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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难得的是，书中还配有知
名网络画家老树绘制的二十四节
气插图以及他撰写的诗歌。如《春
分》有诗：“乾坤平分昼夜，却是燕
子来时。水边新绿野菜，陌上粲然
花枝。”《冬至》诗：“冬来无尽长夜，
雪覆三尺深寒。黄昏林下大静，小
村几缕炊烟。”这些诗歌与插画，和
余世存的正文解读相得益彰。

正如余世存在书中所言：“在
对时间的感受方面，传统中国文化
确实有过天人相印、自然与人心相
合的美好经验。”二十四节气，穿过
悠久的时光，仍能让今世的我们感
到幸运和幸福。

书中写道：“节气不仅跟农业
养生有关，也跟我们对生命、自然、
人生宇宙的感受认知有关；古人把
五天称为微，把十五天称为著，五
天多又称为一候，十五天则是一节
气，见微知著，跟观候知节一样，是
先民立身处世的生活，也是他们安
身立命的参照。”二十四节气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
的我们来说，除
了重温节气文
化 之 外 ，还
有着非常重
要的意义。

“现代
人 生 活 在
网 络 世 界

中，其时间也为网络绑架，人们的
生物钟在时间的数字化、碎片化和
分割化中趋于紊乱，人们的时间与
天地之间没有有效沟通。”谈及现
代人在时间里的窘境，余世存不无
惋惜，“但当现代人开始找到属于
自己的时间，拥有自己的时间意
识，就会爆发出无穷的创造力，在
时间中逐渐产生自己的积累，这些
积累最终会成为时间的玫瑰。”而
回到二十四节气无疑是唤醒时间
最有效的方式，天地人合而为一，
人与时间、与自然和谐共生。

（综合人民网、《人民日报》海
外版 作者：吕冠兰、贾敏）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农历中的
特定节令，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
髓。本书精心挑选了中国文坛
24位优秀散文家，以一个人书
写一个节气的方式，从不同
角度书写以二十四节气为
核心的自然物候、历史文
化、故乡亲情、生命体验。

重 磅 荐 读

《时间之书》
解读更深层的“二十四节气”

“二十四节气”作
为先民总结出的一套
气象历法，时至今日，
它还指导着国人的生
产和生活。不过，由
于年代久远，绝大多
数国人对二十四节气
背后的深厚文化所知
寥寥。基于此，这本

《时间之书：余世存说
二十四节气》可以说
是很好的普及读物。

在书中，余世存把二十四节气称为
“中国文化眼中的《时间简史》”，认为古人
根据二十四节气来安排农事，进行耕种、
施肥、灌溉和收割，并形成一个循环往复
的体系。借助这个体系，古人得以将生产
生活和自然统一起来，体现天人合一的思
想。

事实上正是如此。从二十四节气来
看，古人眼中的时间比今人更立体，更有
形。东风西风、晴空细雨、雷电霜雪都是
时间的主人；桃树梨树、杏树桑树、菊花苦
菜、虫鱼鸟兽、山川河流，都是时间的有机
组成部分。而人根据时间的变化，采桑养
蚕、安排生产，春耕夏长，秋收冬藏，人归
附自然，并根据自然规律来生活，以此达
到与自然的和谐。因此说，古人是最具智
慧的，在没有钟表、没有日历甚至连沙漏
也没有的情况下，便能够掌握时间，并
通过对时间的掌握，来指导生产，安
排生活。

余世存在参考大量传统文化
的基础上，对于每一个节气都做
了详细论述。如立春为“天下雷
行而育万物”；雨水为“君子以思
患预防”；惊蛰为“天地盈虚，与
时消息”；春分为“君子以类聚辨
物”；清明为“君子以议德行”；谷
雨为“君子以同而异”等，探讨的
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讨论了
人自身的成长。通过二十四节
气，在一年之中，自警自省，可
以达到自身修为的提高。

余世存通过对二十
四节气的文化解读，
让我们看到丰富
多彩、万紫千红
的 文 化 符
号。

全套书包括《春》《夏》
《秋》《冬》4 册绘本，每册介
绍6个节气。书中故事以小
女孩牙牙在乡下爷爷家的经
历为主线，延伸拓展出不同

的知识板块，如节气由来、农事活
动、天文气候、七十二候、动物植物、
民俗节日等，并辐射到南北不同地
区，从多个角度立体解读节气；同时
配有引导孩子记录节气变化的观察
互动内容，并甄选出适合孩子读诵
记忆的节气诗词和谚语。小读者们
既可以跟随牙牙的脚步，去看看何
时种豆子，何时收麦子，何时摘西
瓜，又可以参照知识板块图文并茂
的演示，自己动手尝试各种好玩的
手工技艺、传统游戏，从中体会古代
劳动人民的智慧，发掘农耕文明留
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本书内容主要由五部分组成：
一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丁鹏
勃和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任彤
对二十四节气民俗的阐释；二是 19
世纪日本画家巨势小石《七十二候
名花画帖》的手绘原稿；三是中国农
业大学园艺学教授义鸣放对七十二
候植物的鉴赏；四是每候植物配以
两首古典诗词；五是附有二十四张
可涂色黑白线稿。本书图美、文美、
设计美，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继承与
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书作。

22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冬至”节气。二
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已
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千百年来
这里留下了灿若星河的文明印记。作为其中一颗璀璨
的明珠，二十四节气数千年来一直指导和影响着人们
的生产和生活，而文明印记尤为密集的河洛地区，更是
二十四节气的重要发源地和实践地。

“立者，始也。穿越漫长的苦寒等待，我们终于等
来春之女神。”“冬来无尽长夜，雪覆三尺深寒。黄昏林
下大静，小村几缕炊烟。”“蝴蝶，请问你也是来太阳村
寻根的吗？”……让我们走进《天地有节：二十四节气的
生命智慧》《时间之书：余世存说二十四节气》《二十四
节气中国童话》等书中，一窥丰富多彩的二十四节气文
化吧！

——编者

阳光穿过云间的时候，一管纤毫在红
色的纸间翩若惊鸿。

横如远黛，撇如新叶。每一笔提按，都
是山川的觉醒；每一笔轻重，都有萌动的欢
欣。

此刻，世界仿佛幻化成飞舞的笔画，从
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汇成山水大地般的文
字，而耳朵里开始响起那个奔走相告的古
老发音——春。

立春，二十四节气之首。立者，始也。
穿越漫长的苦寒等待，我们终于等来春之
女神。

时间，从此进入了春天的地界。
从来没有哪个季节赢得过如此浩荡的

歌咏。
五千年的春天，一直就在平平仄仄的

诗行里踯躅。言春草，你说“春草年年绿，
王孙归不归”“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
近却无”；言春水，你说“春水碧于天，画船
听雨眠”“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
水”；言春风，你说“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
何时照我还”“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
十年灯”；言春雨，你说“随风潜入夜，润物
细无声”；言春山，你说“人闲桂花落，夜静
春山空”……

不是吗？柳绿与桃红，成为公认的春
之色；燕语和莺歌，成了公认的春之声；而
播种与耕耘，又成了公认的春之颂……

春天，与其说是万象更新的四季开篇，
莫如说是约定俗成的心灵图景。它成了一
个铿锵的预言家与代言者，代言生命、希望
与爱。

从《诗经》《尚书》, 至白话兴起的五四
时代，几千年春光一直在韵语里荡漾。到
了朱自清这里，无数伤春惜春的格律才忽
然从他的袖间抖落，他的笔下响起“堂堂溪
水出前村”的白话春声。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
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
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
膊和腰脚，领着我们上前去。”

朱自清的春天，是

白
话 的
春 天 。
亲切得就像
笑容，自然得如
同草木。

然而，无论是古
典的春天，抑或是白话的
春天，它们都在纸上。你想
啊，那薄薄的纸，哪里比得上大
地的温润？那格式化的象征与联
想，又如何能拼接春天的真实与完整？

真实的春天，亦如真实的生命。
整个世界都在谛听，谛听那春到人间

的第一个声音。然而，出乎你意料的，春天
的第一声不在风中，不在水上，而在最沉
默、最深厚的大地之中。

（据新华网 作者：黄耀红）

精 彩 书 摘

书 序 书 跋

本版转载文章作者本版转载文章作者，，请联系编辑请联系编辑（（电子邮箱电子邮箱：：lyrbshb@lyrbshb@163163.com.com））告知地址告知地址，，以奉稿酬以奉稿酬。。

除却花红柳绿
沉默的力量从地下发生立 春

丰富多彩的文化符号01

0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好 书 推 介

泥巴先生、小脑壳、魔
法猫六六和顺风牛，它们住在

童话里的太阳村，那里自古至今
使用“太阳时间”，也称二十四节气。
我和几个精灵偶然遇见，内心欢喜，

一起走过了“春夏秋冬”四季。我将二十四
个节气日里的趣事记录下来，于是有了《二十四

节气中国童话》四册绘本，收藏自然与生命之美和
节气乐趣。
我还想和精灵聊聊。嘘，想知道童话世界的秘密并

不容易，我变成一只蝴蝶……
泥巴先生是皮肤乌黑的狗，性情憨厚，有时候也很调

皮。它脑门上有一道智慧之光——“太阳之吻”。每个
节气日早晨，它都要围绕站立的桃木骑士跑圈圈，在

跑出来的大圆上踩下二十四个梅花脚印儿，这是
太阳之子感恩太阳的仪式。

“你怎么知道太阳路线图是大圆？”蝴
蝶翩翩飞，落在桃木上问。

“这和人类的认识有关！古人
认为，天空像蛋壳，地球像蛋黄，

太阳在天空围绕地球运动，
太阳转一圈，地球过一

年 。 现 在 人 们 都 知
道，太阳没有围绕

地 球 运 动 ，被
称 作 黄 道

的 太 阳
路线

图，其实是地球绕日公转轨道在虚拟天球上的投影……”
“节气狗”名不虚传。蝴蝶愉快地说：“将黄道平均分成二

十四份，就是二十四节气，一个节气十五天。比如‘立春’，它既
是时间点也是时间段，指‘立春’这一天，也指‘立春’这个节
气。”

“你很特别，很高兴和你聊天！小脑壳可不喜欢我和它说
这些。”

“古人以种地为生、靠天吃饭，所以他们观察太阳周年运
动，总结出了二十四节气。节气包括时节、气候、物候三种变
化。二十四节气是以太阳为灵魂的大自然钟表，引领古人在正
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

“汪！你说得太对了。二十四节气是代表季节变迁的二十
四个特定节令。古人结合天文、气象、物候知识，将二十四节气
细分七十二候，一个节气三候，五日为一候。比如，蚯蚓出现在
立夏二候，如果它在初候意外现身，要么气候反常，要么蚯蚓是
个急性子。”

2016年11月，中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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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昆曲、古琴艺术、剪
纸、珠算、京剧、皮影戏、中医针灸等，都是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

蝴蝶闪动翅膀，声音嘤嘤悦耳：“现在是高科技时代，天上
有气象卫星、地上有气象雷达和自动气象台，随时预报天气还
能预测气候，农民不再依赖‘花木管时令，鸟鸣报农时’，二十四
节气用以计时和指导农事的使命已经结束。泥巴先生，你怎么
看？”

“汪！这真是一个好问题。没错，计时和指导农事的手段
越来越现代化，但是，二十四节气没有被替代，也没有被淡忘。
它出现在电子日历上，继续提醒时节变迁、四季循环；它是科
学，也是体现‘天人合一’的哲学！那些和节气有关的诗歌、谚
语、传说、习俗等，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里，成为中国人骄傲的

文化印记……蝴蝶，请问你也是来太阳村寻根的吗？”
（本文为《二十四节气中国童话》前言有删节 据

人民网 作者：味道）

你好！太阳之子

★作 者 高春香、邵敏
许明振、李婧

★出版社 海豚出版社

《这就是二十四节气》

★作 者 丁鹏勃 任彤
★出版社 中国画报出版社

《花开未觉岁月深：二十
四节气七十二候花信风》

★作 者 庞培 赵荔红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书写：二十四节气》

★作 者 黄耀红
林帝浣

★出版社 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天地有节：二
十四节气的生
命智慧》

★作 者 味道 锅一菌
★出版社 化学工业出版社

《二十四节气中国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