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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
据了解，“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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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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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际气象界，这一时间认知体系被誉为

“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据河南省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

家委员会副主任、省非遗专家委员会委员

乔台山介绍，“二十四节气”源于商末周

初，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正式颁布于西

汉初期，它是以咱们中原地区的气候、物

候、地候为主制定的，再往南或往北，都

会有时间上的错位，它包含了人们对四

季变化转换规律的总结，是祖先留下的宝

贵遗产。

在谈到“二十四节气”的内涵时，乔台

山表示，它不但关乎我们的农业生产，还

关乎人们的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已经上

升到文化、信仰理念的层面，“河南民间积
累了大量的气象谚语、农事谚语、生活谚
语，用来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比如‘寒露
到霜降，种麦莫慌张’等。虽然大家可能
说不出具体都有哪些节气，但节气的理念
深入人心，比如什么节气穿什么衣，什么
季节做什么事等，都是大有讲究。”

申报成功 河南贡献突出
据乔台山介绍，此次申遗成功，河南

有两个地方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二十四
节气”申报成功提供了有力支撑——分别
是登封的观星台和内乡的“打春牛”。

观星台位于登封，是世界上最古老、
保存最完好的天文台之一。它由元代天
文学家郭守敬创建，郭守敬通过实地测
验，掌握了日月星辰和地球的运转规律，
测定出夏至和冬至、春分和秋分的精确时
刻，实行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历法——

《授时历》。
作为“天地之中”的登封，此次也承担

了“二十四节气”的相关申报文本撰写工

作，并两次配合中央电视台到登封拍摄了
申报专题片，拍摄了观星台、小学生背二
十四节气歌、出红薯、村民家厨房灶王爷
画像、千人饺子宴等画面，以展现“二十四
节气”对人民生活的影响。

我 们 常 说“ 阳 气 送 冬 走 ，春 打 六 九
头”，立春是“二十四节气”里的第一个节
气，这一天标志着一年农耕开始，“打春
牛”便是内乡县每年立春时举行的一项劝
民农桑的政务活动，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和深刻的社会意义，已列入河南省第一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直到现在，内
乡县每年立春时还要举行大规模的“打春
牛”活动。此次为配合“二十四节气”申
遗，内乡县编纂出版了专著《内乡县衙与
打春牛》、开设了专题展览《非物质文化遗
产打春牛展》、组织排演了大型实景表演

《打春牛》等，将这一沉淀了两千余年的节
日传统文化进行了丰富生动地呈现。

带大家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
“二十四节气”历时久远，那么在科

学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下，它的存在有何现
实意义？此次申遗成功，又会对大家产生
怎样的影响呢？

著 名 学 者 余 世 存 近 日 推 出《时 间 之
书：余世存说二十四节气》，在他看来，节
气在今天的生活中仍起作用，它不仅只
是遗产，它也是“旧邦新命”的生活和文
明模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人
不仅日用而不知，很多人也淡忘了节气
之于文明的本体意义。节气不只与民众
的生活有关，也跟全球的时间演变有关、
跟文明有关、跟所有人的时空感相关。”

乔台山认为，“二十四节气”和人们的
生活密切相关，虽然现在是公历纪时，但
变化缓慢的“二十四节气”是相对稳定的，

仍然指导着人们的农业生产，“另外，此次
申遗成功有个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就是，它
提 醒 我 们 要 顺 其 自 然 ，与 自 然 和 谐 相
处。”乔台山说，我们当下已经尝到了破
坏自然的苦果，此次申遗成功，可以促使
我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审视我

们老祖宗积累下来的文化遗产。

登封观星台 内乡“打春牛”
助力“二十四节气”入世遗

本报记者 秦 华 左丽慧 文 李焱 图

11月30日，我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记
者了解到，在申报过程中，我省有两处纳入到“二十
四节气”申报支撑点：登封观星台和内乡“打春
牛”。此次申报成功，填补了我省非遗没有世界级
代表性非遗项目的空白。那么，“二十四节气”有着
怎样的内涵？此次申报成功在当下有何现实意
义？记者近日进行了采访。

本报讯（记者 秦华）今年，
郑州日报《精品文摘》走过了第
十个年头；12 月 15 日的这期《精
品 文 摘》，是 第 500 期 。 在 这 个
特殊的节点即将到来之际，本报
今日启动《精品文摘》读者调查。

2006 年 6 月，迎着盛夏的朝
阳 ，伴 着 浓 浓 的 墨 香 ，郑 州 日
报《精 品 文 摘》首 次 与 读 者 见
面 了 ，希 望 通 过 分 享 优 质 的 生
活 、人 文 、娱 乐 类 美 文 ，为 读 者
提 供 精 品 阅 读 文 摘 。 从 创 办
伊 始 ，《精 品 文 摘》就 在 选 稿 方
面 着 重 强 调“ 精 品 ”意 识 ，编 辑
在 海 量 稿 件 中 选 取 高 质 量 稿
件 ，时 时 看 稿 、选 稿 到 深 夜 ，才
奉 献 出 了 这 十 年 知 识 的 琼 浆
玉 液 。 500 期 文 摘 ，摘 登 美 文
近 两 万 篇 ，每 一 篇 都 要 保 证 能
带 给 人 智 慧 的 启 迪 和 温 暖 向
上 的 力 量 。

创办十年来，《精品文摘》收
获了众多读者的好评。刘先生
是万千忠实读者中的一位，他们
全家人对《精品文摘》都有着非

常 深 厚 的 感 情 ：“ 这 么 多 年 了 ，
《精品文摘》我是每期必看，每期
必收藏。每周四的《精品文摘》
一送到，我和老伴会先阅读，接
着儿子、儿媳下了班再看，最后
孙子到周末也会阅读一遍。”此
外，新郑的夕阳红艺术团等众多
读者特意给《精品文摘》的编辑
写过感谢信。

然 而 ，在 传 媒 生 态 发 生 巨
大 变 化 的 当 下 ，我 们 也 不 禁 产
生 了 一 些 疑 问 ：在 纸 质 阅 读 越
来 越 式 微 的 大 背 景 下 ，有 多 少
读者还一如既往地喜爱《精品文
摘》？……带着疑问，本报启动

《精品文摘》读者调查，希望听一
听读者的想法和建议。

有 意 与 我 们 互 动 的 读 者 ，
可 在 工 作 时 间 拨 打 我 们 的 办
公 电 话 56568223，或 者 关 注《郑
州 日 报》文 化 娱 乐 微 信 公 众 号

“ 郑 风 精 品 ”，把 你 想 说 的 话 留
言 告 诉 后 台 小 编 ，或 者 发 送 邮
件 至 sunnyqinhua@126.com 告
知我们。

本报《精品文摘》创办十年
今日启动读者调查

本报讯（记者 秦华）《王 阳
明》作者王程强心学公益讲座近
日在我市举办，王程强分享了《王
阳明》的创作过程，带读者寻访心
学遗韵。

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的长篇历史传记小说《王阳明》是
首部从心学角度撰写的关于阳明
的长篇历史传 记 小 说 。 全 书 依
据王阳明亲传弟子钱德洪等人
编排的王阳明年谱，及依照《王
阳明全集》所提供的诗赋、奏疏、
文章等资料，详细描述作为思想
家、军事家、政治家和诗人的王
阳明的一生。全书约 108 万字，
分《学做圣贤》《龙场悟道》和《我
心良知》三部。

王程强为文学硕士，在传统
文化方面颇有研究。在讲座上，

他首先讲述了《王阳明》的创作经
历：“写真实的历史人物，虽然大
处可以演绎，小处可以虚构，但是
在写作中对待基本史实是需要慎
重的。”在写作《王阳明》之前，王
程强阅读相关著作 85 种 2000 多
万字，并探访了贵阳、赣州、吉安、
余姚等王阳明生活工作过的地
方，熟悉故址周围地形地貌、人文
风情等。

讲 座 中 ，王 程 强 还 讲 述 了
“ 心 学 对 现 代 人 生 的 指 导 意
义”。他认为，王阳明的人生智
慧 及 其 心 学 理 论 ，在 当 下 仍 具
有 特 殊 的 现 实 意 义 ，它 指 引 大
家 关 注 自 己 的 心 灵 ，帮 助 大 家
在浮躁的现实社会中获得内心
的充实与富足和智慧、安详、快
乐的人生。

公益讲座寻访心学遗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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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河南省美术家协会油画艺委会主办的“马东阳油画水彩
画作品展”正在雅昌河南展厅展出，共展出职业医生马东阳画
作50余幅。展览将持续至12月23日，可免费参观。

本报记者 左丽慧 实习生 吴梦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