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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一词，常挂在我们的嘴边，诸如饮食文化、服饰文化、民俗文化，

再如文化素质、文化品味、文化遗产，等等。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呢?

所谓“文”，即是错综交杂的痕迹，指的是各种事物有章法地聚在一

起，形成一种“美好和谐”的现象; 而“化”就是改变、转化。概括地说，

文化就是“以文化之”，用 “美好和谐”的理念行之于一切。而 “美好和

谐”是文化的最高要求。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

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的生存方式，其

涵盖面非常广泛，所以又被称为大文化。

梁启超认为: “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这

“共业”包含众多领域，诸如认识的 ( 语言、哲学、科学) 、规范的 ( 道德、

法律、信仰) 、艺术的 ( 文学、美术、音乐) 、器用的 ( 生产工具、日用器

皿以及制造它们的技术) 、社会的 ( 制度、组织、风俗习惯) 等等。

狭义的文化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

的部分，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所以又被称作 “小文化”。《现代

汉语词典》关于“文化”的释义①，即 “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

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当属狭义文化。

总之，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试图给 “文化”下定义的学者专

家很多，但迄今没有获得一个公认的、令人满意的答案。

概而言之，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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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

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

价值观念等。

当代学者张荣寰认为，文化是人的人格及其生态的状况反映，为人类

社会的观念形态、精神产品、生活方式的研究提供了完整而贴切的理论支

持。文化蕴涵人最高贵的意义，以信仰真理、知识善行、仁爱美情来历炼

人格是人最高贵的意义，也是文化的最高表达。

关于文化的特点。首先，文化是共有的，它是一系列共有的概念、价

值观和行为准则，它是使个人行为能力为集体所接受的共同标准。其次，

文化是学习得来的，而不是通过遗传而天生具有的。再次，文化的基础是

象征，其中最重要的是语言和文字，但也包含其他表现方式如图像 ( 如图

腾) 、肢体动作 ( 如握手) 、行为解读 ( 送礼) 等。

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自己

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

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味; 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

所以有道德; 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

生命。

中国文化的凝聚力是惊人的，人类历史上曾有四大文明古国，而现在

只有中国文化作为文化主体保留至今。这显示的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力量。

著名学者张岱年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凝结于 《周易大传》的两

句名言之中，这就是: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

载物”。概括起来为 4 点: 一、刚健有为。二、和与中。三、崇德利用。

四、天人协调。

为宏扬民族文化，激起中小学生对中国文化了解甚至探究的兴趣，我

们组织编写了这本书。本书力求选取中国文化中最基本最常用的内容，由

于中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文化资源异常庞杂丰富。博大精深，疏漏之

处肯定很多，敬请读者朋友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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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历法、地理

天文学的基本概念

【宇宙】四方上下是称“宇”、古往今来称 “宙”。是天地万物的总称。

《淮南子·原道训》中有“纮宇宙而章三光。”

【星宿】宿，古代把星座称作星宿。古人认为人间有功名智慧的人是天

上星宿下凡。

【分野】古代占星家为了用天象变化来占卜人间的吉凶祸福，将天上星

空区域与地上的国州互相对应，称作分野。具体说就是把某星宿当作某封

国的分野，某星宿当作某州的分野，或反过来把某国当作某星宿的分野，

某州当作某星宿的分野。

【二十八宿】又叫二十八舍。古代人把星空分为 28 个星区，用来说明

日、月、五星运行的位置。每宿包含若干颗恒星。二十八宿的名称，自西

向东排列为: 东方苍龙七宿 ( 角、亢、氐、房、心、尾、箕) ; 北方玄武七

宿 ( 斗、牛、女、虚、危、室、壁 ) ; 西方白虎七宿 ( 奎、娄、胃、昴、

毕、觜、参) ; 南方朱雀七宿 ( 井、鬼、柳、星、张、翼、轸) 。

【九野】《淮南子·天文训》将二十八宿分成九野:

中央钧天 角宿 亢宿 氐宿

东方苍天 房宿 心宿 尾宿

东北变天 箕宿 斗宿 牛宿

北方玄天 女宿 虚宿 危宿 室宿

西北幽天 壁宿 奎宿 娄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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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颢天 胃宿 昴宿 毕宿

西南朱天 觜宿 参宿 井宿

南方炎天 鬼宿 柳宿 星宿

东南阳天 张宿 翼宿 轸宿
【四象】我国古代表示天空东、南、西、北四大区星象的 4 组动物。又

称四维、四兽。二十八宿体系形成后，以每七宿组成一象。即东龙、南鸟、

西虎、北龟蛇 ( 武) 。春秋战国五行说流行后，四象配色成为: 青龙、朱

雀、白虎、玄武。所以东方七宿称东官苍龙，南方七宿称南官朱雀，西方

七宿称西官白虎，北方七宿称北官玄武。

【太阳的别称】白驹、金虎、赤乌、阳乌、金乌、金轮、火轮、赤轮、

晷景、奔晷、朱曦、曦和、阳景、大明、明光、光朱、曙雀、红日，春天

的太阳称春晖，夏天的太阳称骄阳，早晨的太阳称朝阳、朝曦、东曦、朝

暾、朝光、朝晕、初旭、初景，黄昏的太阳称夕照、夕曛、夕晕、夕阳、

残阳、斜阳。

【月亮的别称】月亮是古诗文提到的自然物中最突出的被描写的对象。

它的别称可分为:

( 1) 因初月如钩，故称银钩、玉。

( 2) 因弦月如弓，故称玉弓、弓月
( 3) 因满月如轮如盘如镜，故称金轮、玉轮、银盘、玉盘、金镜、镜。

( 4) 因传说月中有兔和蟾蜍，故称银兔、玉兔、金蟾、银蟾、蟾宫。

( 5) 因传说月中有桂树，故称桂月、桂轮、桂宫、桂魄。

( 6) 因传说月中有广寒、清虚两座宫殿，故称广寒、清虚。

( 7) 因传说为月亮驾车之神名望舒，故称月亮为望舒。

( 8) 因传说嫦娥住在月中，故称月亮为嫦娥。

( 9) 因人们常把美女比作月亮，故称月亮为婵娟。

【天狼星】为全天空最明亮的恒星。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词: “会

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其中用典皆出自星宿，雕弓指弧矢星，天

狼即天狼星。屈原《九歌》中也有“举长矢兮射天狼”，长矢即弧矢星。

【老人星】为全天空第二颗最明亮的星，也是南极星座最亮的星。民间

把它称作寿星。北方的人若能见到它，便是吉祥太平的事。杜甫诗云: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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宵南极外，甘作老人星。”

【天罡 ɡānɡ】古星名，指北斗七星的柄。道教认为北斗丛星中有 36 个

天罡星、72 个地煞星。小说 《水浒》受这种迷信说法的影响，将梁山泊一

百零八名大小起义头领附会成天罡星、地煞星降生。

【北斗】又称“北斗七星”，指在北方天空排列成斗形 ( 或杓形) 的七

颗亮星。七颗星的名称是: 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

排列如斗杓，故称“北斗”。根据北斗星便能找到北极星，故又称 “指极

星”。屈原《九歌》: “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 《古诗十九

首》: “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是北斗星中的第五星。《小石潭记》

中用“斗折蛇行”，形容像北斗星的曲线一样弯弯曲曲。

【北极星】星座名，是北方天空的标志。古代天文学家对北极星非常尊

崇，认为它固定不动，众星都绕着它转。其实，由于岁差的原因，北极星

也在变更。3000 年前周代以帝星为北极星，隋唐宋元明以天枢为北极星，

12000 年以后，织女星将会成为北极星。

【流火】火，即东方七宿中的心宿。每年农历五月左右，黄昏时星宿在

中天，六月以后就渐渐偏西。此时暑气减退，夏天也快结束了。《诗经·豳

风·七月》中有“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七月流火，八月崔苇”。

【参商】参和商都是二十八宿之一。参宿在西，心宿在东。两者此出彼

没，不能在天空中同时出现，因此用来比喻人分离不得相见。《红楼梦》中

描写宝黛间的亲密关系用了这样的比喻，如 “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息同

止，真是言和意顺，略无参商”。

【彗星袭月】彗星俗称扫帚星，彗星袭月即彗星的光芒扫过月亮，按迷

信的说法是重大灾难的征兆。

【白虹贯日】 “虹”实际上是 “晕”，大气中的光学现象。这种现象的

出现，往往是天气将要变化的预兆，可是古人却把这种自然现象视作人间

将要发生异常事情的征兆。

【运交华盖】华盖，星座名，共十六星，在五帝座上，今属仙后座。旧

时迷信，以为人的命运中犯了华盖星，运气就不好。

【牵牛织女】“牵牛”即牵牛星，又叫牛郎星，是夏秋夜空中最亮的星，

在银河东。“织女”即织女星，在银河西，与牵牛星相对。《古诗十九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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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唐代诗人曹唐 《织女怀牵牛》: “北斗佳人双

泪流，眼穿肠断为牵牛。”

【银河】又名银汉、天河、天汉、星汉、云汉，是横跨星空的一条乳白

色亮带，由一千亿颗以上的恒星组成。曹操 《观沧海》: “星汉灿烂，若出

其里。”陈子昂《春夜别友人》: “明月隐高树，长河没晓天。”苏轼 《阳关

曲》: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秦观 《鹊桥仙》词: “纤云弄

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

【文曲星】星宿名之一。旧时迷信说法，文曲星是主管文运的星宿，文

章写得好而被朝廷录用为大官的人是文曲星下凡。

【云气】古代迷信说法，龙起生云，虎啸生风，即所谓 “云龙风虎”。

又说真龙天子所产生的地方，天空有异样云气，占卜测望的人能够看出。

如《鸿门宴》: “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

阳历·阴历

阳历以地球绕太阳一周 ( 一回归年 365 天 5 小时 48 分 40 秒) 为一年。

为方便计，以 365 天为一年，叫平年。余下的时间，每四年加一天，这一年

叫闰年。但这样，每四年又亏 44 分 56 秒。所以每 400 年少三个闰年。阳历

的 4、6、9、11 是小月，30 天; 2 月 28 天 ( 平年) ; 其余的月份是大月，31

天。阴历又称为农历，实际上是阴阳合历，因为它的月平均长度接近 “朔

望月”。年的平均长度接近“回归年”。“朔望月”是指月亮绕地球一周的时

间，为 29 天 12 小时 44 分 03 秒。为方便，定为大月 30 天，小月 29 天。这

样，每年比回归年少 11 天，因此采用每 19 年闰 7 个月的方法与回归年取得

一致。

闰 年

阳历有闰日或阴历 ( 农历) 有闰月的一年都叫闰年。

公历一般每 4 年有一个闰年。平年 365 日，闰年 366 日，这多出来的一

天加在二月末，闰年的二月就有 29 日。这一天就叫闰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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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历一般年份凡是能被 4 整除的都是闰年，如 1984 年就是闰年。

四年一闰的办法，使得一年的平均时间比一年的实际时间多了约 1 分
14 秒。为了消除这个误差，现行公历规定，400 年间只允许有 97 个闰年而

不是 100 个闰年。那些世纪整数年，如 1900 年、2000 年，要能被 400 整除

时才算闰年，否则仍算平年。因此，公元 1800 年、1900 年都是平年，公元
2000 年、2400 年才是闰年。

历史上的纪年法

我国历史上使用的纪年法重要的有 4 种:

( 1) 干支纪年干支是天干 (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和地支 ( 子丑寅

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的合称，以十于与十二支循环相配，可配成六十组，

通称为“六十甲子”，用来表示年历，六十年后周而复始。

( 2) 帝号纪年西周共和十四年后，周朝史书中出现了 “宣王一年”、

“宣王二年”。鲁国史书《春秋》，是从“鲁隐公元年”到 “鲁哀公十四年”

的历史。“宣王”和“隐公”均为帝王或诸侯的谥号，这就是帝号纪年。

( 3) 年号纪年公元前 141 年，汉武帝刘彻即位，使用年号 “建元”，首

创年号纪年。以后历代帝王都仿照他而建制自己的年号。从汉武帝至清宣

统三年，前后 2051 年中，建立过 600 多个帝王年号。

( 4) 黄帝纪年辛亥革命期间，一些报刊和革命党人为反对清王朝。不

使用清朝皇帝的年号纪年，而以传说中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为年号来纪年，

史称“黄帝纪年”。由于计算的起始时间不同，当时各报刊采用的黄帝纪年

的年代也不统一。对 1911 年，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推断为黄帝 4609

年，中国留日学生江苏同乡会编印的 《江苏》推断为黄帝 4402 年，由黄藻

编辑初刊的《黄帝魂》推断为黄帝 4622 年。其中，《民报》所用年代为多

数革命党人接受，武昌首义后湖北军政府颁发的文告即以此为据，各省响

应起义的文告也多采此说。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通电各省，定

黄帝纪年 4609 年 11 月 13 日 ( 公元 1912 年 1 月 1 日) 为中华民国元年元

旦。从这一天起，不再使用黄帝纪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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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更、鼓、点

时、刻、更、鼓、点，都是我国古代的计时单位。

时: 指时辰。古时，人们把一昼夜分为 12 段，每段叫做一个时辰，合

现在两个小时。12 个时辰分别用 12 个地支做名称，从半夜算起。

子时: 夜半，23 ～ 1 点。

丑时: 鸡鸣，1 ～ 3 点。

寅时: 平旦，3 ～ 5 点。

卯时: 日出，5 ～ 7 点。

辰时: 食时，7 ～ 9 点。

巳时: 隅中，9 ～ 11 点。

午时: 日中，11 ～ 13 点。

未时: 日映，13 ～ 15 点。

申时: 哺时，13 ～ 15 点。

酉时: 日入，17 ～ 19 点。

戌时: 黄昏，19 ～ 21 点。

亥时: 人定，21 ～ 23 点。

刻: 古代用漏壶计时，一昼夜共 100 刻，1 刻合现在 14 分 24 秒。顷

刻，指很短的时间。

更: 一夜分五更，每更大约两小时。

一更天: 19 ～ 21 点。

二更天: 21 ～ 23 点。

三更天: 23 ～ 1 点。

四更天: 1 ～ 3 点。

五更天: 3 ～ 5 点。

鼓: 古代夜间击鼓报更，所以鼓成了更的代称。

点: 古代用铜壶滴漏 ( 水或沙) 计时，以下漏击点为名。一夜分五更，

一更又分五点。一点合现在 24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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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生肖

属相是我国一种传统的纪年方法。办法是，在采用天干配地支纪年的

同时，又用十二地支各配一种相应的动物名字，表示这一年的顺序和名称，

排列办法为: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

酉鸡、戌狗、亥猪。如辛酉年又称鸡年，这一年出生的人便属鸡。这种纪

年方法的来源，历来说法不一，主要有: ( 1) 依据阴阳来确定这些动物名

称，如子寅辰午申戌属阳，故用身上有奇数特征的动物表示，如鼠、虎、

龙、猴、狗都有五趾，马为奇蹄; 而丑卯巳未酉亥旧说属阴，故以身上有

偶数特征牛羊猪 ( 偶蹄) 鸡 ( 四爪) 兔 ( 双唇) 蛇 ( 二舌) 来表示; ( 2)

图腾说: 古代某一氏族因与某种动物关系密切，便奉这种动物为本族的保

护者。此后逐渐用几种常见的动物纪年，产生了十二属相，以祈保护。( 3)

来自西北游牧民族: 我国自古有以干支纪年的办法，而只有在古代西北的

游牧民族中，才以动物纪年，此后随着民族间的融合，华夏族的干支纪年

法与少数民族的动物纪年法相融合，产生了十二生肖，清人赵翼甚至断定

此俗“起于后汉无疑也”。

十二生肖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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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远流长的十二生肖，既然广泛影响古代的民俗，因而某些封建文人，

也用它作为诗文的题材。大名鼎鼎的朱熹，曾写过十二生肖体的诗篇，每

句隐一生肖，类似文字游戏，但也反映出宋代士大夫的生活情趣:

昼闻空箪啮饥鼠，晓驾羸牛耕废圃。

时才虎圈听豪夸，旧业兔园嗟莽卤。

君看蛰龙卧三冬，头角不与蛇争雄。

毁车杀马罢驰逐，烹羊酤酒聊从容。

手种猴桃垂架绿，养得鹍鸡鸣角角。

客来犬吠催煮茶，不用东家买猪肉。

二十四节气

二十四节气用以表示一年里天时和气候变化的 24 个时期，也就是表示

地球在围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24 个不同的位置。天文学上，用太阳的黄

经度来计算: 分黄道为 360 度，取 “春分点”为零度，由此起算，每 15 度

为一个节气，6 个节气为一季，合四季而得 “二十四节气” ( 详见下表) 。

我国劳动人民远在春秋时代已通过农业生产实践，定出春分、夏至、秋分、

冬至四大季气。在秦汉时，二十四节气的概念已完全确立，成为农业活动

的主要根据。

二十四节气歌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每月两节不变更，最多相差一两天。

上半年来六、廿一，下半年是八、廿三。

二十四节气表

春
季

立春
2 月 3 ～ 5 日

雨水
2 月 18 ～ 20 日

惊蛰
3 月 5 ～ 7 日

春分
3 月 20 ～ 22 日

清明
4 月 4 ～ 6 日

谷雨
4 月 19 ～ 21 日



天文、历法、地理
Tianwen lifa dili

9

续 表

夏
季

立夏
5 月 5 ～ 7 日

小满
5 月 20 ～ 22 日

芒种
6 月 5 ～ 7 日

夏至
6 月 21 ～ 22 日

小暑
7 月 6 ～ 8 日

大暑
7 月 22 日 ～ 24 日

秋
季

立秋
8 月 7 ～ 9 日

处暑
8 月 22 ～ 24 日

白露
9 月 7 ～ 9 日

秋分
9 月 22 ～ 24 日

寒露
10 月 8 ～ 9 日

霜降
10 月 23 ～ 24 日

冬
季

立冬
11 月 7 ～ 8 日

小雪
11 月 22 ～ 23 日

大雪
12 月 6 ～ 8 日

冬至
12 月 21 ～ 23

小寒
1 月 5 ～ 7 日

大寒
1 月 20 ～ 21 日

二十四节气的传统含义

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是用来反映一年

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则反映了春、夏、

秋、冬四季的开始。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是从天文角度来划分的，反

映了太阳高度变化的转折点。春分: 春季的中间，昼夜平分。夏至: 白天

最长，夜间最短。秋分: 秋季的中间，昼夜平分。冬至: 天进九，白天短，

夜间长。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具有非常明显的季风性和大陆性气候，各地

天气气候差异巨大，因此不同地区的四季变化也有很大差异。

小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 5 个节气反映气温的变化，用来表示一

年中不同时期寒热程度。小暑: 初伏前后，气候开始炎热。大暑: 一年中

最炎热的时节。处暑: “处”有躲藏、终止的意思，表示炎热即将过去。小

寒: 气候已比较寒冷。大寒: 为最冷的时节。

白露、寒露、霜降 3 个节气表面上反映的是水汽凝结、凝华现象，但实

质上反映出了气温逐渐下降的过程和程度。白露: 气温下降到一定程度，

夜间较凉，空气中的水汽出现凝露现象。寒露: 气温明显降低，夜间凝露

增多，而且越来越凉。霜降: 开始降霜。当温度降至 0℃以下，水汽凝华

为霜。

小满、芒种则反映有关作物的成熟和收成情况。小满: 麦类等夏热作

物子粒逐渐饱满。芒种: 麦类等有芒作物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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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蛰、清明反映的是自然物候现象。惊蛰: 开始打雷，冬眠动物复苏。

清明: 气候温暖，天气清和明朗。尤其是惊蛰，它用天上初雷和地下蛰虫

的复苏，来预示春天的回归。

雨水、谷雨、小雪、大雪 4 个节气反映了降水现象，表明降雨、降雪的

时间和强度。雨水: 降雨开始。谷雨: 降雨量增多，对谷类生长有利。小

雪: 开始降雪。大雪: 降雪较大。

地理名词汇编

九州 传说中的我国上古行政区的划分。西汉以前，认为“九州”系禹

治水后所划分; 东汉以后，有的认为九州是周制，有的认为九州是殷制。具

体州名未有定说。《尚书》作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 《吕氏

春秋》有幽州而无梁州; 《周礼》有幽、并州而无徐、梁州; 《尔雅》有幽、

营州而无青、梁州。各家所说各州境界，也有一些出入。

八荒 八为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东北八面方向; 荒，

荒远之地。《说苑·辨物》: “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九州”

指中原地带，“八荒”指离中原极远的地方。

郡县 我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区域。春秋时 “县”大 “郡”小，秦代郡

大县小。秦统一后分全国为 36 郡，后来又增加为 40 郡。汉高祖刘邦分为
62 郡，区域变小了。隋唐时改郡为为“州”。县制始于春秋战国，秦代县属

郡，一个郡管辖几个县。汉代郡国并存，国以下也有县。隋唐以后县隶属

于州或府。

国 周代分封诸侯，每个诸侯都建立一个 “国”。秦代取消分封制，不

存在国。西汉实行郡、国并置之制，国是汉代诸侯王的封域，也是行政区。

国的区域与郡相当，所以常连称“郡国”。

道 地方一级行政单位。唐代将全国分为十 “道”，后分为十五道，大

略相当于汉代的州，隶属于中央的监察区。北宋初沿袭唐制，分全国为十

三道，不久即废，改道为路。清代又恢复道，它的范围较小，属于省管辖，

但比府、州为大。

路 北宋废道为“路”，初为征收赋税、转运漕粮而设，后来逐渐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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