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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剑] 于 2005-12-22 19:41:41上贴

“冬至；夏至”及其“三九；三伏”的划分规则——中华民族永远的丰碑（十九）  

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推行了西方历法，但是保持了中国传统的纪年年号规则。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中国便全部使用了西方历法了，甚至连中国的传统的元旦
节，也从每年的夏历的正月初一改到了现在的西历的一月一日。虽然中华人民共和
国一直没有正式废止中国的夏历，但是，到了文革时期，中国的夏历突然被改成为
了“农历”，为什么要这样改动？至今，我们依然不知究竟。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
多事情，就是有这么的荒诞！  

一，关于冬至与夏至的天文学、生物学及其气象学的意义  

中国的传统历法，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也是中华民族永远的丰碑之一！  

其中，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中的中气的“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这四个节日，

犹如十字坐标，以包括人在内的动植物生长节律为基本参照系，从而将一年365天
划分成为了24个节气。这24个节气，犹如将一个太阳回归年24等分，其中，冬至与
夏至犹如为太阳回归年的南北纵轴，春分与秋分犹如太阳回归年的东西横轴，这
样，就区分出了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的四个极点。  

比如，每西历年的12月21日或者22日，是冬至节气，这，是冬天的极点；半年之

后，也就是每西历年的6月21日或者22日，就是夏至，这，是夏天的极点；而冬至

之后的三个月，也就是西历年的3月21日或者22日，就是春分，这，是春天的极

点；而春分之后的半年，也就是西历年的9月21、22或者23日，就是秋分，这，是
秋天的极点。如果把一个太阳回归年的运动轨迹看成为是一个标准圆，那么，这四
个节气，就犹如是这个太阳回归年的标准圆图形上四等分的春夏秋冬的四个拐点。  

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在天文学上分别标志着地球围绕太阳自传一周的时候的
四等分拐点，同时，这也是地球轴心的近日和远日的四等分拐点  

中国的二十四节气的划分，主要是以包括人在内的动植物的生物节律为基本参考系
的，这就是说，只要弄清楚了二十四节气的划分，你就自然知道了包括人在内的动
植物的生长节律情况。比如，冬至，在天文学意义上是标志着太阳相对于地球开始
向南回归；夏至，标志着太阳相对于地球开始向北回归；春分和秋分，则分别是太
阳相对于地球的南北回归两极的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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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包括人在内的动植物的生长节律的参考系上看，地球的北纬区域内，冬至之后，
太阳开始接近地球，所以，万物转阳，动植物都开始复苏了；夏至之后，太阳开始
远离地球，所以，万物转阴，动植物就开始凋谢了。  

气象学，当然是主要针对人而言的。所以，冬至，则标志着冬天进入极点；夏至，
则标志着夏天进入极点了。但是，由于地球有积蓄冷热能量的功能，所以，冬至和
夏至虽然从天文学意义上分别是冬天和夏天的极点，但是从人所感受到的寒暑情况
上看，这却仅仅是最冷和最热的开始节点。  

二，怎么样计算三九天与三伏天  

大家都知道，三九天，是人所感受到最冷的时段。三九天，比较好计算，每年的冬
至节这天，就开始进入“数九”，之后，你只要熟悉了中国传统的节气口诀，就知
道寒暑时间表了。这就是：“一九二九，怀中插手；三九四九，冻死猪狗；五九六
九，沿河看柳；七九六十三，行人把衣单；九九八十一，耕田老汉田中立。”。这
意思是说，由于地球有积蓄前端时间的冷热能量的情况，所以，进入冬至之后，还

有40天的最冷天气；冬至之后的18天，僵手足；冬至之后的18天—36天的这18
天，是一年中最冷的时期，可以冻死猪狗；而一旦进入冬至之后的36天——54天的

这18天，沿河的柳树就发新芽了，气候就转暖了；而冬至之后的54天——70天，人

们就要脱下冬衣了；冬至之后的70天，就要准备春耕了，天气就彻底暖和了。  

而三伏天怎么计算呢？三伏天的计算稍微复杂点，但是，只要掌握了中国传统历法
的规则，还是很容易计算的。  

由于在中国传统历法中，一年365天都是按照天干的“甲、乙、丙、丁、戊、已、
庚、辛、壬、癸”与地支的“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
亥”的配制组合确定的，所以，天干与地支的组合，每六十日为一个循环。这样，
中国传统历法中，每天都有个天干地支日，比如甲子、丁已……日子等。  

三伏天，一伏是十天，这，是按照天干的十数去计算的。所以，划分三伏天，就

是：夏至之后的第三个天干的庚日，为第一伏的开始天。比如，2006年的夏至，是

西历年的6月21日，这一天的天干日是辛日，28天之后，就是第三个庚日，所以，

2006年的7月20日，就是第一伏的开始；十天之后，又是个庚日，也就是7月29
日，就进入了第二伏；十天之后，又是一个庚日，也就是8月9日，就进入了第三
伏。这就是说，每年进入三伏天之后，都是很热的，特别是第三伏的十天，是最热
的。  

中国民间老百姓根据地球积蓄热量的情况，总结出了二十四个秋老虎的说法，这意
思是说，每年的立秋之后的二十四天，同样是很热的。但是，中国民间老百姓也 同
时总结出了“立秋早晚凉；蚊从立秋死”的谚语。这意思是说，立秋之后虽然天气
还很热，但是，一早一晚却是凉快了，而且，讨厌的蚊子也开始从立秋就越来越少
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天干地支配制组合日子的六十循环情况，所以，有的时
候，初伏结束之后，不见得马上就会出现庚日，于是，有的时候，中伏期间，可能
会超过十天。  

三，西方历法的一些特点  

如果大家看了西方历法的情况，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说中国传统历法是伟大的发明
了。  



现在的西方的历法的号称“公历”，这是“主的生辰年”的意思，这就是说，现在
我们使用的西历，主要是根据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转化而来的。  

据说，西元前46年，罗马帝国的统帅儒略·恺撒根据埃及太阳历法而编制了“儒略
历”，这个历法，基本上是个算术历法，就是将太阳回归年按照算术等分原则切割

成为12个月份的等分，但是，由于这样的12月份等分与一年的365·25天有不等同的

算术误差，于是，罗马人便人为将双月设立成为30天，单月设立成为31天。这就是

说，“儒略历”将单月设立成为31天，双月设立成为30天，没有任何天文学意义，
就是出于算术计算的需要。  

罗马帝国后期，罗马帝国君王奥古斯都因为自己出生在8月，于是，他随意地将每

年的2月中的一天抽出来加在8月上，这样，8月就成为大月的31天了。这，就是为

什么西历法的2月是28天的原因。由此可见，早期西历法没有任何天文学意义，就
更没有中国历法中的生物学、农业学和气象学及其医学等多种涵义了。  

由于罗马帝国统治很快崩溃，儒略历被许多分裂的部落和国家地区使用，差异非常
大，因此，西方历史上的很长时间，并无准确的历法可言。这个误差很大的儒略历

在西方通行了一千多年，一直到1582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才组织懂得天文
学的教士进行了历法的重新编制。这个历法，就是今天通行全世界的所谓的“公
历”。  

那么，西方的元旦为什么就是现今西历的1月1日呢？说起来，这还真是不知究竟！

因为，据说在6世纪的时候，基督教教徒为了确定每年的“元旦日”，他们便把基

督耶稣的出生日定成为了西历的1月1日。但是，由于西方各地区和民族差异很大，
基督教的教派也非常多，这样，各地基督徒所记载的基督耶稣的诞辰日居然就各不
一样。后来的罗马教廷为了统一各地的不同的历法，于是，他们便在基督耶稣的诞

辰日上加了一个星期的复活时间，这样，就形成了现在的西历的元旦是1月1日，基

督耶稣的圣诞节日却又是12月25日的奇特现象！由此可见，西历，很有些莫名其
妙！  

相比之下，中国的历法，就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了。关于中国历法，下次再谈。  

2005年12月22日（夏历乙酉年冬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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