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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四 节 气 的 当 代 价 值
陈瑞康

二十四节气作为农耕时代的时间
知识体系 , 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 ,今
天，我们已经步入了现代工业社会,甚至
后工业社会, 二十四节气还有存在的价
值和意义吗？ 事实上，尽管时移势易,二
十四节气的传统功能弱化, 但其仍具有
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一是仍然具有时间标记和时季转
换的提示意义。 当前中国实行的是公历
和中国传统历法并行、以公历为主的历
法。 公历是国际通行的历法, 即通行的
“阳历”。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的传统历
法， 是中国人将一回归年划为 24 份并
分别给予名称的时间制度 ,它和岁(年 )、
时、月、旬、日、时辰、刻等一起构成了中
国传统社会基本的时间单位。 对二十四
节气的标注和使用, 意味着中国在与世
界节奏保持一致的同时, 又保留了自己
的特色和元素。 不仅如此, 二十四节气
的名称本身即将时间的流转与气候、物
候的变化相关联, 因而具有鲜明的时季
转换的提示意义 ,如，立春、立夏、立秋、
立冬四个节气就是春夏秋冬四季转换
的鲜明标记，这是公历所不具备的特点
和优势。

二是仍然可以发挥指导农业生产

的作用。 中国有悠久的农耕文明, 耕地
面积广大,农业人口众多,农业生产仍然
是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物质生产, 是经
济发展的基础， 中国仍然是农业大国。
这使二十四节气在指导农业生产方面
仍然大有可为。 类似“立春雨水,赶快送
粪；惊蛰春分,耕耙要紧；清明谷雨 ,种瓜
种棉”“立夏点瓜豆,小满忙锄田 ,芒种割
麦子”“寒露早 、立冬迟，霜降种麦正当
时”等等，这些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积累
的二十四节气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农谚 ,
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三是仍然可以指导日常生活, 尤其
是在养生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二十四节
气不仅关乎生产, 亦深系生活。 二十四
节气不仅是农耕生产的指南, 也是指导
人们养生的“秘籍”。 二十四节气养生强
调人需和着自然的节拍, 根据不同的节
气适时调整自己的行为、饮食与精神,这
对强身健体、 延年益寿具有积极作用。
现代社会,一方面,物质生活水平提升,人
们越来越注重生命的安全与健康；另一
方面, 人的生活节奏日益脱离自然时序
节奏, 由此带来身体亚健康等一系列问
题 , 促使人们对反自然行为进行反思。
《黄帝内经》认为 ,人体生命的盛衰取决

于阳气的盛衰。 而大自然的阴阳消长是
随四季变化的 ,自然界中的一切生物都
遵循这些春生 、夏长 、秋收 、冬藏的规
律,人自然也不会例外,只有顺应二十四
节气养生 , 才能保证体内阳气充足，达

到预防减少疾病、延年益寿的目的。
四是相关文化和实践活动仍然可

以丰富人们的生活 。 由于城市化的推
进 ,越来越多的人生活于城市之中。 城
市可以说是人类在超越自然条件的基

础上改造自然的产物 ,城市让人远离了
大自然。 常年栖居于非自然的环境之
中 ,与自然的疏离催生了回归大自然的
念头。二十四节气让人更好地感知自然
的韵律和气息 ,从而真切地体会到融入
自然、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亲密与诗意。
中国古代文人有许多因节气而写、为节
气而写的诗词 ,状写气候、物候 ,抒发节
气推移引起的情感之变,它们流传至今 ,
成为时下人们穿越时空 ,与诗人共同感
受自然节律 ,让生活充满诗情的重要凭
依。这说明了二十四节气对当代民众日
常生活的指导价值。

五是二十四节气贯穿着 “天人合
一”的价值理念。 “天人合一”的思想观
念最早由庄子阐述 ,后被汉代董仲舒发
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 ,并由
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天人
合一 ”不仅仅是一种思想 ,而且是一种
状态 ,遵循着顺天应时 、循时而动的法
则 ,反映着中华民族对人与自然之间关
系的深刻理解:人是万物之灵 ,又是自然
之子。 尊重自然而不是肆意改造自然 ,
顺应自然而不是完全服从自然 ,发挥人
的能动性却不狂妄傲慢。在全球生态环
境严重恶化、可持续发展遭遇危机的当

今 ,这种理念凸显出普遍意义和共享价
值。

六是具有文化认同价值。二十四节
气是中华民族的原创文化 ,是古代民众
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求索、认知 、总结的
智慧结晶 ,它所蕴含的中华文明的宇宙
观和核心价值理念 ,是中华文明区别于
其他文明的重要方面。 历史上 ,二十四
节气伴随着王朝历法的颁布成为老百
姓遵循的日用之时,为全国各地所采用 ,
并为多民族所共享。在长期的生产生活
中 ,各地的人们对于二十四节气进行因
地制宜 、因俗制宜的创造性利用 ,形成
了十分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甚
至使其成为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如马
来西亚地处热带,无明显的四季之分 ,但
马来西亚的华人仍保持着冬至祀祖、吃
汤圆的习俗。 对同一种时间制度的共
享 ,在同一时间举行同样约定俗成的活
动 ,是形成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
路径。

二十四节气是古人仰望星空发现
的奥秘,是中华农业文明的智慧结晶 ,也
是富有特色的世界性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中国人特有的时间制度和重要的
文化坐标 , 二十四节气深刻影响着中
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 。 要理解
中国人的天人观 、天地观 、宇宙观 ,就
要顺应自然赋予的时序 ,去感受 、去敬
畏、去思考,去感悟古人的生存智慧和生
命法则。

安丰塘传说放异彩
赵 阳

安丰塘 ， 位于古城寿县城南 30
公里处， 古名芍陂， 建于春秋楚庄王
时， 为楚相孙叔敖征集民力所建。 安
丰塘是我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之一，
被誉为淮河“水利之冠” “天下第一
塘”，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
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世界灌溉工程
遗产。

我出生在安丰塘灌区 ， 自幼在
“故事堆里” 长大。 我的祖母和母亲，
都是当地有名的 “故事篓子”。 她们
的脑海里， 装满了祖辈流传的传说。
耳濡目染中， 我对这些故事充满了好
奇与痴迷。 中学毕业后， 我来到安丰
塘管理处工作。 安丰塘波光粼粼， 天
蓝云白风清， 美丽风光一下子就迷住
了我 。 工作之余 ， 我喜欢骑着自行
车， 沿着塘堤四处转悠， 打听到哪村
的老人会 “讲故事”， 就找上门听讲。
有的故事， 祖母和母亲曾经说过， 但
再听别人讲起， 很多细节和枝蔓， 又
有了新的扩展和充实。

1989 年夏 ， 省文联民间文艺家
协会的崔莫愁、 黎邦农老师到安丰塘
畔采风， 听人说我热爱民间故事的收
集与整理， 专门找到我说， 省、 市正
在开展民间文学普查活动， 安丰塘是
民间文学的宝库， 每条柳枝都是用故
事串成， 每滴水珠都是由传说积累，
鼓励我把收集到的传说故事投给集成
编纂办公室。 个人的兴趣居然被文化
部门重视， 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无
疑更增添了我收集整理安丰塘传说故
事的积极性。

几年时间过去， 《安徽民间文学
集成》 《六安地区民间文学集成》 相
继付梓出版， 不同篇幅地收录了我在
安丰塘畔收集整理的传说故事、 歌谣
谚语。 几乎在同时， 寿县文化馆创作
干部孟堃老师编辑的 《寿州故事传
说》， 也收录了我的 《安丰塘的传说》
《老塘河的传说 》 《驴马店的故事 》
等作品。

2008 年 ， 寿县历史文化研究会
成立了， 准备编纂一套寿县历史文化
丛书。 其中 《轶文传说》 卷的编辑，
会长胡安品认为我是不二人选 。 其
时， 我已从安丰塘管理处调到水利局
再调到县政府办公室工作多年， 但对
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热情不减。 接到
编辑任务后， 通过查阅现有资料， 发
动群众踊跃投稿， 很快完成初稿征集
工作。 利用春节假期， 我从 150 多篇
稿件中遴选 96 篇进行加工、 整理和
再创作后， 于 2009 年 4 月交出版社
出版发行。

2010 年 ， 寿县文化广播电视局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摸底， 副局
长时洪平要我把 《轶文传说》 卷里安
丰塘的传说故事专门挑出来， 定名为
《安丰塘的传说》， 一方面存放寿县非
遗馆展陈， 一方面申报省级非遗。 当
年 9 月， 安徽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公布， “安丰塘的传说” 榜上
有名， 赫然在目。

安丰塘的传说， 以当地人民群众
的生产生活为特定条件， 容纳了当地
人民群众创作的生活主题和艺术手
法， 抒发了他们的欢乐与苦衷， 揭示
了他们辨别真善美与假恶丑的道德标

准， 反映了他们爱憎分明、 扬善弃恶
的思想、 愿望和理想。 这些传说， 通
常以一定的人物、 事件和遗址、 古迹
为中心， 演化出生动情节， 有些是对
相关事物的幻想性解释 ， 具有历史
性、 故事性和可信性特点， 艺术成就
高， 具有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和乡土
风味， 集中体现了当地人民群众热爱
劳动、 为追求美好理想而艰苦奋斗的
创业精神， 团结互助、 先人后己的崇
高品质， 诚信谦虚、 礼貌待人的道德
风尚， 以及在生产生活中勇敢拼搏、
奋发有为的聪明才智。 这些传说， 不
论是正面颂扬， 还是侧面揭露， 都属
于精神文明建设范畴， 体现了当地深
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展露出安丰塘畔
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面貌， 承载着人民
群众的精神寄托和向往， 最能反映寿
县一方水土的文化特色， 实在称得上
是地地道道的文化精品瑰宝。 被列为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理所当然， 顺
理成章。

2012 年 ， 我被文化部门正式确
定为 “安丰塘的传说” 非遗传承人，
做好收集、 整理和传承工作 ， 成为
我义不容辞 、 时不我待的分内职责
和使命 。 具体来说 ， 主要做了以下
工作 ： 一是加强田野调查 ， 丰富拓
展传说故事内容 。 深入安丰塘灌区
田间村头 ， 访问调查仍健在的民间
故事传承者 ， 对安丰塘传说进行抢
救性收集挖掘 。 比如关于 “保义舞
龙”， 当地传说是因为人们祈求风调
雨顺， 后来发展为张、 常、 黄、 洪、
夏等五大户以此为媒比试武技 。 通
过实地走访 ， 听到更丰富 、 更形象
的故事 ， 说是因为孙叔敖在开挖安
丰塘引水渠 （老塘河 ） 时 ， 挖掘过
程中感动了小时候救过的一条蛇 。
这条蛇成龙后 ， 为了帮助孙叔敖建
成安丰塘 ， 用尾巴扎进地面划出了
一条河流 ， 尾巴因此磨秃 ， 失去了
捕食能力 。 当地人民感念它 ， 就称
之为 “家蛇”， 养在房舍墙洞里， 并
在每年农历二月二舞龙纪念 。 二是
进行整理推介 ， 使非遗作品转化为
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 多年来 ， 经我
收集整理的安丰塘传说已有 10 多万
字， 主要内容分为人物传说、 地物传
说和风俗传说等三大类 ， 先后收入
《芍陂诗文》 《天下第一塘———安丰
塘》 《寿州走笔》 等图书公开发行，
为增强安丰塘知名度和美誉度发挥应
有作用。 同时， 撰写 《安丰塘传说：
淮南非遗园的一枝奇葩》 等文章， 为
安丰塘申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等舆论开道、 加油
鼓劲。 通过加强利用和推介， 使安丰
塘传说在地方文化建设和社会经济发
展中做出突出贡献， 从而为生存和发
展求得更大空间。 三是走基层、 进校
园， 向广大青少年进行传输传承。 安
丰塘的传说要能代代相传永远流传下
去 ， 就必须注重传承人的发现和培
养。 通过在安丰塘小学等校园开展故
事讲述活动， 不断将安丰塘的传说化
民成俗、 发扬光大， 收到很好的普及
效果。 同时， 选择 2 名传说故事讲述
爱好者为培养传承人， 进行重点传、
帮 、 带 ， 使传承工作不至于断线断
层。

千年古塘展新姿， 安丰塘传说放
异彩。 相信， 通过广大非遗传承人及
社会各界的共同支持和努力， 安丰塘
传说一定能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繁荣
地方经济文化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

那个好细腰的楚王，后来怎样了
———楚考烈王记事

沈国冰

1
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是一个很独

特的诸侯国。
他拥有“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的

双料桂冠， 当然戴着这两顶帽子的诸侯
国也不止楚国一个， 还有秦国和齐国以
及由晋国一分为三的韩赵魏。 用今天的
话来讲，就是列强。 楚国是春秋、战国时
期的列强之一。

有历史迹象显示，楚国是“五霸”“七
雄”中，最有能力和资本成为战国的终结
者和中原帝国的一统江山者。

这句话听起来有些复杂和绕口，直
白地说，就是：当初楚国是最有希望最有
可能也最有资本成为统一六国的国家。

只是后来，被秦国后来居上，取而代
之。

为什么会如此？原因很多。但历史给
出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原因， 那就是
王的问题。

没有雄才大略的王，楚国凭什么？
如果楚国多几个像庄王、宣王、威王

那样的雄主，楚国也不是不可以！
可是，那句话不是这样讲的吗？历史

不可以假设。

2
公元前 704 年，熊通称王，这就是楚

武王。 此前，楚国的国君，都是侯。
楚国传国有 42 位君 （16 位国君）、

王（26 位楚王 ），别看数量不少 ，但雄才
大略的王，屈指可数、乏善可陈。 其中的
最杰出的王，也最有代表性的雄主，当数
楚庄王熊旅了。 以及其后创造 “宣威盛
世”的楚宣王、楚威王。

似乎正印证了那句话，富不过三代。
雄主不过三世。

熊围这个人，也就是后来的楚灵王，
是楚庄王的孙子。熊围的父亲，是楚共王
熊审， 接替他老爹楚庄王当了 31 年王，
之后把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大儿子也就是
熊围的大哥熊招，也就是楚康王。楚康王
当了 15 年王，把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
熊员，也就是楚郏敖。

算起来， 这个楚郏敖是熊围的亲侄
子。

但在王权面前，不要说亲侄子，亲儿
子亲爹都抵不过王权的诱惑。

楚郏敖四年，公元前 541 年，楚郏敖
生病卧床，于是，熊围借口入宫探病，用
束冠的长缨将楚郏敖勒死。 公元前 540
年，熊围自立为王，这就是楚国的第 26
任（君）王，楚灵王。

楚灵王穷奢极欲、荒淫无度，他当王
12 年，基本上把他爷爷楚庄王开创的霸
业差不多败光了。

楚灵王偏爱细腰之士 ，“楚王好细
腰，宫中多饿死”，讲的就是他。 “楚王好
细腰” 记载在众多古籍中。 其中，《战国
策》和《墨子》描述得比较详细，像一个原
始的故事。 《战国策》《威王问於莫熬子
华》 篇记录了楚威王和大臣莫敖子华的
一段对话。 威王听了莫敖子华对过去五
位楚国名臣光辉事迹的介绍，羡慕不已，
慨叹道，“当今人才断层， 哪里能找得到
这样的杰出人物呢”。于是莫敖子华讲了
如下的故事：“昔者先君灵王好小要，楚
士约食，冯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

忍而不入；死之可恶，就而不避。章闻之，
其君好发者，其臣抉拾。 君王直不好，若
君王诚好贤，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

翻译成白话文，大意就是：
从前， 先帝楚灵王喜欢读书人有纤

细的腰身，楚国的士大夫们为了细腰，大
家每天都只吃一顿饭，所以，饿得头昏眼
花，站都站不起来。坐在席子上的人要站
起来，都要扶着墙壁不可，坐在马车上的
人要站起来，一定要借力于车栏杆。谁都
想吃美味的食物，但人们都忍住了不吃，
为了腰身纤细，即使饿死了也心甘情愿。
我又听说，君王好射箭的，那他的臣子都
佩戴扳指和臂衣。 大王一直没有特别的
爱好，如果大王真心诚意喜欢贤人，引导
大家都争当贤人， 楚国不难再出现像五
位前贤一样的能臣。

楚灵王偏爱细腰，并非是女人之腰，
而是“士人”之腰，是男人们的腰，是男性
官员的细腰。显然，楚灵王好“士人”之细
腰，并非楚灵王有同性恋倾向，而是楚灵
王希望自己的大臣、 将军们不要肥头大
耳、身材臃肿、腰围无度、大腹便便。也就
是，不要成为油腻的“中年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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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子被派遣到楚国。 楚人知道晏子

身材矮小， 在大门的旁边开一个小洞请
晏子进去。 晏子不进去，说：出使到狗国
的人从狗洞进去，今天我出使到楚国来，

不应该从这个洞进去。迎接宾客的人，只
好带领晏子改道从大门进去。

晏子拜见楚王。楚王说：齐国没有人
可派吗？竟派你做使臣。晏子严肃地回答
说：齐国的都城临淄有七千五百户人家，
人们一起张开袖子，天就阴暗下来；一起
挥洒汗水，就会汇成大雨；街上行人肩膀
靠着肩膀，脚尖碰脚后跟，怎么能说没有
人才呢？ 楚王说：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
会打发你来呢？ 晏子回答说：齐国派遣使
臣，要根据不同的对象，贤能的人被派遣
出使到贤能的国王那里去，不屑的人被派
遣出使到不屑的国王那里去。 我晏婴是
最不屑的人，所以只好出使到楚国来了。

这就是今天著名成语 “挥汗如雨”
“摩肩接踵”的来源。

晏子将要出使楚国。 楚王听到这消
息，便对侍臣说；晏婴，是齐国的善于辞
令的人，将要来，我想羞辱羞辱他，让他
知道我的厉害！ 可是，用什么办法呢？ 侍

臣回答说：在他来到的时候，请允许我们
捆绑一个人， 从大王面前走过。 大王就
问：这人是干什么的？ 我们就回答说：是
齐国人。 大王又问：犯了什么罪？ 我们就
回答说：犯了偷窃的罪。

晏子到了，楚王赏赐晏子喝酒。当酒
喝得正高兴的时候， 两个官吏绑着一个
人从楚王面前走过 。 楚王故作惊讶地
问：绑着的人是干什么的？ 官吏回答说：
是齐国人，犯了偷窃罪。 楚王瞟着晏子
说：齐国人都善于偷窃吗？ 晏子离开座
位，站在那里，说：我听说这样的事，橘子
长在淮河以南结出的果实就是橘， 长在
淮河以北就是酸枳， 橘和枳它们只是叶
子的形状相似，果实味道却完全不同。这
是什么原因呢？是水土不同。现在百姓生
活在齐国不偷盗，来到楚国就偷盗，难道
楚国的水土会使人民善盗吗？ 楚王笑着
说 ：圣人不是能同他开玩笑的 ，我反而
是自讨没趣了。

“晏子使楚”，是一个人尽皆知的典
故；“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
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成语， 也是淮南作
为“中国成语典故之城”原创成语大系的
代表性成语之一。

不过， 鲜有人知道，“晏子使楚”和
“橘生淮南”居然同源派生，既与晏子有
关，还与那个愚蠢的楚王不无关系。

不错，如你所知，“晏子使楚”和“橘
生淮南”中的楚王，就是那个愚不可及的

楚灵王。
由此看来，“淮南”一词，最早出现于

春秋时期的楚灵王（前 540 年-前 529 年
在位）担任楚王期间，算起来，距今已有
2600 年了。

4
到灵王十一年的冬天， 楚灵王又发

兵去打徐国。当时正值下雪，士兵们身着
铁甲，手执兵器，暴露在风雪之中，寒冷
难耐。 灵王却身穿腹陶裘，外披翠羽披，
头顶皮帽，足踏豹皮装饰的锦靴，站在中
军帐前观看雪景，连声赞叹“真是好雪！ ”
让士兵们身冷心更寒。

右尹郑丹劝楚灵王班师， 本来已经
说动了，却正好伐徐的将领传来捷报，灵
王以为徐国早晚可灭， 班师的事也就不
提了。

楚灵王常年在外征战， 却不料国内
出事了。 蔡公弃疾（灵王的弟弟，后为楚

平王）等人趁灵王不在家，杀掉灵王的儿
子太子禄和公子罢敌，立自己的另一个哥
哥公子比为王； 同时还派人到乾溪去，向
楚国的官兵说：你们的国家已经换了新的
国王，你们要回去的，可以留任原来的官
位， 你们所拥有的土地也可以归还你们；
如果你们不回去投靠新王，继续跟着这个
昏君。 那么你们被抓住以后，就要被杀头
并夷灭三族。楚灵王的部队本来就非常不
满，让他们这样一说，一下子作鸟兽散。

这个昏庸的王见自己的王位子丢了，
还听说自己的儿子也被杀死，就倒在地下
嚎啕大哭，喊天呼地。 他对旁边仅存的两
个随从说：我不是为自己伤心，我是为儿
子伤心。 我对儿子多好啊，怎会遭到这种
报应啊？

真是应了那句话，墙倒众人推。 一个
随从说：你杀别人的儿子太多了，能不到
这种地步吗？ 灵王被他抢白了这一句话，
当即止住了眼泪。

楚灵王孤独极了， 一个人在山里闲
荡，走得饿了，就想下山去要点吃的。在下
山的路上，他遇上以前的一个熟人，就热
情地和他打招呼说：我都三天三夜没有吃
东西了，给我一点儿吃的吧。 可是那人却
说：我们的新国王已经下达命令，谁要是
送你吃的，就会被杀头。 灵王又气又饿又
累，一下倒在了地下，正好压在了那人腿
上，昏了过去。那人抽出了自己的腿，边走
嘴里还边说：你这罪恶滔天的家伙，你也

有这一天啊！
困在山中的楚灵王，后来又遇到大夫

申无宇之子申亥。 正直的申无宇，看不惯
楚灵王所作所为， 多次劝谏并冒犯过他。
很奇怪的是， 楚灵王并没有处置申无宇，
这真是一个例外。 所以，申无宇临死时叮
嘱自己的儿子申亥要报答灵王的恩情。

申亥把灵王请到家中，给他饮食，还
让两个亲生女儿给他侍寝。 但灵王这时
已经没有这个心思了， 衣不解带， 只是
哭。 半夜里，哭声没了。 申亥的女儿向父
亲报信说，楚灵王已经自缢而死。

一代著名庸主楚灵王， 就是这样的
结局。

在楚国 42 个（君）王之中，楚灵王和
他的爷爷楚庄王一样， 都是有故事的楚
王。

不同的是，一个雄才大略，一个昏庸
无道。

历史沉默不语，后世喧嚣如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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