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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十四节气作为我国先民的文化创造,代表着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在当下需要积极的继承和弘扬“二十四节气”,发扬其宝贵的思想遗产,让优秀传统文化能够适应新的形

势和新的要求,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源泉,从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文化支撑,为

当今世界发展贡献精神力量。 

[关键词] 二十四节气；传承；发展 

 

“二十四节气”形成于中国黄河流

域,是我国劳动人民通过长期劳作,通

过观察记录太阳周年活动形成的时节

和气候的划分方法。2016年11月,“二

十四节气”正式被批准列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二十四节气不仅在传统社会中的农

业生产、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发挥着及

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形成了十分丰富的

节气文化和实践活动。随着社会的不断

发展,许多节气文化和实践活动都离我

们越来越远。二十四节气作为我国先民

的文化创造,代表着中国深厚的历史文

化传统,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在当下

需要积极的继承和弘扬“二十四节气”,

发扬其宝贵的思想遗产,充分发挥其应

有的时代价值。 

1 树立正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客

观态度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先民“察悬象之

运行,示人民以法守”的产物,是通过观

察天象尤其是太阳周年运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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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正是

因为古人能够正确地认识季节,认识到

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

才能提出对农业生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的节气。在《诗经》中《七月月》里就

展现了在二十四节气变化过程中的古人

的农事活动,如“春日载阳,鸟鸣仓庚庚”

体现了春天万物复苏的景象；“无衣无

褐”则展现冬日生活状态。至秦汉时期,

农业生产水平己经相当的发达,而与之

相适应的二十四节气也发展得较为完

整。这些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是在漫长

的历史进程中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是

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必须深化对二十四节气的科

学认知,并赋予二十四节气新的时代

内涵和现代的表达形式,要以客观的

态度对待二十四节气传统文化。既要

看到二十四节气在推动传统社会发展

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又要明晰二十四

节气所蕴含的糟粕劣根,更要承认二

十四节气在当今时代仍具重要思想价

值和现实意义。正确认识并积极继承

其思想精华对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与

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

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

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的会存

在陈旧过时或己成为糟粕性的东西。

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

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

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

而不能一股脑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

用。” 

我们要以“是否有利于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标准,以“是

否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融合”,“是

否与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相适应”,

“是否体现人文性与科学性的辩证统

一”为具体标准,坚持以客观的态度,对

二十四节气中的文化遗产加以补充、完

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让优秀传统

文化能够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成

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源泉,

从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文化

支撑,为当今世界发展贡献精神力量。 

2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正当其时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

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二十四节气”被列人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提醒我们更要对二十四节气进行

更为有效的保护与传承。 

“春日春风动,春江春水流。春人饮

春酒,春官鞭春牛。”“立春,食芦、春饼、

生菜,号‘菜盘’。”在立春日要举办盛大

的迎春礼。唐代人就已经开始试春盘,

吃春饼了,节气日的习俗活动十分丰富。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科技日益发

展的今天,人们与自然之间依附关系的

紧密程度早已发生了变化。在农业生产

不再完全依赖于靠天吃饭的现实情况下,

作为“二十四节气”这样古老的中华遗

产,却在社会发展进成中成为了文化链

上最为脆弱的一部分。如今节气日的活

动已经为数不多,能够保留下来的习俗

活动少之又少,流行不够普遍。 

中国的文化建设要创新,这种创新

要建立在自信的主体意识之上。“当前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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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各样的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频繁,

迫切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

值内涵,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生机与活力。”二十四节气中有很多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不仅包括了歌谣、

谚语等,还包含了我国传统的工艺品、生

活器具、书画等艺术作品以及生产工具,

其中还有与节令关系密切的节日文化、

民间风俗,这些对构成我国丰富的现代

文明有着积极的作用。在现代社会对二

十四节气自身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创

新,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二十四节气正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

历史进程中积淀下来优秀的传统文化,

积极地弘扬继承二十四节气中优秀文化

的思想遗产,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应

有的时代价值,使古老的二十四节气与

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相契合,在不断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过程中使其焕

发出强大的生命力。积极继承和弘扬二

十四节气中的思想精华对提升中华民族

凝聚力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和意义。“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

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充分发挥二十四节气应有的时代价

值,激发二十四节气新的活力,坚持古为

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

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3 构建多元化的传承途径 

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遗产至今仍然

有突出的当代价值,积极继承和发扬中

华文化的思想精华对提升民族凝聚力与

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一思想为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文化是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

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

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在现代都市化的社会背景下,

对我们先民留下的二十四节气珍贵文化

遗产进行提炼、升华、传播、弘扬,在现

代社会条件下赋予它新的生命和意义,

是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也是文化自信的具体体现。 

为实现“二十四节气”文化内容的

有效传承,学校教育是加强对儿童及青

少年实施二十四节气文化遗产教育的有

力措施,将二十四节气内容融入到中小

学课本中,以谚语、诗词歌赋作为核心载

体运用在课程教学中。二十四节气中的

诗词不仅是我国诗词中较为重要的组成

部分,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通

过对诗词歌赋中的相关场景、民俗文化

的讲述,联系实际生活,掌握相关的文化

内容,让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激发学

生对自然科学的探究兴趣,这不仅能够

帮助青少年认识和了解节气知识,提升

青年一代的综合素质,更有利于我国二

十四节气非遗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扬。 

在新媒体时代下,网络己经成为人

们获取信息和沟通交流的主要方式。媒

体的宣传报道是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提升对二十四节气认知度,可以借

助新媒体技术的力量,构建网络教育平

台,通过视频、音频、动画和图片等方式,

将二十四节气的文化融入到网络教育平

台之中,丰富了以往以口传身授、世代相

传的单一的,静态的展示的传承方式。这

种方式可减少了信息消费成本,便捷性

与时效性得到了大大的提升,从而使二

十四节气文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

连。“要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

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绝不可抛弃中华

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让年轻一代有

兴趣去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技

术去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能力

去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对优秀

的中华传统文化最好的保护方式之一。”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

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建立文化自信,就必须重视优秀传统文

化,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重要的

精神资源。二十四节气是我们中华民族

的优秀文化,是全体中国人的宝贵财富,

做好二十四节气的保护传承工作,使之

更加贴近现代生活、适应现代生活,在新

时代焕发出新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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