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 铭 ， 北 京 语 言 大 学 教
授，博士生导师，孔子与儒家
文化研究所所长。民盟中央文
化委员会委员，中国屈原学会
会长。出版有 《战国文学史》

《战国文学史论》《期待与坠
落：秦汉文人心态史》《经典与
传统：先秦两汉诗赋考论》《战
国诸子概论》《楚辞全注》《诗
经古义复原》《中国儒学文化大
观》《春秋三传与经学文化》

《儒学与二十世纪文化建设：首
善 文 化 的 价 值 阐 释 与 世 界 传
播》《方铭-孔子暨儒学文化研
究文集》《天下为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中华传统文化基
础考源》《秦汉时期的文人》等
著作及编著 40 余种，发表论文
2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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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今年6月3日是中国传统节
日——端午节。端午节，又称
端阳节、龙舟节、重五节等，
是集拜神祭祖、祈福辟邪、欢
庆 娱 乐 和 饮 食 为 一 体 的 民 俗
节。端午节起源于中国上古，
它的产生体现了中国古代人的
科学精神。春秋战国及秦汉时
期，端午节不断融入对忠烈先
贤的纪念内容，又赋予了端午
节丰富的人文情怀。2009 年，
中国端午节及其传说被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它所蕴含的独特民族
精神和丰富文化内涵，对中国
民俗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本期
讲坛邀请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方
铭讲述端午节的科学内涵与人
文情怀。

端午节的科学内涵与人文情怀
■

节日民俗与中国古代历法

讲 坛

■

端午节的科学内涵

□主讲人：方铭

在中国上古历史中，伏羲被认为
是人文始祖，不但画八卦、造书契，
还作甲历、定四时，此后，“岁以是
纪而年不乱，月以是纪而时不易，昼
夜以是纪而人知度，东西南北以是纪
而方不惑”。伏羲之后，炎帝神农氏
因禽兽之肉匮乏，发明耕稼，种五
谷，制医药。黄帝代神农氏，命仓颉
造字，又设史观，立占天官，作浑天
仪及调历，“岁纪甲寅，日纪甲子，
而时节定”，最终形成了“黄帝历”。
黄帝历后代也称为“黄历”“汉历”

“夏历”，以区别于今天通行的“西
历”。20世纪中叶以后，则又出现了

“农历”的称呼，大约是缘于“黄帝
历”是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成果，也
为今天的农民所习用的原因吧。

黄帝历结合太阳和月球的运行轨
迹来安排一年的周期变化，以太阳回
归的周期作为一年的长度，以月的圆
缺作为确定历月的基础。地球绕行太
阳一周为365又1/4天，而月球绕地
球12个轮回为354天，所以，又以
设置闰月的方法以使日月的运行轨迹
相统一。因此，一般一年为 12 个
月，闰年则增加一个闰月，凡13个
月。月又分大小，大月30天，小月
29天。夏、商、周三代，为了体现
改朝换代的新气象，每一代天子都对
历法进行调整，因此有所谓“夏正”

“殷正”“周正”——“夏正”以春正
月为岁首，“殷正”以冬十二月为岁
首，“周正”以冬十一月为岁首。至
秦则用“颛顼历”，以冬十月为岁

首。汉初沿用“秦正”，至武帝时，
改行“夏正”，自此而后，实现了孔
子“行夏之时”的理想。

黄帝历充分体现了中国上古人的
伟大智慧和科学精神，是对人类文明
的重要贡献。《史记·历书》说：“盖
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
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
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
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
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
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又说：“天
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
行于诸侯。”遗憾的是，中古以后中华
文明持续衰落，天文历法的科学人才
缺失，历法也经常出错，元代和清代皇
帝本与汉语文化隔绝，所以多用阿拉

伯人和欧洲人主导历法，20世纪以
后，中国采用基督纪年法的格里历，黄
帝历只存在于民间了。

中国上古历法的建设既包含了高
深的天文学知识，又包含了对气候和
农业生产规律的科学总结，和夏历密
切相关的二十四节气，便是把太阳周年
运行的轨迹二十四等分，每一等分为一
节气，始于立春，终于大寒，准确地描述
一年之中四季变化的细微规律。2016
年，二十四节气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
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正体现了国际社会
对建立在黄帝历基础上的这一文化遗
产的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的肯定。

“天地悠长，人生如忽。”和天地
的周期相比，人生苦短，但就生生的

艰难而言，人类仍然面临“度日如年”
的无奈。一年之中时间一刻也不会停
歇，人的生老病死时刻在上演，春种夏
长秋收冬藏，既有喜悦，也是无穷无尽
的枷锁。为了应对这漫漫岁月，我们的
祖先用节日建构了休闲文化，一月一、
二月二、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
月九等规律的日子都被用作节日，同
时，因黄帝历重视月初之朔与月中之
望，所以，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八月
十五、十月十五也先后被作为节日出
现。青黄不接的四月，农忙的六月，以
及冬天的大部分时候都不再安排节日，
只有进入腊月以后，为了渲染辞旧迎新
的气氛，节日则从腊八持续到正月十五
的元宵节。这些节日安排，既体现了科
学精神，也充满了人文情怀。

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节日不
同，端午节在演变过程中，逐渐加进了
纪念在端午节去世的历史人物的人文
内涵，而且这些历史人物都有一个共
性，就是具有忠烈的人格。

在吴越一代，端午节的活动，是与
纪念伍子胥联系在一起的。伍子胥是
春秋时楚国人，名员，父伍奢，为楚平
王太子建太傅，楚平王无道，自娶为太
子所聘美妻，又听信太子少傅费无忌
的谗言，杀伍奢及伍奢长子伍尚，太子
建逃亡宋国，伍子胥也先后流亡宋、郑
诸国，为了躲避楚王的追杀，最终逃亡
吴国，助吴王阖闾自立，与孙武共伐
楚，大败楚军，鞭楚平王尸，为父兄复
仇。吴王阖闾死后，其子吴王夫差信用
奸佞，令伍子胥自杀。据说伍子胥死当
五月五日，被杀后，尸首装入皮袋，被
吴王夫差投入钱塘江，逆流而上而不
沉没，被称为波神、伍神。此后每年五
月五日，当地人驾舟竞渡，期待伍子胥
显灵。杜公瞻《荆楚岁时记》注引东汉
邯郸淳《曹娥碑》说：“五月五日，时迎
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
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礼记·
曲礼》说：“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
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伍子胥
以一己之力，立志惩戒暴君，并忠心报
吴，体现了中国古代士人忠义的情怀，
因此受到历代中国人的尊敬。《史记·

伍子胥列传》赞扬伍子胥说：“向令伍
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
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
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
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南朝范晔《后汉书·列女传》载：
“孝女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父盱，能
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
江溯涛婆娑迎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
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
日，遂投江而死。”《艺文类聚》引东晋虞
预《会稽典录》也载有曹娥救父的事迹，
后世也有以端午节为纪念曹娥的说法。
不过，曹娥与端午节的故事，应该仍然
在伍子胥故事的框架之内。

汉人袁康、吴平所撰《越绝书》，说
吴灭越后，越王勾践以身为奴，卧薪尝
胆，侍奉吴王夫差，获得吴王夫差青
睐，自吴返国后，五月五日以“竞渡之
戏”练习水军，最终灭吴。这个记载如
果可靠，则五月五日竞渡的历史可能
早于伍子胥之死，或者端午竞渡早已
经是习俗，也正因此，勾践才能以此为
掩护操练水军，掩吴王之耳目。

《艺文类聚》引东汉蔡邕《琴操》说，
“介子绥割其腓股，以啖重耳，重耳复
国，子绥独无所得，绥甚怨恨，乃作龙蛇
之歌以感之，终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
之，子绥遂抱木而烧死，文公令民五月
五日不得发火。”介子绥即介子推。晋文

公流亡之际，乏食，随从介子推曾剔股
食之。晋文公即位，介子推拒绝封赏，
偕母逃亡今山西省介休市绵山境，晋
文公为逼介子推现身，下令烧山，介子
推及其母都亡于火海。据说介子推五
月五日被烧死，所以，晋文公下令“五月
五日不得发火”。不过，我们现在一般认
为不举火的习俗是指寒食节，时间大概
是夏历冬至过后的105天，即今日清明
节、上巳节前一两天。今日清明节的习
俗，已经背离了原来踏青的本义，更多
体现了寒食节的特点了。

自汉代以来，端午节的活动，更多
的是与屈原联系在一起了。屈原是战国
时期楚国人，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
远的伟大诗人之一，也是战国时期重要
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屈原博闻强识，正
道直行，一心希望楚国繁荣富强，但是，
楚王和楚国的权臣们不能容纳屈原，屈
原在悲愤之中，创作了《离骚》等作品，
并最终自沉汨罗江。《艺文类聚》引应劭
《风俗通义》曰：“五月五日，以五采丝系
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亦因屈
原。”又引《续齐谐记》说：“屈原五月五
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
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
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
曰：君当见祭，甚善，但常所遗，苦蛟龙
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以
五采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固依

其言，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
汨罗之遗风也。”《续齐谐记》的作者是
南朝的吴均。杜公瞻《荆楚岁时记》注
说：“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
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檝以拯之舸舟，
取其轻利，谓之飞凫。”显然，说端午节
的习俗是源于纪念屈原，显然是缺乏根
据的，但端午节的习俗和对屈原的纪念
联系在一起，则为端午节灌注了丰富的
人文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端午节引入屈
原之后，再没有追加纪念新的历史人物
的内容，这说明端午节的人文内涵，至屈
原而后最终完成。端午节这样一个体现
中国上古人科学智慧的节日，通过引入
纪念先后于五月五日这个“恶日”辞世的
伍子胥和屈原的内容，体现了中国古代
人对正道直行、刚健辉光的忠烈人格的
敬仰之情，这也是中华民族历经苦难而
坚强生存的精神动力。

■

端午节的人文情怀

端午节的起源，其历史可以追溯
到夏、商时期，早期应该称为“五月五
日”，后来又称“端午”。至于为什么把五
月五日叫“端午”，有人认为“端午”即

“端五”，“端”是开始之意，“端五”即五
月的第一个五日；也有人认为“端五”本
来可能是在五月的第一个“午日”；也有
人认为因周历建寅，即以正月为寅月，
五月为午月，所以“端五”又称“端午”。
根据中国上古设立节日的规律，“端
午”很有可能就是“端五”之误。隋人杜
公瞻注《荆楚岁时记》说：“今谓之浴兰
节，又谓之端午。”这说明起码在隋代，

“端五”已经被称为“端午”了。
在传承已久的民俗文化中，端午

节活动，除了划龙舟、吃粽子以外，还
有挂似剑之草菖蒲、悬白艾、系彩丝、
佩香囊、戴虎形饰物艾虎、喝雄黄酒的
习俗，这些习俗都指向辟邪、驱蚊、止
恶气、杀菌、防蛇蝎毒虫的功能。因此，
五月五日在中国古代往往被认为是一
个“恶日”。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说：“今俗间
多有禁忌，生三子者、五月生者以为妨
害父母，服中子犯礼伤孝，莫肯收举。”
袁贺字元服，汉汝南人，传说袁贺是在
父亲服丧中出生，因其父年长无子，

“不孝莫大于无后，故收举之”，“举”
即鞠养、养育之意。但其父为了不隐
其过，字取“元服”。按照周礼，服丧期
间，夫妻不应同房，袁贺出生于服丧
之时，难免瓜田李下之嫌，因此，其父
不弃，是因为不孝之中“无后”最大，
如果袁贺父亲有子，或许袁贺就会被
转送别人了。

《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一引《风
俗通义》曰：“生三子不举。俗说生子至
于三子，似六畜，言其妨父母，故不举
之也。谨按春秋《国语》：‘越王勾践令
民生三子者与之乳母，生二子者与之

饩。’三子，力不能独养，故与乳母。”这
说明不养第三子，很可能是个别人担
心无力养育的原因。

《史记·孟尝君列传》载齐宣王庶
弟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孟尝君田文是
田婴贱妾所生，生日当五月五日，田婴
命其母弃之，其母不听，田文成人后其
父发现田文竟然还在家中，田婴责备田
文母亲，田文问田婴不举五月子的原
因，田婴说：“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
利其父母。”“长与户齐”，有人认为是指
孟尝君个子高，显然是错的。《史记·孟
尝君列传》载：“孟尝君过赵，赵平原君
客之。赵人闻孟尝君贤，出观之，皆笑
曰：‘始以薛公为魁然也，今视之，乃眇
小丈夫耳。’孟尝君闻之，怒。客与俱者
下，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孟
尝君为人狠辣，因为有人说他个子矮
小，就杀人屠县。孟尝君封地在薛，孟尝
君死后，众子嗣争位，齐魏联合灭薛。此

处“长与户齐”，指的当是其寿命与其家
族寿命相同，即会带来无妄之灾。

中国古代民俗文化常被认为是中
国传统文化，事实上，中国古代民俗文
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能等同于中国
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传承道统
的文化，是以孔子思想为基本内容的，
而中国古代民俗文化更多地体现了世
俗的价值观。中国古代的民俗禁忌，其
中某些有科学根据，但也有一些具有
反人道的内容。如《太平预览》卷三百
六十一引《风俗通义》曰：“又曰不举寤
生子。俗说儿堕地未能开目视者，谓之
寤生，举寤生子妨父母。”孔子强调父
子之亲是人与人关系的根本，是一切
人伦的基础，显然，一切不举子女的禁
忌都是违背儒家伦理的，因此，也就有
无数的例子说明五月五日作为“恶日”
出生的人，并不一定会产生灾难。王利
器先生《风俗通义校注》举东晋名将王

镇恶、北朝齐南阳王高倬、隋尧城令崔
信明等为例，都说明五月五日生人并
非一定都会被遗弃。在王利器先生所
举三人中，东晋名将王镇恶是一代名
将，但受太尉刘裕猜忌，被同僚杀害；
齐南阳王高倬在任时残暴，喜欢作恶，
最终死于非命。崔信明是隋唐时期著
名诗人，遗世独立，颇有个性。通过以
上事例可以推知，在真实的历史中，五
月五日生人并非都是恶人。因此，不能
以出生之日来判定人的善恶。

当然，古代在禁忌日出生的孩子，
父母虽有可能“不举”，但一般不会发
生极端事例，常常会用过继、改姓、修
改生日等方式来规避灾难，如南朝王
镇恶，因生于五月初五，其祖父前秦丞
相王猛就给孙子取名“镇恶”，以与命
运相抗衡。

西晋史学家司马彪《续汉书·礼仪
志》认为五月五日节日来自于二十四
节气之一的夏至节，节日来临时人们
常用红色绳索以及五色印门饰来防止
恶气，则五月五日作为“恶日”，应该是
与夏至这个节气相关。

人类早期文明多起源于高原地
区，中国也不例外。伏羲、炎帝、黄帝早
期的活动区域，也基本集中在黄土高
原一带，即今日的甘肃省天水市、陕西
省宝鸡市、甘肃省庆阳市等地区，这些
地方也是周文化和秦文化的发源地。
和中国部分北方和南方地区有着漫长
的夏天或者绵绵的冬日不同，黄土高
原四季分布均匀，界限分明，又拥有非
常适合于耕种的黄土层资源，与中国
历法相关的早期文明，只适合于产生
在这个区域。

黄土高原地区进入夏至以后，气
温升高，湿度大，雷阵雨频发。炎热的
天气带来了细菌的快速生长，以及蚊
虫的广泛滋生，也就增加了传染疾病

和瘟疫、被蚊虫叮咬的几率。因此，端午
节就是提示我们马上要进入一个特殊的
时期，需要大家为度过炎炎夏日做好防
护准备。中国江南地区的炎热来得更早，
中国的北部地区夏天则来得稍晚，但各
个地方都有端午习俗，显然更多的是民
俗文化的记忆。南朝梁宗懍《荆楚岁时
记》说：“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
席及忌盖屋，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四民
并蹋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
禳毒气，以菖蒲或镂或屑以泛酒，是日竞
渡，采杂药，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
人不病瘟。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
遗，取鸲鹆教之语。”这说明并不仅仅五
月五日是“恶日”，整个五月都被视为“恶
月”，五月五日的所有仪式，都是为了“令
人不病瘟”的预防目的。

隋人杜公瞻注《荆楚岁时记》云：
“《异苑》云：‘新野庾寔尝以五月曝席，忽
见一小儿死在席上，俄而失之，其后寔子
遂亡。’或始于此。《风俗通义》曰：‘五月
上屋，令人头秃。’或问董勋曰：‘俗五月
不上屋，云五月人或上屋，见影，魂便
去。’”《异苑》是南朝刘敬叔所撰，内容以
记载奇闻异事为主，其中提及五月曝席
死人，以及五月上房头秃等，或许与虫蛇
之害、雷电闪击相关。总而言之，五月是
一个多灾多难的月份，端午节的活动就
是为了提醒人们牢记禳灾辟邪、减灾避
祸的防范意识。

杜公瞻注《荆楚岁时记》和《艺文
类聚》卷四“岁时部”都曾引《大戴礼
记·夏小正》曰：“五月五日，蓄兰为沐
浴也。”《夏小正》是孔子或孔子后学整
理的夏朝农事与历法文献，《楚辞·九
歌·云中君》曰：“浴兰汤兮沐芳，华采
衣兮若英。”这说明端午节本来是沐浴
之节，其习俗应该起源于避夏日病虫
瘟疫之害，禳邪驱蚊，是与天气湿热的
变化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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