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 河2023年 10月 17日 星期二 3本版责编/鲍 宏

关于二十四节气的几点看法
程晋仓

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凝结
中华民族智慧的二十四节气在我国创立
以来，至今已传承发展了 2000 余年，它是
中国人在观天察地、认知自然的实践中创
造发明出的一套科学时间知识体系，是中
国农耕社会顺天应时、指导实践的生活制
度，也是安排农业生产、协调农事活动的
基本遵循，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
文明成果的典型代表，浓缩了传统文明的
高度智慧，展示了中国人认知宇宙、探索
自然世界的独特方式及其实践活动的智
慧成果，凸显了中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哲学思想、文化精神和智慧创造。

应天时而动，就地利而兴，二十四节
气的本质是一种时间制度。 从科学角度
看，二十四节气是我们时间制度整体的一
部分，它指导我们包括农业在内的创造生
活资料的一切活动时间节律。中国人通过
观察太阳周年运动， 认知一年中时令、气
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
系和社会实践，指导着传统农业生产和日
常生活，是中国传统历法体系及其相关实
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将
运动轨迹分为 24 等份， 每一个等份为一
个节气，即二十四节气。 它是中国人在观
天察地、认知自然的实践中创造发明出的
一套科学时间知识体系，是中国农耕社会
顺天应时、指导实践的生活制度，也是安
排农业生产、协调农事活动的基本遵循。

二十四节气融合四季、 贯穿全年，广
为实践、流布全国，深刻影响世界。 2006
年，二十四节气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016 年，二十
四节气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在国际气象界，
二十四节气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二十四节气从 “中国非遗 ”走向 “世界非
遗”，成为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提升中
华民族文化凝聚力最生动、最鲜活的文化
符号之一。与此同时，保护传承、发展利用
好二十四节气也成为中国人对全人类的
郑重承诺。

翻开史册，先秦《尚书·尧典》中即有
“日中”“日永”“宵中”“日短”的记载，相当
于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节气。

《周礼》中有 “冬夏致日 ，春秋致月 ，
以辨四时之叙”“冬日至， 于地上之圜丘
奏之……夏日至， 于泽中之方丘奏之”的
表述，明确提出了冬至和夏至。

《吕氏春秋》 中出现了 “日夜分”“夏
至”“冬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始雨水”等称呼。

二十四节气第一次得到最完整的表
述、计算和记载，是在被胡适誉为“绝代奇
书”的《淮南子》中。 淮南王刘安崇尚自然
科学，对天象星宿进行测量，划分节气。二
十四节气作为完整的知识体系，经历了地
域传播和自上而下的阶层流动以及本土
化和世俗化的变迁和定型，形成以太阳和
月亮为核心的地缘群体，日渐成为寻常百
姓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四节气
体系的完成和发布，至今已有 2100 多年。

从淮南特殊地理区位和人文历史看
来，淮南之于二十四节气，有着极为重要
而特殊的意义。 可以说，二十四节气的研
究是继承了楚人天文学成果， 根据太阳、
月亮、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北斗
斗杓、二十八宿标示的度数、十二月令、十
二律和地球的运行规律，制定出永恒不变
的历法，淮南王刘安的科研团队又进行了
详细的观测和推算， 最终在淮南王国都
“寿春”结项完成，二十四节气终于研制成
功。淮南王刘安于此第一次完整系统地提
出了二十四节气，而淮南正位于我国南北
地理分界线的中点线上，四季分明，恰好
体现了二十四节气两“分”两“至”的特点，
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意义。

“种田无定例，全靠看节气。 ”深深根
植于传统农耕文化的二十四节气，穿越数
千年，与现代气象科学完美“重叠”，“撞个
满怀”。

不仅如此，二十四节气仍在深深影响
中国人的时间制度安排，这是我们当今为
什么要对二十四节气进行保护的理由之
一。 从清明节、冬至节到近年设立的丰收
节，二十四节气为中国人安排时间与相关
实践提供了依据，激励中国人在继承传统
的同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30 多年前， 淮南市举办中国豆腐文
化节之初，地方政府就牵头发起，国内外
一批专家人才汇聚参与设立了 《淮南子》
研究机构专事淮南子文化研究，探求千古
奇书《淮南子》能够古为今用且已有颇丰
成果。 依托《淮南子》和二十四节气文化，
多年来， 淮南市已在境内的诸多城市广
场、公园、高铁站、商场等兴建开辟了多处
群众喜闻乐见的二十四节气文化设施并
推广普及知识体系，特别是在城市中心的
舜耕山上建设了彰显二十四节气文化特
征的文化游园———梅园，在八公山国家地
质公园内精心打造出淮南子文化园，并将
二十四节气文化以碑刻雕石等形式融入
到自然人文美景之中而形成的二十四节
气游园，彰显出淮南及八公山地域内的深
厚历史文化底蕴。

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的典型代表， 浓缩了传统文明的高度智
慧，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值得也
必须加以保护。 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特
有的文化符号， 是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
重要标志之一。经济可以全球化，但是文化
必须是个性的，并且经济越是全球化，越要
注重保护文化的个性。保护的过程，既是进
一步培育、壮大民族自信心的过程，也是进
一步加强、 提升与其他民族文化沟通交流
的过程。 通过双向互动，寻求人类文明的
共通之处，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火炬更加
闪亮。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漫漫历
史长河中， 二十四节气形成了诸多民俗，
尽管带有各自地域色彩，但是中华民族勤
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一以贯之。 保护
二十四节气，就是保护民族精神。 二十四
节气及其实践活动所代表的价值取向，是
中华民族不断追求美好生活的象征。

江淮大地，究竟在哪儿？
黄 浪

我们常常看到“江淮大地”这个词，它
是安徽省的一种雅称。 类似的表述在其他
省份也有体现 ，如用 “齐鲁大地 ”表示山
东 ，用 “荆楚大地 ”指代湖北 ，用 “三湘大
地”称呼湖南。 用一个自然地理或文化地
理概念来指代一个省份可能有不合理之
处，但有利于省内的文化认同，从而提升
全省凝聚力，并且似乎已成为一种趋势。

但是“江淮大地”与“齐鲁”“荆楚”“三
湘”有不同之处：后三者具有较明显的排
他性，但“江淮大地”所指地区，不光涵盖
了安徽，还涵盖了江苏。

“江淮”本指长江和淮河两条大河，后
来引申为地区名。 在传统年代，狭义的“江
淮”是指长江与淮河之间，包括现在的江
苏、安徽的中部以及河南南端、湖北东北
角一带，以苏皖为主。 广义的“江淮”则包
括淮南、江南地区，核心区域也主要位于
苏皖二省。

在行政区划领域， 历史上有两个以
“江淮”命名的省份，一个是元初的江淮行
省，一个是清末的江淮省，二者都是昙花
一现 ，但对于谁是 “江淮 ”有较大的说服
力。 元朝的江淮行省，大致涉及江苏除徐
州、宿迁以外的绝大部分，安徽则是淮河
以南地区，显然江苏占比区域更多。 至于
1905 年设置的江淮省是从江苏省析出的，
包括江北除启海、靖江以外的地区以及江
南的南京和句容等地，与当时的安徽省没
有直接关联。

不仅江淮省全境都在江苏，我们从传
承历史的城市名称中，也可发现“江淮”更
偏向江苏：江苏有江阴、镇江、靖江、淮安、
淮阴等多个含有“江”或“淮”的地名，很多
城市名已有上千年历史。 而安徽和长江有
关的市县地名只有“望江”，而和淮河有关
的则有淮南、淮北两市，但是淮南、淮北两

市称呼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才产生的：1950
年，县级淮南市设立，1952 年升为省辖市；
而淮北市的命名更是晚至 1971 年才产
生，此前则被称作濉溪市。 总之，传统意义
上的“江淮”同时囊括江苏和安徽，而且似
乎更倾向于江苏部分。

尽管传统年代安徽的“江淮”形象相
对江苏较弱，但目前的“江淮”标签却更多
地与安徽挂钩。 除了“江淮大地”，大众传
媒里的 “江淮人民”“江淮儿女”“江淮两
岸”等称呼也都与安徽相关。 在“你不知道
的中国”这套丛书中，安徽被定位为“江淮
之滨”，而江苏的标签则是“鱼米之乡”。 安
徽境内还将出现一条引江济淮的大通道，
这也被称作“江淮运河”。 在安徽，还有众
多以“江淮”命名的企业、品牌。

我们在一些领域还能发现 “江淮”由
江苏向安徽的历史迁移：传媒领域，民国
时的《江淮日报》《江淮杂志》分别在盐城
与扬州创刊，均在江苏，而如今以“江淮”
命名的 《江淮时报》《江淮晨报》《江淮》杂
志均为安徽媒体。 教育领域，民国时的江
淮大学位于今淮安洪泽区，而今天以“江
淮”命名的院校则是安徽大学江淮学院。

江苏在“江淮”概念上的失语可能与
江苏省内淮河主流的中断有关。 淮河干流
横穿安徽全境，但流经江苏的部分主要就
是盱眙县，其他地区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开通的水面相对不太宽阔的人工
河道，作为南北方分界线的苏北灌溉总渠
即是其中之一。

古时候， 淮河在江苏沿海独立入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江苏治理淮河，
陆续建成苏北灌溉总渠、 分淮入沂河道
（淮沭河）、淮河入江水道，本世纪初又建
成淮河入海水道。 这四条河都不是淮河故
道，其中入江水道水量约占四条河流的三
分之二， 淮河一定意义上成为长江的支
流。 这样，江苏广大地区在没有淮河干流
的情况下称“江淮”似乎有些尴尬了，而安
徽则是真正唯一被两条大河大面积穿越
全境的省份，从自然地理角度讲，称作“江
淮大地”是合乎时宜的。

淮 河 风 情 三 部 曲
阿 睿

淮河客运
千里长淮自豫入皖后， 直入中下

游有一段河道，壁立湾转，潺湲奔流 ，
这段河流曾在那个年月， 风光荣耀地
负载过名号为“光明伟大”四艘大新客
轮投入淮河怀抱， 往返载客， 行驶航
运。

东去淮水 ，浩浩长流 ，层层浪波 ，
片片风帆，翩翩飞鸟，都听到了，也看
到了那被称作 “淮光 ”、“淮明 ”、“淮
伟”、“淮大”由八十马力柴油发动机为
引擎的四艘航运客轮， 劈波斩浪轰然
问世。明净敞亮，高大威武，平静安详
的淮河一时多出四道姿容亮丽的水上
骄子，汽笛轰鸣，浪花飞溅，丽阳惊瞳，
流云瞠目……

客运上自七十二道淮水支流归宗
的历史文化名城寿州正阳关古镇码头
起航， 下至抵达傍淮都市蚌埠港口终
点。朝发夕至，往返对开，沿岸途经四
市三县区乡村及相应停靠的船站 ，尽
览一河春夏秋冬四季风光， 荷载两岸
人家奔波劳碌方便出行； 实现了往来
走动畅通快捷的向往与期盼。

波送涛迎，浪回涡旋。客轮每到一
站，上下乘客，进进出出，肩扛手提，携
幼扶老，笛鸣悠悠，笑语朗朗，旗帜同
轮舱辉映，马达共涛声欢鸣，风靡了城
乡村舍，万家千户。

远不止凭借船运出游， 通四方行
远， 乘客还可随身捎带各种生产或家
用器具物品，尤其诸多化肥、农药、种
籽、棉布、食粮等大宗货物，亦可顺带
运载，城乡往来，物流畅通。航运客轮
带给两岸人家方方面面所需的极大便
利，笑逐颜开地走出因交通滞后，陆路
不畅带来的困境。

“光明伟大” 四艘淮河航运客轮，
谁给起的这么个响亮又震撼的名字，自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至今也已过去半个
多世纪， 今天听来依然还那么神采奕
奕，风光无限，是天才，是智慧，为长流
不尽的大美淮河增辉添彩，并留下她千

层浪叠书写的佳话传闻……

淮河放排
从大别山麓的竹林人家起步 ，经

淠史杭水利枢纽的淠水入淮， 波涌浪
卷，一泻而下。一路百回千转，浩浩荡
荡，顺流漂泊，开始了放排人浪迹淮水
甘苦备尝的勇士生涯。

一根根拔地冲天的粗大毛竹 ，刀
砍斧斩采伐放倒后， 再将数百上千根
列成一排， 上下层叠， 经铁丝绳索编
织，捆牢扎紧，组合一个长长宽宽达数
十米齐整的竹筏大排，青棱棱黄盈盈，
浮泛着大别山竹茂林密的神秀丰采 ，
山里人家支援山外各地建材需求的盛
情，整装待发。

那个年月，没有哪家陆路车辆，没
有哪家水路船舶可以负载这顶天立地
的重荷， 唯有滔滔奔腾的长淮流水能
够慨然承诺， 由河流捧举着交给了英
勇果敢壮志豪情的放排人， 投入滚滚
波涛浩浩激流， 伴随放排人一道漂浮
而去。 从此美丽清悠的淮河平添一处
别致的风景。

宛如一块宽大的长方地毯铺上河
面，竹排的一端搭建一间蓬帐，那是放

排人临时住宿的家，房后是长廊，门前
是庭院 。锅碗瓢勺 、炉灶 、床铺 、晾衣
架，还有油盐、蔬菜和食粮，同主人一
道，都在河面漂着，荡着。不计行程，不
知归期，随波逐流，直到安全抵达建筑
建设预定的场地。

波峰浪谷 ，潮起潮落 ，朝行暮宿 ，
沐风栉雨。日破浪涛奋进，夜伴星月安
眠；一排抵岸，下一排待发，长年不断，
这就是放排人的事业生涯。有热情奔放
的淮水相助，虽苦犹乐，相与共进。

一群鹭鸟扑扑腾腾打河面掠过 ，
嘎欧，嘎欧———，那是为淮河上下一道
独特的风情而鸣响节奏明快委婉动听
的送行曲么……

淮河纤夫号子
曲折蜿蜒的淮河长流， 有多少波

折弯转，多少岩礁岸滩？没有人去数 ，
也数不过来。

去问淮河岸上的纤夫号子吧 ，它
们知道， 破浪前行的大船悠悠颤动的
纤缆，弓背蹬腿的腰身，不仅仅是坚韧
不拔的意志毅力， 还有粗放悠长的音
嗓喷吐的号子， 带着一往直前的执着
与可同淮水交融的汗水， 飘荡在淮河

波澜之上长年累月经久不息的清悠高
亢的咏叹！！

淮河纤夫号子， 不是那种柔情蜜
意情调的抒发， 那种声乐唱法艺术的
演练， 它是奋进前行劳动者威武雄壮
勇力的释放， 是逆水行舟以挑战激流
险滩不屈不挠的鼓呼， 一步一个脚印
坚实有力破浪取胜的召唤， 足以令夏
日酷暑炎威退却，冬雪霜冻严寒消融。

淮河纤夫号子， 有着淮上人家庆
丰祝捷铿锵锣鼓节奏的豪放， 有着文
化古城花鼓灯歌曲调韵味婉转的悠
美， 源远流长淮河大文化乐谱上一个
不见经传随意弹跳的音符； 不比天籁
之音，听来却是这般亲切又昂奋。因为
那音符是水上人家蘸着自己的热血与
汗水谱写， 呼喊出艰难险阻无所畏惧
合力奋进的生命强音！
尾 声

淮河客运、淮河放排、淮河纤夫号
子，这都是哪年哪月哪个年代的事了，
早已一去不复返，至今还有几人记得？
但长流不尽的滔滔淮水， 曾经同它相
伴厮守过的知音， 定然还会用它经久
不息的涛声， 诉说这段依稀记忆的岁
月里程和永载史册的文化风情……

淮 南 揽 胜
王家华

廉颇墓
廉颇墓位于淮南八公山， 墓依山

而建，前有淮水流经 ，后有润泽山林 ，
左右峰峦斜出。

淮南八公山，天然之屏障，历史之
胜地， 有关八公山成语故事较多，“草
木皆兵”，“风声鹤唳 ”，“一人得道 ，鸡
犬升天”等等。

当然， 让八公山享誉盛名是淮南
王刘安，他撰写的《淮南鸿烈》，被近代
学者梁启超称誉为 “汉人著述中第一
流”的巨著。

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招纳各方贤
士，谈仙论道，其中有苏飞、左吴、田由
等“八公”，一次豆汁与石膏偶然相遇，
其味道鲜美，后谓之为豆腐，刘安便成
为中国豆腐的创始人。 淮南王死后也
葬于八公山境内， 离廉颇墓只有 5 公
里。

廉颇老去正逢楚国内乱， 楚人安
葬廉颇于八公山境内， 不能不说是用
心良善，老将军占尽风水，得享天地之
光华。

每次去拜见廉颇，登上后山，远眺
淮水， 就会想起王佩兰的诗句，“今日
荒坟凭吊处，摩挲青史蔚丰功”。

在学生时代，就受到廉颇“负荆请
罪”的熏陶，除了他百战百胜的神威之
外， 留给后人更多的精神瑰宝，“廉颇
老矣 ，壮心不已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
史长河中，当之叱咤风云人物，闪烁着
灿烂的光辉。

唐朝建中三年， 追封古代名将六
十四人，并为他们设庙享奠，当中就包
括“赵信平君廉颇”。

宋代宣和五年， 宋室依照唐代惯
例为古代名将设庙， 七十二位名将中
亦包括廉颇。 后人在景仰供奉廉颇之
余，也有警示之用意。

有关廉颇墓的传说， 每到夏天雷
雨时节，附耳听墓，墓内有车马奔腾的
轰隆声， 人们认为老将军报国之心仍

在，灵魂再现。 考古学者发现墓里有巨
大石条，大石板下一条水渠，专门排水
以免山水沉积渗入墓室， 千年之谜终
于化解。

深入八公山， 山峰叠嶂， 峰峦叠
翠，仙气荡然，赵大将军廉颇之墓碑威
风挺立。

茅仙洞
茅仙洞盛名，只有寻空者最知。 当

你来到茅仙洞时， 才知道哪些可以放
下，哪些可以寻觅。

登楼远眺，淮河绕境而过，北岸云
接粮田， 南面烟云寿春， 背后是八公
山，巨著《淮南子》集大成之地，身临其
境，有颢气迥肠，与万化冥合之感。

步入云阶 ，上是三茅殿 （茅盈 、茅
固、茅衷供灵），下有洞口 ，深入进去 ，
仙气弥漫，洞长 700 米。

洞口外， 丹火熄灭， 尚有余烟袅
袅。 钟声以淮河为背景， 面南是清天
观， 为道场之地， 寻静者驻足敬香参
拜。

传说茅氏兄弟来修炼之前， 曾有
隐仙甪里先生之徒淮南华子期来此 ，
华子期就是《史记》中记载的商山四皓
之一的周术。

自从茅氏兄弟隐栖三峰山中 ，采
药炼丹，广结善缘，方圆百里百姓无病
痛之苦。 后来，茅氏兄弟成仙后，人们

自发地莅茅氏兄弟为尊神，日夜供奉，
后谓“茅仙洞”。

茅仙洞，是道佛庙宇。 道士说，这
里香火不断，名人紧随，诗文叠翠。 林
甫种下的和靖梅枝叶茂盛，山不在高，
有仙则灵。

站在茅仙洞低首望淮， 天水各一
色。

走近茅仙洞，身有尘土，进入自然
身不自然，有穿越之感。

寿唐关
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出自 《淮南

子·兵略训》。 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过
也，此谓地势。 寿唐关是通往寿春的交
通要道。

五代南唐时， 周世宗则在石山口
筑寿唐关，前拒唐兵以抗外敌 ，最后 ，
南唐败，逃到诗词里占山为王了。

用战争的眼光，在站在寿唐关上，
远眺淮河、寿春，真有一股刹气荡然。

寿春 （寿县 ），五次为都 ，十次为
郡，是历代兵家争雄之地，是淝水之战
古战场，很多成语就出在此处。

南绾寿州，北控下蔡，军家把决定
胜负都集中在寿唐关上， 也演绎各种
各式的战争风云传说。

后周赵匡胤寿春被围， 高君宝搬
师救驾，路遇比武招亲女寨主刘金定，
爱国与爱情碰撞出英雄火花。

刘金定攻占了寿唐关， 在此安营
扎寨，南唐卫兵将寿唐关团团围住，她
依然在关上梳妆打扮，然后催动战马，
杀敌无数。

一边浪漫爱情故事， 一边鼓角铮
鸣，金刀飞舞，家家户户无人不知晓 ，
寿唐关后谓为“梳妆台”。

赵匡胤被救了，回中原时，从寿唐
关下走过，这里又被称为“过驾楼”。

多年后，似乎历史戛然而止，开始
演绎与战争无关的故事，商贸集聚，人
来人往，一番热闹场面 ，在民间里 ，起
兴又渐渐消失。

现在，你坐在寿唐关出口处，闭上
战争的眼睛，就能听到古老的叫卖声。

淮河， 寿唐关， 一个仍然源源流
畅， 一个在自然风雨里， 述说传奇往
事，她越变越老越神奇。

八公山珍珠泉
凤凰山下的珍珠泉， 吸引了无数

文人。 明清张晓的《同友至珍珠泉》前
后，有杨瞻、郭公周、张溪、王蓥 、刘永
淮、赵炯然等，先后赋诗叙志 ，琳琅满
目。

非常相信珍珠泉由来的神话 ，肯
定与干渴有关 。 一个叫珍珠的姑娘 ，
因为干渴而死的母亲 ， 到处找水 ，她
决心拯救更多的人 ，一棵茂密的大树
告诉她 ，水就在脚下 ，于是 ，水因其名
而涌。

昭君出塞， 不知是迷路了还是眷
恋故乡，路绕淮南（史书记载可能性不
大），士兵口渴，掘土找水（其实八公山
离淮河很近），很多士兵喝混浊的泥水
而害病，昭君把头上的珍珠扔进水里，
于是，水清甘甜，从此，珠珠相映。

珍珠泉就出自淮南八公山， 怎能
不想起淮南王刘安？ 怎能不想起豆腐？
与豆腐有关的劳作， 磨豆浆， 需要水
吧！ 八公山下，有女儿泉，紫沙泉，响松
泉， 水晶泉等， 刘安唯独选择了珍珠
泉，是不是因为《淮南子》？

珍珠泉还有多少故事可传？ 多少
诗文存世？ 还有多少人饮水洗污？ 珍珠
一串一串。

珍珠泉俗称咄泉 ，喊泉 ，她有道 、
佛的灵性，当你远离尘土 ，心灵呼唤 ，
她，有应必答。

凤凰山在默默地守护她， 山不在
高，有水则灵！

茅仙古洞（资料图）

夕阳下的淮上淮河大桥 金广良 摄

hnrbhh7726@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