同的节气系统。为什么二

十四节气系统能够脱颖而出，为后世

广为接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作者

详细解读了相关出土文献，指出汉初

以前不同地域已经存在不同的月令和

节气系统，如《管子·幼官》中即载有一

种三十时的节气系统。作者将不同节

气系统中的节气名称详加比对，乃至

列表排比（推步列表是本书重要的研

究手段），指出其中的分合关系，认为

三十节气纪历的方法，有很强的地域

性色彩。如银雀山汉简《三十时》和

《幼官》的三十时都是流行于齐地，有

明显的齐学色彩，起于五行历，是五行

历深化发展的结果，与四时月令有着

显著的区别。作者指出，战国时期正

是四时历与五行历整合的大阶段。“五

行历为基础的‘三十时’受四时令影

响，逐渐由五行基础向四时划分转

向。”这样一个过程又随着秦汉政治大

一统的趋势而相应生成，由此确立了

相对完备的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物候

系统。

通过作者的梳理，我们会看到，二

十四节气不仅对于农时有指导作用，

而且促成了民俗的生发。尤其进入大

一统社会后，节气更在军事、礼制、司

法等领域都有重大的影响。印象较深

的一例是立春之日的“择吉”现象。敦

煌文献《单方》有“立春日，取富儿家田

中土作泥灶，大富贵者，吉”的记载，另

有“鞭土牛，争拾牛土，谓可疗疾”的地

域性民俗传统。此种行为，虽“有近似

巫术的意味”，然亦体现出民众淳朴求

善的心理。此处令笔者想到在土耳其

以弗所看到的百乳女神阿尔忒弥斯雕

像。盖先民所求甚多，把愿望悬系在

崇拜的神祇身上。所求卑微如此，而

自然神力酷烈如彼。此种非理性的寄

托或被指为愚昧，然其所求何其郁厚

而饱含生活的热情也哉！

二重证据法推进二十四节气研究

多学科交融的综合性视野

二十四节气从诸多节气系统中脱颖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