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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学界对二十四节气系统形成过

程的意见并不统一，大致有三种认识：一

是东周之前说；二是战国说；三是秦汉

说。在研究方法上，天文学派以竺可桢

《论新月令》为代表进行界定：“降及战国

秦汉之间，遂有二十四节气之名目。”陈

久金等前学集中于对先秦四分历法的探

究，但并不涉及对二十四节气形成过程

的具体考察；陈遵妫《二十四气》对其大

致 来 源 进 行 了 梳 理 。 考 古 学 派 以 冯 时

《二十四节气与三十节令》《律管吹灰与

揆影定气》等专文对时令系统中的定气

原则和不同节气系统作了辨析，认为二

十四节气形成与先民对“节”“气”的精密

化测量有关。文献考据以李零对《管子·

幼官》《幼官图》和银雀山汉简《三十时》

等齐地节气系统关系考辨发端，为先秦

因地域差异而存在不同节气，提供了研

究新思路。辛德勇以《史记》《汉书》等两

汉材料考证二十四节气的形成过程。刘

晓峰对节气整体性名称进行了文献学梳

理。此外，还有若干对月令文献的梳理

涉及部分节气文献，但未具体论述，其中

可以刘娇对时令的研究、薛梦潇《早期中

国的月令文献与月令制度》、刘鸣《月令

与秦汉时间秩序》为代表。

海外汉学家中，也有学者对早期中

国天文历法颇为重视，如班大为等验证

了《左传》《竹书纪年》等文献的纪历真实

性，但一般不涉及对节气的研究。所以，

无论从具体考证还是研究方法看，本书

选题都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二十四节气的探源是本书的主要侧

重点，着重强调其起源和形成过程。书

中主要分析了出土节气类文献对天象、

物候的观察记录，也涉及对时间的划分

和节气系统构建过程的具体分析。难能

可贵的是书中还深入细化到考证每一节

气的名称来源和文献学意义上的形成时

间，以及对其思想史背景的探究，这是二

十四节气研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翻阅本书我欣慰地发现，夏虞南在其

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系统地搜集和整理甲

骨文、金文、战国秦汉简牍帛书中的节气

材料，对清华简、北大汉简、胡家草场地汉

简、岳麓简、敦煌文献等相关出土节气材

料作了重新解读，并以二重证据法探究每

一节气的形成过程。总体来看，夏虞南的

这项研究已不仅仅是对这一课题的大大

推进，甚至是趋近于问题的解决。

首先，本书系统地搜集和整理了甲

骨文、金文、战国秦汉简牍帛书中相关的

节气材料，完成基础释读和资料汇编，并

进行分类。根据先秦、秦汉时期的出土

和传世文献材料，将节气相关文献分为

节纲、时令、节令、月令、历书文献五大

类，包括纯粹的“政治历”和各时期的“推

步历”。本书的新见则是对节气类文献

的五种分类：节纲文献，如清华简《八气

五味五祀五行之属》等；时令文献，如《尚

书·尧典》、清华简《四时》、北大汉简《阴

阳家言》、银雀山汉简《迎四时》《禁》《五

令》《三十时》《管子·七臣七主》《四时》

等；节令文献，如《逸周书·时训》《管子·

幼官》《幼官图》《淮南子·天文》、北大汉

简《节》等；月令文献，如《夏小正》《礼记·

月令》《逸周书·周月》《吕纪》《淮南子·时

则》《四民月令》、长沙子弹库帛书《月忌》

等；历书文献，如社会生活中运用的历

谱、历书、历记、日书等。

其 次 ，在 分 类 基 础 上 对 各 类 文 献

进 行 考 释 ，深 入 分 析 不 同 文 献 记 录 不

同 节 气 系 统 所 对 应 的 节 气 结 构 和 纪 日

等问题。

最后，在整理和释读相关文献的基

础上，对先秦、秦汉时期的各类文献以

日、时、节、月为纲，推演个体或社会的农

事、政教、兵刑、礼制的规律，进而指导具

体的社会生活的节气系统进行排谱和推

演比对，完成对二十四节气形成过程的

探源。

以 往 研 究 多 集 中 于 两 汉 以 后 的 材

料。丰富的新材料为先秦、秦汉二十四

节气形成史提供了依据，在夏虞南的意

识中传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溯源其

历史来源是首要任务。其结合甲骨文、

金文、简牍等材料对二十四节气的历史

观念、文化来源、名称形成重新梳理，有

极强的问题意识。二十四节气在历史上

的形成与发展过程需要进行结构性的文

献排序和论证。本书从历史文献学、考

古学、社会生活史等多重角度进行论证，

深化了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十四

节气”的历史学探源，为其文明意义赋

能，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逐步走向深

化的一种具体展现。

（《出土文献视野下的二十四节气探

源》，夏虞南著，北京出版社出版）

□ 王震中

在出土文献中探究二十四节气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

文明很有特色的组成部分，它

关涉古人对天文历法和气候

生态的认识；它也关涉人与自

然界的和谐与养生；在“以天

地为道”的宗旨下，它还关涉

人的思想观念和世界观。它

是扎根于民间、扎根于世俗生

活、扎根于农耕文明而源远流

长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凝

练。因此，对二十四节气的研

究价值和意义是多方面的。

目前，学术界对二十四节气的

研究，主要从社会生活史、民

俗学的角度展开，依托传世文

献和天文学理论进行梳理，尚

缺乏结合出土文献对各类节

气材料的整理、释读和结构性

的研究。日前，夏虞南博士的

专著《出土文献视野下的二十

四节气探源》，无疑填补了这

一学术史空白。

竹是一种自然植物，在中国传统文

化中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和精神象

征，千百年来被赋予了君子的道德涵义，

寄托着人们对美好品质的向往和追求。

早在《诗经》中，古人见竹舒朗洒脱，

便想起君子。到了唐宋，人们则直接将

君子与竹子的德性相关联。唐代刘岩夫

《植竹记》曰：“君子比德于竹焉”。宋代

欧阳修说：“竹色君子德。”至明代，从黄

凤池辑有《梅竹兰菊四谱》开始，竹便被

称为“四君子”之一。

竹之德包括诸多方面，唐代白居易

在《养竹记》中写道：“竹似贤，何哉？竹

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

不 拔 者 。 竹 性 直 ，直 以 立 身 ；君 子 见 其

性 ，则 思 中 立 不 倚 者 。 竹 心 空 ，空 以 体

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

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

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树

之，为庭实焉。”白居易将竹子之德概括

为“本固”“性直”“心空”“节贞”，并逐一

指出对于君子的对应教益，可见对竹子

君子品格的推崇。

“本固”是竹的天性。作为“岁寒三

友”，竹临风傲雪，越冬而不凋；随地而生，

不择地势和土壤。“露涤铅粉节，风摇青玉

枝。依依似君子，无地不相宜。”在唐代刘

禹锡的这首《庭竹》诗中，竹子这种“无地

不相宜”的特性正是“依依似君子”。

“性直”是竹的特质。竹外直中空，

枝干挺拔直立，有宁折不屈之气概。王

安石托竹言志：“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

高材老更刚。曾与蒿藜同雨露，终随松

柏到冰霜。”王安石推进改革，虽遇重重

阻力，依然不改其志，他以竹自况，写出

了自己正道直行的意志和勇气。

“心空”是竹的品格。白居易在《池

上竹下作》写道：“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解

心虚即我师。何必悠悠人世上，劳心费

目觅亲知。”这首诗，借竹道出了一个人

修身养性、治学待人的正确态度。

“节贞”是竹的风骨。南北朝刘孝先

的《咏 竹》曰 ：“ 竹 生 荒 野 外 ，梢 云 耸 百

寻。无人赏高节，徒自抱贞心。”唐代岑

参在《范公丛竹歌》中写道，“守节偏凌御

史霜，虚心愿比郎官笔。君莫爱南山松

树枝，竹色四时也不移。寒天草木黄落

尽，犹自青青君始知”。诗人均借竹子守

节情操抒发自己的情怀。

在历代清雅人士中，种竹养竹、敬竹

仰竹之风颇为盛行。晋代王羲之在《兰亭

集序》中写道：“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

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

曲水，列坐其次。”描绘了一种淡和幽密、

超凡脱俗、潇洒空灵，令人仰慕之境。王

羲之第五子王子猷更是到了爱竹成癖、恋

竹成痴的地步，据《世说新语》记载：“王子

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

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

一日无此君？’”苏轼在《於潜僧绿筠轩》中

直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

人瘦，无竹令人俗。”

竹以其生态特征、人文情感，成为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让人感受到

千古流传的卓尔不群君子之风。

（摘自《学习时报》2024年 6月 21日）

□ 梅会林

竹的君子之风

近日，傅保珠的散文随笔集

《印痕》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发 行 。 这 是 一 部 关 于 生 命 、爱

情、亲情和友情的文集，让我们

看到了一个普通人在平凡生活

中的不凡之处。该书从“孩提印

记”到“退休时日”，每一个章节

都像是作者生命中的印记，或深

或浅，均镌刻在了时光里，也让

读者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所在。

《印痕》以其细腻的笔触和深

情的叙述，将读者带入一个个充

满回忆与温情的场景当中。书中

有作者对故土的深深眷恋，也有

求学时的探索精神和对事业的执

着追求，更有在困境中相互扶持、

共渡难关的动人画面，叙述无法

忘却的人和事——感悟与读懂同

在，阅读与快乐并存。

阅读《印痕》，朴实生动的记

述感人至深，与作者一同经历他

丰富多彩的人生历程，丈量他走

过的人生脚步。亲情、友情、爱

情、家国情怀，融成一杯珍藏多

年的醇酿，汇成一滴晶莹剔透的

露珠，折射出人生应有的价值。

无论岁月如何变迁，那些美好的

印记都将永驻心田，成为人生路

上宝贵的精神财富。（王 鄱）

散文随笔集《印痕》出版

稀土不是土，而是当今世界

最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作

家杨自强的《淬炼：中国稀土科

学家创新报国纪实》（以下简称

《淬炼》）一书，以中国稀土波澜

壮阔的百年奋斗史为背景，叙写

了中国稀土产业从无到有、从弱

到强的时代传奇，彰显了一代代

稀土科学家独立自主的探索精

神和为民造福的家国情怀，在加

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

质量发展的当今，更体现了其高

尚的价值导向和品格追求。

《淬 炼》讲 述 了 中 国 稀 土 发

展史上的一个个重大节点：中国

发现稀土、第一号稀土合金、稀

土串级萃取、“一步放大”“中国

冲击”、方毅“七下包头”、阿尔法

磁谱仪上的“中国心”……一个

个激动人心的故事，形成了一部

气势恢宏的史诗。

《淬 炼》始 终 围 绕 着 一 个 主

题展开，那就是“创新报国”，这

是对时代精神的高度赞扬。中

国稀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依

靠的就是一代代科学家胸怀祖

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

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如

书中以数万字的篇幅，浓墨重彩

地讲述了中国独创、领先世界的

“串级萃取稀土分离技术”。徐

光宪等中国科学家，坚持独立自

主、自力更生，先是建立了自己

的萃取理论，然后又发明了“三

出口”技术、“一步放大”技术，中

国稀土分离技术一骑绝尘。这

些故事读来令人心潮澎湃、精神

振奋。从国家利益、时代前沿的

思想高度上提炼主题，高立意、

大格局，形成了《淬炼》一书的时

代意义和思想价值。

鲜 明 的 主 题 需 要 精 彩 的 故

事 来 呈 现 ，而 故 事 的 主 角 就 是

人。《淬炼》向我们展现了一批可

敬可亲、真实生动的中国“稀土

人”。书中的人物，着墨最多的

是稀土科学家。作者在写作时，

将每个重大节点围绕着一位中

心人物来展开，在人物的精彩故

事中依次展出中国稀土的一个

个创新成就。中国稀土的高光

时刻与稀土科学家的杰出贡献，

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事业成就

了人，人成就了事业，两者相得

益彰，相互映照。而每个科学家

又各有他们感人的故事和生动

的 细 节 ，何 作 霖 昏 倒 在 勘 探 现

场，任湘把自己吊在峭壁上采集

矿样，徐光宪凌晨 4 时在卫生间

里 记 录 灵 感 …… 他 们 把 自 己 的

全部精力、心血都投入创新报国

的伟大事业中。这样的人物，既

有 思 想 的 力 量 ，又 有 情 感 的 重

量，还有人品的质量。

《淬 炼》在 内 容 抉 择 上 有 取

又有舍，“重头作品”并没有“长

篇累牍”，整体叙述显得既完整

又流畅，有着较强的可读性和吸

引力，体现了作者对题材较高的

调度能力。同时，《淬炼》的文字

功底相当深厚，风格沉着，叙述

严谨，有内在的激情，但又不显

浮夸。对稀土技术的专业内容，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形象的

比喻呈现出来，使难懂、难写的

稀土故事，变得“内行觉得不外

行 、外 行 觉 得 是 内 行 ”，可 以 看

出，作者对于稀土专业技术是下

了一番学习功夫的。

（《淬炼：中国稀土科学家创

新报国纪实》，杨自强著，浙江科

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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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财经大学李晓蓓教授撰

写的《道德记忆与仪式庆典——

一个肃南草原牧区的道德图像》

一书，以道德人类学为视角，基于

田野调查、分析，为创新和加强基

层治理提供借鉴和思考。

作者于 2016 年夏季开始对

肃南进行田野调查，历经六年时

间，几乎走遍肃南县域，着重对

康乐乡、红湾镇、大河乡、明花乡

等地开展多点民族志和深度访

谈研究，通过系统梳理和深入探

讨，呈现一个整体性的裕固族草

原牧民的生活画卷，为深入了解

肃南裕固族仪式活动、研究道德

记忆与仪式的关系提供了翔实

的参考与思路借鉴。

该 书 前 四 章 阐 述 了 人 在 不

同 的 场 景 下 所 进 行 的 仪 式 活

动。通过对一些仪式的描述以

及 传 统 建 筑 的 发 展 变 化 ，探 究

了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所固有

的道德认知。作者以“选头羊”

“剪马鬃”“剃头礼”这些仪式活

动 ，描 绘 了 个 体 在 社 会 中 被 赋

予的角色和道德责任。而在人

自 身 成 长 方 面 ，通 过 深 入 探 讨

婚 礼 等 生 活 仪 式 ，展 现 了 这 些

仪式在构建和维系人际关系中

的重要作用。通过对县庆历史

的 回 顾 等 ，揭 示 了 庆 典 活 动 在

传 承 历 史 文 化 、凝 聚 社 区 共 识

方 面 的 独 特 作 用 。 作 者 指 出 ，

庆典活动不仅是一个庆祝和纪

念 的 场 合 ，更 是 一 个 展 示 县 城

形象和文化底蕴的窗口。通过

庆 典 展 演 的 形 式 ，县 城 的 文 化

特 色 和 优 势 得 以 充 分 展 现 ，吸

引了更多人的关注和参与。

书中认为，通过深入挖掘和

传承传统仪式庆典中的道德记

忆，不仅有助于唤醒人们的道德

意识，而且能够促进社区治理。

（《道德记忆与仪式庆典——

一个肃南草原牧区的道德图像》，

李晓蓓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 王雄刚

呈现草原牧民的生活画卷

动 态

书 评

重 推

盛夏时节，西和县晚霞湖荷花满塘。资料图

夏日炎炎 程 硕

本书选取了殷墟遗址、三星堆遗

址、魏安釐王墓、睡虎地秦墓、马王堆

汉墓等大型遗迹，讲述了它们的发掘

起因、发掘过程、发掘收获以及出土

文物的溯源过程，收录近 300 张照片，

包括考古现场、历史遗迹、文物真貌、

遗失古籍、珍贵遗存等，让读者身临

其境，从考古遗迹的视角解读中国历

史，更轻松地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

曲长涛 著

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遗迹里的中国史》

有了丝绸之路，便有了反映丝绸

之路的文学。本书认为，汉唐时期的

诗赋、散文、小说、变文诸文体具有丰

富的丝路意蕴，反映了丝绸之路的交

通条件、自然风貌、历史变迁和中外交

往。丝绸之路的经贸活动及外来文明

成果成为文学意象，给文学注入新鲜

血液和强大动力。

石云涛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丝绸之路与

汉唐文学的关系》

滴水藏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