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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以農立國，對農耕十分重視。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是農民的作息

時間，有嚴格規定，並以二十四節氣為主要指引。

根據二十四節氣的變化，中國古代農業學家編撰出每月應從事農事及其方

法的書籍，如《農桑衣食撮要》、《四民月令》、《四時纂要》。

農民的「工作時間表」

二十四節氣中的民間諺語

春分前好播田，春分後好種豆子。
這是台灣北部農民的習慣，南部農民則比較早，

這是因為氣候變化所  生的差異。

清明前，栽竹平。
意思是栽植竹草花木，必須選在清明前，這樣才會有好收成。

立夏蚯蚓出，麥子麥芒生，晝夜灌漿忙，又是好收成。
意思是立夏如果有蚯蚓出沒，代表農作物生長好，雨水充足，收穫豐富。 

這是因為通常雨後都會出現蚯蚓，立夏有雨就有好收成。

小暑不種薯，立伏不種豆。
意思是伏天（出現在小暑和處暑之中，是一年中氣    最高且
又潮濕、悶熱的日子。）之後就不種植紅薯，因為太遲種植，

紅薯會無法結果，即使結果也沒時間好好生長，果實不會好吃。

因此夏天種植紅薯要早些種，  了就會影響收成。

寒露麥，霜降豆。
寒露時最適合種麥，霜降時適宜種豆。

諺語所反映的內容與社會人民生活有密切相關，因此有關二十四節氣的諺語也有不少。

二十四節氣中立春這一天被稱為「春節」，這種叫法延

續了兩千多年。春節和冬至，恰是一年中頭尾兩個由農

耕作息衍生的重要節日。現代的春節和立春已不是同一

天，現在所指的「春節」其實古稱為「元旦」。

立春等如春節？二十四節氣與農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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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蟄是春雷初鳴，驚醒於地下過冬的蛇蟲鼠蟻之時。

根據傳說，白虎是位「是非之神」，會在驚蟄時出來

覓食，而百姓為了自保，在當天祭白虎以保平安。

百姓先在一張紙上畫上白老虎的模樣，後在祭祀時用豬血餵紙，代表白虎吃飽

，不再出口傷人，最後會以生豬肉抹在紙老虎的嘴上，使之充滿油水，不能胡

說八道，這便是「打小人」的來源。

香港現今，每逢驚蟄，灣仔鵝頸橋底都會聚集一批婦女，為顧客「打小人」，

以這方式驅趕顧客心中的「小人」，令其感到不順心的人，驅趕霉運。

驚蟄打小人

大暑是一年中最炎熱的時候，為了消暑，自古以來

大暑的習俗均與食有關。

粵南地區有一句諺語：

「六月大暑吃仙草，活

如神仙不會老」。「仙

草」即涼粉，而這種食

物性質甘淡寒涼，有

利於解暑清熱，因此

廣東地區的人們

一般會在大暑當

天進食仙草這種

涼性食品。

大暑吃涼粉

秋分是日短夜長的時節，而且晝夜的溫差逐漸明顯。古

時民間流傳着秋分祭月的習俗，秋分曾有「祭月節」，

與現今的中秋節相似。

據明代《北京歲華記》記載，在祭月夜裏，各家

各戶皆會放置月宮、月兔的畫像，周邊以瓜果供

奉，配以繪上月宮玉兔的月餅，男女燒香敬拜，

直至清晨。

後來因秋分的日期並不穩定，加上不能確認秋分

當日會否出現圓月，祭月節便被人漸漸遺忘，而

中秋節便代替了祭月節。

秋分祭月節

東漢名醫張仲景在冬季時，看到鄉親饑寒交

迫，不少人的耳朵都凍爛了，便讓其弟子搭

起醫棚，架起大鍋，在冬至那天煮「祛寒嬌

耳湯」醫治凍瘡。

人們吃了「嬌耳湯」，

渾身暖和，兩耳發熱，凍傷的耳朵都治

好了。

後人學着「嬌耳」的樣子，包成食物，

也叫「餃子」或「扁食」，發展到後來

就有了冬至吃餃子的習俗。

冬至吃水餃

二十四節氣中有趣的民間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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