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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珊珊等：从田园到城镇——二十四节气之于当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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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文明的发展正不断更新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身处现代世界，琳琅满目的物质资源、快节奏的社会运行节奏、不断更迭的媒介信息已经

悄然介入人们的日常，甚至成为架构城市民众工作、生活的主导元素。当代人身处其中，安享着技术的便利，也付出了被技术挤压生活空间的

代价。在现代生活中，人们甚至很难忆起中国传统的生活是与田园物候、天地周转相联系；中国传统的处世态度，是对于四季有序、万物有时

的顺应与在此基础之上的勤勉。而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正是来自中国先民智慧的推演和生活的总结，并作为生活的律历和方位，为世代的

中国人提供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定力。

置身田园而感知四时的变化

二十四节气的传承，首先作为一种中国人特有的时间观念规约着人们生活的节律。有别于现代文明带来的线性时间观念，中国先民从置身的

田园感知四时，在春耕夏种、秋收冬藏的农事劳动中推演出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时间观，这成为二十四节气的形成基础。古代先民在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的循环时间中安排作息，辛勤劳作。因此，我们的先民也更懂得根据自然时间来安排人事的进退，根据万事万物的演变规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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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取舍。从“立春一日，水暖三分”“清明前后，点瓜种豆”到“小寒大寒，杀猪过年”，流传于中国大地的诸多节令谚语正是传统生活

时间节律的生动反映。与此同时，通过二十四节气的传承，古代先民形成了一种对周而复始的时间规律的归纳与掌控，对地方性自然物候的观

察与顺应，并将这种节奏感带入生活：在适当的自然节气下应当积极作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则需要适时趋避并积蓄能量，以待将来。因

此，中国传统的智慧总是告诉我们一个人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积极进取、自强不息，面对生活的困境又应当具有抱朴守拙、安贫乐道的胸襟和

能力；面对世事变迁，中国人更是有一种顺应自然节律的贵生意识对待自己，注重健康且依时而动。

在融汇二十四节气智慧的传统语境中，人们可以更加从容地处理自身与生活、工作的关系。现代社会，线性的时间观念使我们更加懂得惜时

如金。高效率的生产方式、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带来了社会的高速运转，也带给我们更多的负累与焦虑。在此形势之下，一味固守农耕文明留给

我们的循环时间观，并非可行之道。但我们仍可以从二十四节气中汲取养分，来自传统的节律与时序为当下的生活提供了无穷的智慧与灵感。

无论清明的踏青、扫墓，立夏的称人、尝新，还是冬至的消寒、团聚与祭祀，传统习俗在当下的沿袭与更新，都在提醒着人们在繁忙工作之

余，应有适当的舒缓与休憩，适时地关注家人、朋友以及更为宽广的生活世界。同时，不少节气中的仪式过程在当代的传承，也促使着人们反

思快节奏生活和辛劳工作的意义：人们继承着以往祭祀天地祖先、馔享时令生鲜、与亲朋好友团聚的习俗，同时也继承着中国传统适时劳作、

按时作息的时间观。我们如今传承二十四节气，实则也是在回溯传统的过程中反思当下充满负累和焦虑感的生活方式。通过对二十四节气中的

节气仪式、作息规律与养生方式等方面的继承与复兴，中国传统的生活节律和处世智慧得以激活，当代人开始重新发现传统与当下的关系，努

力平衡传统时间节律与现代生活节奏。

秉承天人合一立身世界的生活方式

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国先民置身世界的方式与具体行动的规则，勾连起他们与天地万物的联系。农耕时代，我们的先民以“天人合一”的文化

哲学立身世界，因而多数的社会文明都建立在对自然生态的顺应与规划之上。二十四节气的设置与施行，不仅是中国先民对于时间的总结，也

是他们对于具有地方特性的自然物候的归纳。而节气对于物候的分析与归置，又是以置身其间的人的主体性为起点与归宿，以人的能动性为把

控节气特征、建立美好生活的关键。可以说，二十四节气正是作为“天人合一”观念的具体推演和呈现，作为中国先民置身世界的方式、具体

行动的规则，增益着他们生活的平衡感与安定感。

在浙江衢州，至今流传着立春时节祭春神的习俗。每年立春，乡民与游客天还未亮便从四处赶到衢州九华梧桐祖殿，共襄祭仪。钟鼓喧天、

熙熙攘攘的外围人群之中，参祭者井然有序地进行着敬献花篮、上香敬酒、唱诵祭春谣、向春神致礼、祭拜土地的仪式过程。祭仪过后，主办

方又在殿外设置鞭春牛的活动，由当地人扮演成春神鞭打牧牛，以表示劝农勤劳和春耕的开始；孩子们则头戴柳帽、手提花篮，扮演成牧童齐



唱《鞭春喝彩歌谣》，活动在此达到高潮。透过这一地方性浓郁的传统节令仪式，可以发现人们在节气中的行动，不仅是一个地区人与人之间

的沟通过程，更是当地人与自然神灵的交流过程。通过节令时分的仪式准备，人们更明确了自身作为天地自然之一分子的位置与工作生活的使

命，从而以全新的期寄、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未来的劳作生活当中。而今，身处现代化的浪潮之下的我们常常忘记自身与自然、与天地之间曾有

的沟通能力。二十四节气在当代的传承，使我们更能够超越庞大而狭隘的现代城市文明，在重温故土田园的过程中重新找回立足世间的安宁与

笃定。

增益当代社区文化认同

二十四节气的传承，最终沉淀为一种中国人独有的文化传统，增益着当代社区的认同能力。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在当下城镇化转型

的过程当中，不少生活社区已经从熟人社会转变成为异质性较高、交流甚少的陌生人社会。面对分子化的社区民众，通过对二十四节气中共同

饮食、行为乃至仪式的彰显，重建社区生活的共同感，进而增进民众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正成为当代社区建设的重要举措。

而今，与二十四节气相关的复兴活动遍布神州各地，不仅出现在民众实际居住的小区里，由居委会发起；也出现在学校社团、养老院乃至传

统文化爱好者等不同群体中，由这些群体自发组织。不同人群、不同地域对于节气的理解与阐释有所不同，但从整体范围而言，民众对于二十

四节气又具有共同的认知感。比如，对于清明而言，山陕一带要做“子推馍”，江南要吃青团、举办“蚕花会”，潮州要吃薄饼，地方性的差

异不可谓不明显。但总体而言，不管细节如何不同，各地都有以扫墓祭祖为核心的节气行为，都蕴含着以慎终追远、感念先人为宗旨的精神内

涵。从这些社区单元出发，二十四节气的传承，既异中有同，呈现着当代文化的多样性，又殊途同归，增强着整个国家的认同感，为身处其中

的每一个个体找到一种来自整体的共同感与凝聚力。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特有的时间律历，但对它的传承远不止于对时间规律的总结。它既是中国民众充满温情的生活方式，又为我们打开与宇

宙、自然对话的窗口，更作为一种中国人独特的生命智慧为当代人的生活提供参考。在中国传统智慧的提示与警醒下，面对破坏自然生态换取

的激进效益，我们拥有着更多反省和拒绝的能力。从田园到城镇，生活方式的变化并没有消解二十四节气的意义，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反而激

活了其所具有的内在智慧，并在当下发挥着历久弥新的积极作用。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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