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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盛 转 衰 拐 点 ： 跌 落 的 前 夜
———楚考烈王记事

沈国冰

后世的人们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宣威盛世”， 楚国站在强盛的顶

峰， 怎么会突然间跌落呢？
在楚怀王熊槐执政的 30 年和他的

儿子楚顷襄王熊横执政的 36 年， 这 66
年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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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叔虞是周武王姬发的儿子 、 周

成王姬诵的弟弟 。 姬叔虞被封唐国 ，
所以， 姬叔虞又称为唐叔虞。

唐叔虞 （姬叔虞 ） 儿子姬燮担任
唐国国君后， 改国号唐为晋。

这就是晋国的源起。
也可以理解为 ， 唐国是晋国的前

身。
励精图治 ， 晋国成为春秋时期的

最强诸侯国。
那个时候 ， 秦 、 楚等诸侯国的实

力皆不能和晋国相比。
强大的晋国 ， 让包括秦 、 楚在内

的大国， 倍感压力。
为了图存 ， 秦 、 楚很长一段时间

通过联姻结成盟友， 来抗衡晋国。
此为秦、 楚历史上的蜜月期。
秦 、 楚盟友关系的瓦解 ， 出现在

晋国的解体。
公元前 633 年 ， 晋文公姬重耳推

行军政体制改革 ， 设立三军六卿 ， 并
且实行世袭制。

三军六卿， 出将入相。
韩 、 赵 、 魏 、 智 、 中行 、 范氏六

卿把持着晋国军政大权。
渐渐地 ， 晋国王室被六卿架空 。

王权旁落。
赵氏先是灭掉范氏 、 中行氏 ， 之

后， 赵氏、 韩氏、 魏氏联手灭掉智氏。
韩氏 、 赵氏 、 魏氏三大家族 ， 控

制晋国。 晋国王室， 名存实亡。
公元前 403 年 ， 也就是周威烈王

二十三年 ， 周威烈王分封晋国大夫韩
虔、 赵籍、 魏斯为诸侯。

晋国分为韩国、 赵国、 魏国。
这就是历史上 “三家分晋”。
“三家分晋 ” 是中国历史上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 是春秋 、 战
国的分水岭。

标志着春秋终结、 战国开启。
强大晋国的解体 ， 意味着秦 、 楚

共同的强敌晋国的消失。
按理讲 ， 这对于秦 、 楚双方 ， 都

是一件喜事、 好事。
然而 ， 历史的逻辑往往并不遵循

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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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战国之后 ， 秦 、 楚两国励精

图治， 都在国内实施了图强变革。
楚悼王熊疑 （公元前 401 年-公元

前 381 年在任 ， 担任楚王 21 年 ）， 任

用吴起为令尹 ， 实施变法 。 实现富国
强兵 ， 楚国因此而强盛起来 ， 声震诸
侯。 “诸侯畏其强”。

楚悼王熊疑去世后 ， 他的儿子熊
臧接任， 是为楚肃王 （公元前 380 年-
公元前 370 年在任， 担任楚王 11 年），
楚肃王继承其父遗政 ， 对内推行休养
生息 ， 破除沿袭百余年的楚国贵族势
力 ， 楚国王权得到巩固 ， 国力进一步
增强。

楚肃王去世后 ， 他的弟弟熊良夫
接替， 是为楚宣王 （公元前 369 年-公
元前 340 年在任， 担任楚王 30 年）。

楚宣王去世后 ， 他的儿子熊商接
任， 是为楚威王 （公元前 339 年-公元
前 329 年在任， 担任楚王 11 年）。

公元前 333 年， 楚威王大败越国，
夺得吴越故地大片领土 。 楚威王巡视
战获领土 ， 在长江奔流 、 山峦耸立的
越城 ， 发现有紫气冲天 。 楚威王的占
卜师认为 ， 这是有 “王者之气 ” 。 于
是， 楚威王在这里埋金 ， 以化解 “王
气”， 并在这里设置金陵邑。 这就是楚
威王 “金陵埋金”， 南京的别称金陵之
名就是由此而来。

楚宣王、 楚威王执政楚国的 41 年
间， 凭借楚悼王、 楚肃王 32 年执政楚
国打下的雄厚基础 ， 把楚国带上了富
国强兵的顶峰 ， 楚国达到战国最强盛
时期， 一跃成为七雄中的头号强国。

楚国版图 ， 西起大巴山 、 巫山 、
武陵山 ， 东至大海 ， 南起五岭 ， 北至
汝、 颖、 沂、 泗， 覆盖长江中下游、 淮
河流域广阔区域。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宣威盛世”。
或者说， 这是楚国四任雄才大略的

楚王， 走过的励精图治百年图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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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盟友楚国所发生的一切 ， 让

秦国这个七雄中的 “西方国家 ” 看到
眼中， 心里却极度不安。

如果再不追赶 ， 将会被楚国甩得
越来越远。

在楚悼王熊疑推行吴起变法的大
约 30 年之后， 秦孝公嬴渠梁 （公元前
361 年—公元前 338 年在任， 担任秦国
国君 23 年 ， 秦国第 25 任国君 ） 任用

卫国人公孙鞅实施变法 ， 这就是 “商
鞅变法”。

“商鞅变法 ” 的核心是颁布 《垦
草令》， 打破了贵族世袭， 普通民众凭
借军功也可以加官晋爵 。 同时 ， 井田
制的废除 ， 极大地激发和释放了生产
力。

“商鞅变法 ” 让秦国走上富国强
兵之路。

因其有功 ， 秦孝公赐予公孙鞅商
於十五邑 ， 号为 “商君 ”， 史称为商
鞅。

在秦孝公任上 ， 他还干了另外一
件大事， 迁都。

公元前 350 年 ， 秦孝公把秦都从
栎阳 （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 ） 迁至
咸阳 （今陕西省咸阳市）。

至此， 秦国完成 “九都八迁”， 定
都咸阳。

直到秦国跃升为秦朝 ， 直到秦朝
终结 ， 长达 144 年 ， 秦都没有离开咸
阳。

回溯春秋 、 战国 ， 在春秋五霸和
战国七雄的强国里 ， 秦和楚是迁都次
数最多的两个强国、 大国。

但是很显然 ， 楚国 “七都六迁 ”
与秦国 “九都八迁” 截然不同。

楚国的六次迁都 ， 除了从丹阳迁
往郢都 ， 是一个跃进和进击 ， 之后 ，
都是被秦国所迫得被迫迁都。

秦国的八次迁都则不然 ， 每一次
迁都 ， 都是一次战略跃进和雄心的进
击。

秦孝公被公认为秦国成为一流强国
的奠基者。

秦孝公去世后 ， 他的儿子嬴驷接
任。 公元前 325 年， 嬴驷效仿楚武王熊
通， 称王， 并改为元年， 这是秦国的第
一任王 （此前为君）， 史称秦惠文王。

与春秋、 战国第一个称王的楚武王
熊通相比 ， 秦惠文王称王 ， 晚了整整
379 年。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衡量， 楚国在相
当长时间， 都是诸侯国的先发者， 更是
秦国等后起之秀， 所不可齐肩和望其项
背！

只是未曾料想， 楚国跌落的历史拐
点， 却是在他盛极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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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329 年， 楚威王去世。
公元前 328 年， 楚威王的儿子熊槐

接任， 是为楚怀王。
楚威王把一个富强繁荣、 空前强盛

的楚国， 交到了楚怀王的手里。
楚怀王熊槐接任楚王的时候， 秦国

是秦惠文王嬴驷执政。
那个时候， 秦惠文王嬴驷已经担任

秦王近 10 年了。
雄才大略、 野心勃勃的秦惠文王嬴

驷， 经过 10 年历练， 早已成为一个老
谋深算的成熟政治家。

而刚刚登上楚王之位的楚怀王熊
槐， 貌似还是一个 “政治小白”。

秦惠文王嬴驷认为， 千载难逢的机
会来了。

他准备和楚怀王熊槐 ， 试一下身
手。

公元前 313 年， 秦惠文王嬴驷出兵
攻打韩赵魏， 迫于强秦的军事压力， 韩
魏两国与秦国结盟并答应联手对付楚
国。

楚怀王熊槐为了和秦国抗衡， 和齐
国结盟。

楚、 齐结盟， 使得秦惠文王嬴驷十
分忌惮。

怎么才能瓦解楚、 齐联盟呢？ 秦惠
文王嬴驷派出秦相纵横家张仪出使楚
国， 游说楚怀王熊槐。

张仪告诉楚怀王熊槐， 只要楚国和
齐国断交， 秦惠文王嬴驷愿意把包括
商 、 於在内的 600 里秦国土地割让给
楚国。

商 、 於原来属于楚国 ， 后来被秦
国夺取。

商、 於是楚国心里永远的痛。
夺回商 、 於 ， 始终是历任楚王的

梦想。 同样， 也是楚怀王熊槐的梦想。
左徒屈原力劝楚怀王 ， 认为张仪

不可信。
但楚怀王根本听不进任何劝阻。
楚国与齐国迅速断交。
楚怀王派出使臣来到咸阳 ， 向秦

惠文王嬴驷索要商、 於 600 里之地。
张仪说 ， 楚王听错了 ， 我说的是

送给楚国 6 里封地， 而不是商、 於 600

里之地。
楚怀王熊槐大怒， 发兵攻打秦国。
景翠率领的楚军和樗里疾率领的

秦军 ， 在丹阳 （今河南省南阳市淅川
县） 对阵鏖战。

楚军惨败， 8 万楚军被杀， 主帅屈
匄 、 裨将逢侯丑等七十多名楚军高级
军官被俘。

史称秦、 楚 “丹阳之战”。
丹阳惨败 ， 让楚怀王熊槐难以接

受， 失去了理智。
他头脑发热 ， 调集楚军精锐 ， 几

乎出动倾国之兵， 直扑秦国。
秦、 楚进行第二回合交手。
战役的初始 ， 孤注一掷的楚军进

展顺利 ， 击溃秦军 ， 收回大片被占领
土 ， 一直把战线推进至蓝田 （今陕西
省西安市蓝田县）。

蓝田距离咸阳只有 150 里。
楚军兵锋直指秦都咸阳 ， 威胁到

咸阳的安全。
危急之时 ， 秦惠文王嬴驷异常清

醒 ， 十分冷静 ， 沉着应对 ， 展现出雄
才大略 、 成熟政治家的超常智慧和勇
敢 。 他召集群臣 ， 虚心而认真听取每
个人的意见 ， 鼓励群臣畅所欲言 、 各
抒己见 。 他认真地听取 ， 梳理每个大
臣的真知灼见 ， 采纳每一个有益良
策。

在国家生死存亡之时 ， 秦惠文王
嬴驷的冷静 、 沉着 、 镇定 、 智慧 ， 给
了秦国莫大的信心。

秦国君臣的高度团结、 一致对外，
终于挽救了他们自己和秦国。

秦惠文王嬴驷策动韩 、 魏联军立
即出动 ， 对楚国后方发动攻击 ， 韩 、
魏联军占领召陵 （今河南省漯河市召
陵区）。

因为楚怀王熊槐几乎倾尽举国之
兵， 所以， 楚国后方异常空虚。

韩、 魏联军突然出现在楚国后方，
和前线的秦军遥相呼应。

楚军腹背受敌。
如果再不抽身， 后果不堪设想。
关键之时 ， 楚怀王熊槐终于清醒

过来 。 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决策 ： 向秦
国割地求和。

秦惠文王嬴驷同意。
楚国撤军。
这就是秦、 楚 “蓝田之战”。
“丹阳之战” “蓝田之战”， 楚军

主力和精锐折损大半 ， 很多骨干中高
级将领战死， 使得楚国元气大伤。

秦国因此得以牢牢掌控汉中 。 彻
底排除楚国对秦国核心地区的威胁 ，
掌握了对楚军事行动的主动权。

“蓝田之战”， 是楚军距离秦都咸
阳最近的一次 。 楚军甚至感受到了秦
都咸阳的心跳。

这也是楚军 ， 唯一一次近距离接
近秦都咸阳。

这两场大战 ， 是楚国由盛转衰的
重要拐点。

秦、 楚军事实力对比， 发生逆转。
秦国超越楚国 ， 成为战国七雄的

头号军事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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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 秦、 楚之间， 短暂平静。
这期间， 秦惠文王嬴驷去世了。
他的儿子嬴荡接任 ， 担任了四年

秦王。
然后 ， 他的弟弟嬴稷接任 ， 这就

是秦昭襄王。
野心勃勃 、 雄才大略的秦昭襄王

担任秦王以后， 秦、 楚烽烟再起。
公元前 299 年 ， 秦军夺取楚国八

座城池。
秦昭襄王嬴稷邀约楚怀王熊槐在

武关会面， 商讨两国休兵罢战结盟。
楚怀王熊槐没有听取屈原等人的

劝告， 决定前往武关。
结果， 楚怀王熊槐被秦国扣留。
秦昭襄王嬴稷的条件是 ， 只要楚

怀王熊槐答应把巫郡 、 黔中郡割让给
秦国， 就可以放他回楚国。

楚怀王熊槐断然拒绝，
公元前 298 年 ， 楚国迎回在齐国

当人质的楚国太子 、 楚怀王熊槐的儿
子熊横， 拥立为新王。

这就是楚顷襄王。
公元前 296 年 ， 被秦国扣留三年

之久的楚怀王熊槐 ， 因病客死咸阳 。
秦 国 把 楚 怀 王 熊 槐 遗 体 送 还 楚 国 ，
“楚人皆怜之， 如悲亲戚”。

纵观楚怀王熊槐执政的 30 年间 ，
丹阳之战 、 蓝田之战一败涂地 ， 在他
的手里 ， “宣威盛世 ” 的积累消失殆
尽， 成为楚国由盛转衰的历史大转折。
然而 ， 在他被秦国扣留之后 ， 拒绝割
地， 展现出楚人之气节， 流淌着王者之
骨气。 因而， 他重新赢得楚人的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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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以为 ， 楚顷襄王熊横接任楚

王， 能够扭转被动局面。
楚国上下， 寄希望于新王。
然而 ， 楚顷襄王熊横却确定了向

秦求和的国策。
在秦昭襄王嬴稷主导下 ， 秦国渐

渐掌控对楚国的绝对优势。
楚顷襄王十九年 （公元前 280 年），

秦攻楚，楚军兵败，割让上庸、汉北地区。
楚 顷 襄 王 二 十 年 （ 公 元 前 279

年）， 秦将白起率军攻打楚国， 夺取楚
国西陵 （今湖北省宜昌市）。

楚顷襄王二十一年 （公元前 278
年）， 秦将白起再度率军攻楚， 攻陷都
城郢都， 焚毁楚国先王墓地夷陵。

楚顷襄王二十二年 （公元前 277
年）， 秦军夺取楚国的巫郡和黔中郡。

彼时的楚国， 到了图存的关口。
楚顷襄王熊横能够想到的唯一办法，

只有一个， 那就是把自己的嫡长子、 太
子熊完， 送往秦国做质子 （人质）。

已被基本锁定 、 名震世界的武王
墩墓主人 ， 楚国的一代雄主 、 考烈王
熊完， 从历史的幕后走进人们的视野。

太子熊完 ， 在左徒黄歇陪伴下 ，
在秦都咸阳开启他 10 年人质生活。

熊完以身犯险， 将为楚国赢得 10
年弥足珍贵的喘息。

张 李 之 姝
陈立松

人与人之间交往讲究一个缘分。一个
人与一个地方相遇也是缘分。比如我与张
李乡，就有缘。

1980 年我高中毕业后，复读了一年，
考大学无望，母亲想给我找一个生活的门
路，让我跟一位亲戚学医。因为弟妹多，农
村刚刚实行土地联产责任制， 家里缺劳
力， 学了一年医就结束了我的学医生涯。
但是，从此我有了一位学医的恩师。 恩师
后来在张李乡卫生院当院长， 给了我在
30 年前就去过张李的机会。 家住保义，去
张李要骑自行车，过双门铺大桥，顺杨西
干渠往南，近 30 公里路程。 那时候，都是
土公路，骑车去一趟张李，下午回来已是
筋疲力尽。 艰难困苦的岁月，我们失去了
欣赏大自然的情趣， 至于张李是否闭塞，
是否贫穷，淠河是否美丽，没有什么概念。

沿淮地区有一句俗话： 六腊不出门。
也就是说伏天不出门。去张李的那天正是
秋老虎肆虐的时候。 说来也是神奇，那一
天，淠河风凉飕飕的。 我和朋友一行去采
风，我通过电视、报纸及抖音与张李已神
交已久。淠河的金沙滩、“饺欢天”“院士之
乡”等等，已令我们心驰神往。徜徉在张李
乡，是一种享受。

按照朋友安排，我们多看。多看，也就

是一个下午的时间。第一站去“饺欢天”生
产基地。闲暇时喜欢约三五好友到自己镇
上的“饺欢天”店吃一碗水饺。 品种多，滋
味长，经济实惠。进入“饺欢天”生产车间，
一个醒目的牌子映入眼帘：“带好孩子种
好田，一天能挣二百元”。到“饺欢天”来打
工的都是当地妇女，她们在家门口就能就
业，带娃、种田、挣钱三不误。 “饺欢天”搅
动了淠河湾， 也搅动了江淮地区。 “饺欢
天”告诉人们一个朴素的道理：只要用心，
只要定位准确，只要切合实际，只要咬定
青山不放松，偏远地区办企业也是可以做
大做强的。

在去淠河湾的路上，有一处展示张李
人风采的名人榜。有烈士，有院士，而吸引
我最多的是一名农村妇女———韩保信。韩
保信的照片下是几行文字： 油坊村好母
亲。 单亲母亲的她硬是靠自己毅力，将一
双儿女送到了高等学府。她的儿子不但考
上南开大学，还被保送到中国科技大学读
研究生。 乡里宣传的是家风，是平凡人。

好人榜的转弯处就是淠河湾。 到了
淠河湾，我们的心情格外激动。 眼前，白
云、和风、杨树、红柳、沙滩、碧水、老牛、
白鹭……让我有了想改一改唐人张志和
诗《渔歌子》的冲动：“西塞山前白鹭飞，桃
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
不须归。 ”淠河湾应该是这样的：“淠河湾
里白鹭飞，沙滩草青牛羊肥。饺欢天，板栗
熟。 天涯倦客不想归”。

看完淠河湾， 我们一行去看张李的
路。沿着宽阔的沥青路，穿越一片板栗林，
来到太平桥。 站在桥上举目远望，辽阔纯

净的蓝天，一望无垠的庄稼。 烟霞与白鹭
齐飞，淠水扬稻浪之波。 村里人指着岸边
三棵柳树告诉我们 ：“有一棵柳树已经
600 多年了，现在村里把这棵树移到太平
桥上，既保存了古树，又装扮了太平桥畔
的风景。 ”朋友说：“现在的张李一点也不
偏僻，合（肥）———周（口）高速经过这里，
张李人出行更便捷了。 ”

感悟着张李的美好，我脑海中蹦出四
个字：张李之姝！ 姝，《辞海》这样解姝：美
丽。 古乐府《上山采糜芜》：“新人虽言好，
未若故人姝。 ”姝，也做美女解释。 古乐府
《陌上桑》：“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 ”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那夜，我们
留宿在淠河岸边。淠河湾的夜风如浓浓的
美酒，酝酿着我们的情绪。我们徜徉大堤，
叙述着张李的美好。 一眼望去，淠河里点
点渔火与村庄里通明的灯火交相辉映，让
我突然想起元代刘因 《夏日饮山亭》 诗：
“借住郊原旧有缘，绿阴清昼静中便。空钩
意钓鱼亦乐，高枕卧游山自前。 露引松香
来酒盏，雨催花气润吟笺。 人来每问农桑
事，考证床头《种树篇》。 ”

如果某一天， 因为城镇化的进程过
快，我们被钢筋、水泥压抑得喘不过气来，
找不到了乡愁，那，我们去哪里？ 去张李，
去淠河湾。那里有淠水，有沙滩，有百年板
栗树，有黄牛背上的白鹭，有温柔的淠河
风……“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
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
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
转溪桥忽见。”辛弃疾描写的场景哪里有？
张李就有。

因为节气，这年竟有 15 个月
周 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非物质文
化遗产管理委员会委员、 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中国艺术研
究院副院长王福州在其 《非遗文化形
态学》 中写道：“二十四节气的体系创
立，完成于西汉前期淮南王刘安。淮南
王刘安和门客研制成功的二十四节
气，收在《淮南子·天文训》之中，在汉
武帝即位后献给了朝廷， 并且得到了
年轻皇帝的喜爱。 ”

当时二十四节气虽然在民间流
行，但还没有形成国家意志。 为此，汉
武帝决定将二十四节气融入历法，并
特地制定颁行了太初历，其中还有《史
记》作者司马迁的功劳。据《汉书·律历
志》记载，“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
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 宜改正
朔’”， 汉武帝于是诏令御史大夫兒宽
“与博士共议”。兒宽与博士们议后，认
为可行，于是汉武帝诏令“卿、遂、迁与
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议造‘汉历’”。
汉历是在太初元年开始施行，因名“太
初历”。 按照汉武帝的要求，二十四节
气被融进新历。这一年，淮南王刘安因
冤案自杀已经 18 年， 而司马迁时年
45 岁（或 35 岁），还没有遭受腐刑。

为顺利颁行太初历， 新历推行的
第一年竟设置了 15 个月。 于是，这一
年的农历是从丙子年的十月起， 至丁
丑年的十二月止； 这一年的公历时间
段大约是从公元前 105 年 11 月 26 日
起，至公元前 103 年 2 月 9 日止；这一
年的帝王年号是太初元年， 但实际上
丙子年的十月至十二月和丁丑年的元
月还是元封七年， 二月开始才改元太
初。

汉武帝之前的中国共实行过 6 种
历法，即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
周历和鲁历，史称“古六历”。 6 种古历
的大致相同之处都是以 365+1/4 日为
一回归年，29+约 1/2 日为一朔望月，
19 年 7 闰。 不同之处主要是以冬至为
标杆， 以不同的月份来确定每年的起
始点：黄帝历、周历、鲁历是以冬至所
在的月份为岁首，相当于农历十一月；
殷历是以冬至后的第一个月为岁首，
相当于农历十二月； 夏历是以冬至后
的第二个月为岁首，相当于农历正月；
而颛顼历则是以冬至前的一个月为岁
首，相当于农历十月。

汉武帝即位时实行的历法是颛顼
历。 颛顼历从战国时期的秦国开始施
行，至秦统一六国后推行全国，当时已
有两百多年。颛顼历因长期使用，产生
了一定的误差， 同时颛顼历又将闰月
一律设置在每年的最后一个月，称“后
九月”，极易与民间流行的节气产生混
乱。尤其是颛顼历将十月定为岁首，给
史书记人记事也带来困难。 如司马迁

《史记·高祖本纪》 记淮南王英布的叛
乱事件 ： 十一年七月 ，“淮南王黥布
反”；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击布军，会
甀。布走，令别将追之……汉将别击布
军洮水南北， 皆大破之， 追得斩布鄱
阳”。 根据颛顼历，英布叛乱从起兵至
覆灭只有 3 个月。 但读者如果不了解
当时使用的历法， 可能会误以为英布
叛乱的时间长达 15 个月。

《非遗文化形态学 》还说 ：“二十
四节气的研究继承了楚人天文学成
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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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南子·天文训》透露了
刘安开始钻研二十四节气的时间 ：
“淮南元年冬， 太一在丙子， 冬至甲
午，立春丙子。 ”淮南元年指刘安封王
的第一年， 即汉文帝十六年 (前 164
年)，他的“科研团队”也就是“八公”们
大概还未能聚集。 当时刘安才 16 岁，
说明刘安很早很小就对研究星象和
天文地理 ， 以及历法和节气很感兴
趣。 由于刘安的生活环境寿春县及八
公山正处在中国气候南北方分界线
上，这又为刘安研究二十四节气提供
了客观基础条件。

二十四节气反映了自然界时令、
气候、物候的变化规律，也指导人们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它
融进历法之后， 也更快地融入人们的
日常生活，因此在中国历法史上，太初
历的颁行显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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