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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立秋盛会上的散语
程晋仓

“云天收夏色， 木叶动秋声”。
暑去秋来 ， 立秋昭示着成熟的到
来 ， 丰收的喜悦 ， 收获之季的开
启， 今天， 大家集聚一堂， 共话时
节之事， 也是一个庆丰收的盛会，
因为淮南师范学院应克荣教授耗时
数年搜集考证整理著成的 《时间里
的中国智慧———二十四节气研究》
新书出版暨 “二十四节气与中国美
学研究” 学术研讨会的召开， 可以
说是一场对于二十四节气， 淮南子
研究和淮南之学再深化再升华的大
事。 我认为这是一件可贺之会、 更
是一件可喜之会、 还是一件可愿之
会。

“可贺” 是因为有佳绩。 应克
荣教授长期潜心淮南子研究， 近年
来多方考证探寻开展田野调查， 形
成 《时间里的中国智慧———二十四
节气研究》 专著出版， 揉合学术性
与常识性， 深入浅出地图文并茂地
将二十四节气的起源、 发展变迁、
传承与创新等历史脉络展现给世
人 ， 这不仅是淮南学者的一项佳
作， 也是淮南师范学院和淮南二十
四节气研究院的研究成果， 更是填
补淮南此项研究空白的精品专著。
“可贺” 是还因为有赓续。 自淮南
王刘安主持编纂千古奇书 《淮南
子》 并首次科学系统完整表述二十
四节气以来， 历代均有学者研究，
但近代以来继安徽大学教授陈广忠
出版 2 本专论之后， 淮南本地学者
以专著形式系统阐述二十四节气尚
属首次 ， 其颇具继承性开拓性意
义。 “可贺” 还因为有前景。 书中
展现给读者的有学术、 有诗文、 有
民俗、 有风物等等， 由此类专著延
伸开去， 相关内容与空间让人思路
洞开， 有待淮南各界先觉之士将其
挖掘， 进一步递次延伸开去， 可转
化， 可细化， 可深化， 可具像化。

“可喜”。 一是自 2016 年 11 月
30 日 ， 二十四节气成功入列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 国家相关主管部门首次于

2017 年 3 月在淮南召开全国性学
术研讨会和 2020 年 10 月再次于淮
南召开有关 “全国二十四节气保护
学术研讨会” 之后， 引发淮南社会
各界乃至于全国对于二十四节气研
究与探索的高潮， 此次专著出版与
相关学术研讨会的召开， 将掀起新
一轮的小高潮 。 二是这项研究成
果， 对于淮南二十四节气研究院提
高研究力， 继之推动淮南二十四节
气展览场馆建设的走深、 走实， 以
及充实内涵， 奠基学术之本也将起
到夯实基础作用。 三是淮南市政协
和淮南师范学院高度重视， 淮南得
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物候环境、 人
文环境， 相关学术团队的文化底蕴
深厚， 研究基础扎实， 学人云集，
氛围浓郁， 当下良好的研究契机以
及今后更多交叉学科的加入， 社会
各界认可与支持力度的持续加大，
未来有关二十四节气相关系列衍生
产品和文旅产品研发的实物化产业
化趋向更加明显。

“可愿 ”。 一是 “以文载道 ”，
可以想像的到， 以此为开端， 在今
后的日子里， 将会有更多更好更优
更深的学术研究成果得以面世， 回
馈社会的关注与支持， 进而引发蝴
蝶风暴效应， 形成淮南之学的广泛
影响。 二是 “以文化人”， 涉及淮
南子、 二十四节气以及更多地方优
秀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整理， 更多
本土通俗普及读物的出版， 将会对
地方文脉传承， 文明教化， 崇文重
学， 引领风尚， 滋养心灵， 起到润
物无声 ， 潜移默化之功效 。 三是
“以文化俗”。 深入领会践行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座谈会上重要讲
话精神， 坚定文化自信， 做好 “两
个结合” 文章， 紧扣淮南实际， 立
足淮南深厚文化之基， 广纳各方英
才， 多出优秀作品， 弘扬地方文化
精粹， 讲好淮南地域故事， 传播淮
南之学， 擦亮淮南名片， 定会激发
更多的人士热爱淮南人脚下这片
丰腴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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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里的中国智慧———二十四节气研究》（以
下简称 《二十四节气研究 》）一书 ，由安徽人民出版
社在 2023 年出版发行。为促进传统文化现代化和地
域文化升级发展，作者在综合考虑二十四节气的世
界影响（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传播情况）、国内
发展现状以及二十四节气发展历史等因素的情况
下， 广泛搜集典籍中关于二十四节气的相关资料，
系统整理和精心撷取二十四节气中的由来、 民俗、
诗学、传播和创新等情况，按照历时性的发展顺序，
编辑成书。 该书内容丰富、图片精美，案例精当，既
能为二十四节气的知识普及与传播提供参考，又为
传统文化中的时间意识与时间智慧提供借鉴。 通过
对本书的细致阅览，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主题明确 条分缕析
《二十四节气研究》一书以“二十四节气”作为主

题，分类梳理与总结了二十四节气的几个方面，分别
是二十四节气概述、二十四节气的由来、二十四节气
与民俗、 二十四节气与诗歌、 二十四节气的对外传
播、二十四节气的传承和二十四节气的创新。 这七个
部分彼此相互衔接，从表及里，逐渐推演，学术性较
强。 从概念梳理出发， 介绍了二十四节气的形成过
程。 二十四节气的完整名称最早在《淮南子·天文训》
中首次出现。 作者认为，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结晶， 它所蕴含的知识体系在其他文明中并没有
出现。 它与中国绵延悠久的农耕历史、高度发展的农
业文明、和谐包容的思想理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 作者结合传统文化制度因
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方面归纳分析
了二十四节气的发展内涵， 通过总结二十四节气的
文化内涵、历史由来、诗学典型、对外传播和发展创
新等方面，总结案例概括，有效确定与呈现了二十四
节气的基本内涵。

二、内容丰赡 配图精美
全书着眼于中国的时间智慧，介绍了中国计时系

统的形成、发展和确定概况，并且梳理出了二十四节
气作为计时的独特方式与中国人的生产生活、文化生
活以及政治生活的密切关系，并且配以各个节气的经
典照片，以科学的角度、以诗学的视角、以文化的视野
对二十四节气进行了全面介绍， 是迄今为止全面、系
统介绍二十四节气的典型书籍。 作者认为二十四节气不仅是世界非物质文化
遗产，而且作为中国特色、安徽地域文化，对于理解民俗、拓宽传统、实现节气
时令的与时俱进以及健康养生等有着非常大的现实意义。 它既满足了体验农
业与回归自然的心理需求，又实现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社会诉求。

三、特色突出 不断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中国国情的现代

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对中国基本特色的回归，是传统文化的回归，同
时也是现代化的协调共生。 《二十四节气研究》中民俗开发是本书的精彩之
处。 作者以几个故事的方式体现了二十四节气在各地民俗的体现，比如河南
南阳县衙打春牛的习俗，再比如清明插柳的民俗、夏日摆三新的民俗等。 这
些接近功利然而又朴素的民俗， 表达了劳动人民为了缓解生存压力的紧张
情绪，求得上天庇佑，获得美好生活的朴实愿望。 作者指出，二十四节气是在
先民的实践经验中不断总结出来的，然而它又不局限于古代文化的限制，它
逐渐融入了农业文明，并在工业文明中呈现出它调节生活、健康养生，同时
又尊重自然，仪式生活的需求。 它的与时俱进与现代化融入，体现了农业文
明和工业文明的交融，并在推动传统文化的创新方面更进一步。

总体而言，《二十四节气研究》主题明确，特色鲜明，内容丰富。 它既在诗
情画意中体现了作者对时令的敏锐感受和对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 同时又
对二十四节气的概念梳理与现代性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为二十四节气在现
代的发展提供宝贵的借鉴经验。 这是一本集学术性和通俗性于一体的高质
量书籍。 这本书从学术渊源出发，结合发展历史，并在农耕经验和民俗生活
中取长补短，搭建了传统与现代交流融通的桥梁，启发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新思考。 二十四节气作为古老中国的计时系统，在时间运行和季节变换中
呈现出独特的语言叙述模式，值得每个人去倾听。

科学化到大众化的力作
刘 全

应克荣、 陈瑞康 《时间里的中国智
慧———二十四节气研究》（以下简称 《二
十四节气研究》）一书，总体上从概述、由
来、节气与民俗、节气与诗歌、对外传播、
传承、创新七个方面进行科学阐述，是研
究二十四节气的力作， 是科学化到大众
化的力作，是专业化到通俗化的力作，是
传播中国农耕文明的力作。 如何发挥《二
十四节气研究》的当代价值，为淮南社会
经济发展发挥作用， 为淮南人民带来实
实在在的利益，应当在三个方面发力。

一是为二十四节气这个淮南城市名
片提供了文化支撑。 2017 年、2020 年两次
全国二十四节气保护工作研讨会在淮南
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相关社
区、群体代表围绕二十四节气传承、实践
研究、 传播经验分享等议题深入交流，探
讨进一步加强合作、拓展深化保护工作的
途径及措施，以便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
二十四节气。 作为二十四节气的诞生地，
淮南已成为国家非遗中心开展二十四节

气工作的坐标。可以说二十四节气是淮南
城市的名片， 是淮南文化发展的金字招
牌，名片后面应该有内涵，招牌背后应该
有支撑，《二十四节气研究》为淮南深化世
界非遗二十四节气的研究提供了有力支
撑，为淮南擦亮二十四节气城市名片提供
了有力支撑。

二是为淮南建设二十四节气展览馆
提供了文化支撑。 二十四节气与淮南源
远流长。 《淮南子·天文训》 中第一次完
整、 科学地记载了二十四节气的运行体
系。 在淮南，有非常多的二十四节气活态
民俗文化传承。 在夏至入伏以后，有盘伏
习俗。 家家户户会把储存的粮食、衣物、
书籍等等统统放置在阳光下暴晒，除虫、

除菌 、除湿 。 秋分时节 ，准备秋收 ，农谚
有 ：秋分不分 ，拿刀砍根 ，且常与中秋节
的摸秋、打火把习俗融为一体。 目前，淮
南地区的夏至和秋分民俗已被批准为省
级非遗（扩展）项目。2018 年起，市政协为
淮南建设国家二十四节气展览馆开展了
许多有意义的工作， 现在市政协仍在助
力寿县老博物馆改建二十四节气展览馆
工作， 这本书也将成为展览馆建设的文
化支撑。

三是为淮南建设国家二十四节气传
习基地提供了文化支撑。 为确保二十四
节气的存续力和代际传承,在文化部非物
质文化遗产司的指导下,由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作协调,中国农业博物馆

牵头成立了二十四节气保护工作组 ,制定
了二十四节气保护计划，建立传习基地。
作为二十四节气第一次完整记载者———
《淮南子 》的发源地淮南 ，应该有国家级
传习基地， 并且把这个传习基地建设成
为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基地 ，让广大中小
学生在研学旅行中感受二十四节气的
中国创造 ，认识农耕文明的 “活化石 ”，
了解二十四节气的历史渊源和现实价
值 ，将 “时间里的中国智慧 ”传播开来 ，
为广大青少年学习中华传统优秀文化 、
感受农耕文化的第二课堂和科普教育
实践基地建设助力 。 我相信淮南终将建
设成为国家二十四节气重要的传习基
地、 研习基地，《时间里的中国智慧———
二十四节气研究》 将成为基地的文化支
撑。

我们有信心打造有品质的科普教育
传承基地， 真正把这一中华文明独有的
重要遗产守护好 、研究好 、展示好 ，为加
快建设美好淮南提供有力支撑。

“二十四节气与中国美学”中的书画研究
陈大利

关于二十四节气的文化研究， 是一
个大课题， 从远古文明肇始到农耕时代
兴盛 ，再到现代乡村振兴 、美育实践 ，诗
歌 、书法 、绘画 、音乐 、舞蹈 、影视的文化
传播形式一直都是人们所喜闻乐见的。

翻开应克荣、陈瑞康著作《时间里的
中国智慧———二十四节气研究》，扉页上
的一组彩色照片很有张力。 这组照片都
是淮南本地的风物， 熟悉而亲切； 二十
四个节气点展现出物候的变迁， 直观又
凝练；集中拍摄于 2021 年，日子很特别。
一图片 、一诗句 、一节气 ，与书名 “时间
里的智慧 ”高度契合 。 如 “芒种 ，节序届
芒种 ，2021 年 5 月 21 日摄于洛河镇 ”，
蓝天下金黄的麦穗颗粒饱满， 沉甸甸洋
溢着丰收的喜悦。

照片属于图像素材之一， 图像学方
法运用的三个步骤 ：描述 、分析与解释 ，
同样适用于传统书画世界中的节气文化
与美学精神研究。 我结合自己对相关书
画资料的梳理，谈一谈几点切身感受。

第一，穷源竟流，多多益善。 传统书
画作品是二十四节气与中国美学关系研

究中的第一手史料。 如何从海量的图像
资料中搜集与二十四节气文化密切相关
的书法、 绘画史料， 是开展学术研究的
第一步。 最早与二十四节气相关的节气
风俗与农耕文化 ，可以从甲骨文 、金文 、
画像砖石 、敦煌壁画 、民间版画 、年画 、
剪纸、 陶瓷画等材料中寻绎。 正如元稹
的 《咏二十四节气诗 》是从文人的角度 ，
来解读二十四节气中的风 土人情 ，如
《芒种五月节 》中 “相逢问蚕麦 ，幸得称
人情 ”一样 ，王羲之的 《丧乱帖 》、苏轼的
《黄州寒食诗帖 》等书法经典 ，张择端 、
仇英的 《清明上河图 》等传世绘画 ，都可
以探究作者对农业生产、 节气时令的普
遍关注及敏锐感受。 与来自民间的书画
及文人绘画的表达方式不同， 清代宫廷
画家张若霭的 《二十四节气图》 册页收

入 《墨妙珠林 》，书画合璧 ，更具有典型
意义。 需要深入挖掘更多诸如此类的原
始资料， 这些资料都具有很高的文化价
值、审美价值。

第二，跨越时空，传播久远。 该书第
五章 “二十四节气的对外传播 ”，谈到二
十四节气文化在日本 、朝鲜 、越南 、马来
西亚等国家的广泛传播， 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研究视角， 在这些国家中与二十四
节气文化相关的书法绘画作品， 同样值
得关注 。 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
十四节气文化属于中国 ， 也属于世界 ，
二十四节气与中国美学研究同样可以上
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跨越时空。 二十
四节气书画作品在海外的传播研究 ，还
有更大的拓展空间。

第三，跨界合作，数位资源。 陈广忠

教授提出 《淮南子》 的研究团队需要有
天文学、 数学、 计算机等领域的专家加
入 ，打破学科界限 ，实行跨界合作 ，有利
于研究更进一步。 搜集、 整理与二十四
节气相关的文史资料、 书画资料， 也需
要在大数据的背景下， 充分利用电子资
源，为研究提供新的方法。 台湾“中央研
究院” 院士黄一农， 早年获哥伦比亚大
学物理学博士学位， 后从天文学转向历
史研究 ，尤其是 《红楼梦 》研究 ，独树一
帜 ，这得益于他提出的 “E”考据方法 ，能
够高效有力地验证猜想、 解决问题。 如
何在传统文献资料的基础上， 充分而合
理地使用数位资源， 也是本课题研究需
要关注的方法论之一。

另外，从艺术实践的角度，如何围绕
“二十四节气与中国美学 ”这一主题 ，打
造地方文化名片， 政府部门可以牵线组
织更多优秀的专业人士进行书法 、绘
画 、设计 、影视 、动漫 、文学等艺术作品
的创作 ，并结合生态农业 、乡村振兴 、文
化旅游等项目， 进行富有现实意义的探
索。

中华民族的智慧，赓续传承的遗产
陆 耿

研读 《时间里的中国智慧———二十
四节气研究》 一书， 能让每一个读者对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十四节气有一个
全面的了解 ， 在感叹先民智慧的同时 ，
传承非遗文化。

一、 博古及今， 恢弘的研究架构
《二十四节气研究 》 全书 30 余万

字， 除绪论部分外， 共七章。 涉及到天
文学、 地理学、 文学、 历史学、 考古学、
传播学等多学科领域， 是目前关于二十
四节气研究 “百科全书” 式著作。 《二
十四节气研究》 的研究纵横捭阖。 绪论、
第一章二十四节气的由来、 第六章二十
四节气的传承这三部分内容， 重点阐述
了二十四节气的由来、 产生、 演化、 传
承， 展现了研究者历时性框架设计， 让
我们了解了二十四节气的形成发展、 前
世今生， 了解了二十四节气从西周时期
到现当代的传承 ， 上下纵横两千多年 ，
博古及今， 这种研究框架可谓恢弘。

二、 触类旁通， 宽阔的研究视野
关于二十四节气的研究成果颇丰 ，

已有的研究著作各有侧重， 有的侧重民
俗 、 有的侧重天文学 、 有的侧重文学 、

有的侧重农学等。 应克荣教授将研究的
视角放的更大、 更宽， 阅读该作， 让我
们不仅了解了二十四节气的划分依据 、
形成发展， 还了解了二十四节气形成的
原因 、 文化内涵 ， 二十四节气的风俗 、
传承与创新； 读懂了经史子集里对节气
的记载， 诗词歌赋里对节气的描摹。

三、 旁征博引， 扎实的文史知识
《二十四节气研究 》 涵盖的知识领

域较多， 不管是二十四节气的由来、 二
十四节气与太阳运动、 中国经史子集里
的二十四节气 ， 还是二十四节气与诗
歌， 都涉及了大量的文史知识。 二十四
节气传承了两千多年 ， 史料不断累积 ，
在浩瀚的中华文史中查阅关于二十四节
气的内容， 无疑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但
作者硬是从这些文史资料中抽丝剥茧 ，
梳理了各类史料的记载， 彰显其扎实的

史料功底。
在二十四节气与诗歌一章里， 梳理

了先秦时期与节气相关的诗歌， 认为汉
魏时期是二十四节气诗歌初成时期， 唐
代是二十四节气诗歌繁荣时期， 宋代则
是其诗歌的成熟期。 并为每一个节气选
择了一首代表诗歌 ， 共 24 首诗 ， 从文
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 形成了 24 首诗歌
赏析文章， 彰显其深厚的文学修养。

四、 关注当下， 突出的实践价值
《二十四节气研究》 创新内容很多，

其中关于二十四节气的当代传播、 活态
传承的研究尤为突出。 《二十四节气研
究 》 分析了谣谚传说中赓续的节气文
化， 通过走访调研和案例搜集， 给读者
呈现了二十四节气在民俗活动中的生动
传承。

该书认为， 二十四节气的创新主要

体现在三个方面 ： 一是传播内容的创
新， 二是传播形式的创新， 三是传播媒
介的创新 ， 并提出了具体的实践性建
议。 这些观点、 建议对当代的二十四节
气的传播创新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价
值。

五、 通俗易懂， 优美的叙事文笔
二十四节气是古人根据太阳在黄道

上的位置变化和地面气候演变次序而对
全年所做的划分， 与中国古代历法相结
合 ， 其划分又分为平气法 、 定气法等 ，
归于天文、 历算、 地理等学科知识， 但
在该著作中， 应克荣抛弃传统的学术考
究语言， 让读者能够一读就懂， 轻松阅
读。 这主要源于她扎实的理论素养， 能
够将晦涩难懂的专业知识， 深入浅出地
阐述清楚。

应克荣文史专业出身， 从事新闻传
播教学， 她深谙文化叙事之道， 《二十
四节气研究》 用朴素的语言， 给我们娓
娓道来， 她饱含着人文情怀， 将二十四
节气这一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分展现
在我们面前， 让我们能在有限的时间里
领略时间里的中国智慧。

在一次有关“二十四节气”专题讲座
中 ，PPT 第一页我写有这样一段话 ：“每
天我们都跋涉行进在二十四节气的旅途
中。 穿越上一个节气， 历练着当下的节
气，再向未来的节气进发。 气候、物产、风
景的记忆表象一波三折，就像开汽车行驶
在乡间的道路上，眼前的田园景色不断退
隐，迎头又扑来新的物候。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花开花落，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

应克荣教授以女性对春夏秋冬季节
变化的敏锐物感与情感迷恋， 将有中国
“第五大发明 ”之称的二十四节气 ，上升
到学理高度， 进行系统的梳理钩沉与科

学的研究探索， 给广大读者奉献了这部
《时间里的中国智慧———二十四节气研
究》。 这是她在地域文化学术家园中辛勤
耕耘、 勠力追求、 呕心沥血的结晶与明
证 ；这是一部融学术性 、艺术性 、赏读性
为一体的妙品；这是一部内容丰赡、图文
并茂、趣味盎然的佳作。

应克荣出生在具有中国南北自然气
候和人文内涵分界线淮河———秦岭的淮
河北岸。一望无际的淮北平原优美的自然
环境，让她对大自然充满了挚爱。 故乡挖
荠菜、闹社火、赶庙会、割蒲公英、捡麦穗、
三伏纳凉、采菱角、打火把、摸秋、掰玉米、
打雪仗等等与二十四节气关联起来的自
然景观与人文事象， 融入了她的文化基
因， 伴随其童年、 青少年成长的全过程。
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她读中国语言文
学、读政治学，又读历史文献学，跨学科地

不断学习、研读探索，构成了其宽广的知
识结构、开阔的学术视野，所以做起学问
来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作者摒弃那种将
每个节气一一罗列的二十四节气研究传
统套路，以宏观的视野把二十四节气作为
一个整体“文化事象”进行探索。 在 31 万
字的篇幅内，将全书分成绪论、二十四节
气概述、二十四节气的由来、二十四节气
与民俗、二十四节气与诗歌、二十四节气
的对外传播、二十四节气的传承、二十四
节气的创新等八个大部分，在将二十四节
气的起源、发展变迁、传承与创新等历史
的纵向脉络梳理清晰明朗的基础上，又以
横向的视野， 通过二十四节气与民俗、与
诗歌的关系外拓，为我们展示了二十四节
气发展历程中，积淀出的丰富内涵与灿烂
多姿的文化衍生品。特别是本书的第五章
“二十四节气的对外传播”，详细地描绘了

二十四节气向日本、朝鲜、韩国、越南、马
来西亚等国家的传播影响，以及这些国家
二十四节气的文化特征与发展状况，展现
了中华文化的辐射力与影响力，为我们树
立中华文化的自信提供了样板。

为了完成这本专著， 作者广泛搜集
本课题研究的原始文献， 认真研读前人
的研究成果， 找到前人研究的不足和缺
漏罅隙，加以丰富和完善。 全书在行文的
过程中， 注重二十四节气传播发展史的
描述， 抒发了对中华民族先祖发明二十
四节气的敬仰与赞叹； 又表达了自己对
二十四节气的认知、看法和观点，有立论
有依据有论证，逻辑严明，思维清晰。 同
时，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作者能把自己
放到二十四节气的生活文化中去研究 ，
她利用淮河两岸作为二十四节气起源地
的独特自然环境与地理优势， 每逢节假
日就端着照相机与课题组一起到淮河两
岸进行采风和田野调查。 记得一年七月
底， 正是酷暑时节，“小暑大暑， 上蒸下
煮 ”，为了拍摄小暑三候的 “鹰始挚 ”，课
题组冒着高温， 赶到八公山腹地去寻找
老鹰的踪迹。 鹰没有找到，却意外发现了
成片开着蓝色小花的野生大豆， 这是我
们在完成《淮南豆腐文化》课题苦苦寻觅
而不得的场景。 我们一时忘却了失落，不
顾骄阳炙烤、欢呼雀跃。

沿着七十二候的风物线索， 作者拍
摄了大量与二十四节气相关的照片。 在
出版的过程中，经过与编辑反复协商，最
后为每个节气挑选了一幅精美、 代表性
的照片作为彩页， 并用一句古诗配上题
名。 这样一来，整本书可读可视，灵动活
泼，清新超俗。

二十四节气学理性系统性的探索与钩沉
方 川

相关链接
近日， 淮南师范学院教师应克荣、陈

瑞康的专著《时间里的中国智慧———二十
四节气研究》，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摒弃将二十四节气一一罗列的
传统研究模式，把二十四节气作为一个整
体“文化事象”进行探索。 在 30 多万字的
篇幅内，将全书分成绪论、二十四节气概
述、二十四节气的由来、二十四节气与民
俗、二十四节气与诗歌、二十四节气的对
外传播、二十四节气的传承、二十四节气
的创新等八个部分。

这是一部融学术性、艺术性、赏读性
为一体的妙品；这是一部内容丰赡、图文
并茂、趣味盎然的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