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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秋冬春为首，春季为农历正月、二
月、三月这三个月份。为何把春季作为四时
之首？因为古人认为，春属“木”，夏属“火”，
秋属“金”，冬属“水”，“土”生万物。

古人又将春、夏、秋、冬与东、南、西、北相
配，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一日之始”；相
应地，“春”与“东”相配后，生机勃勃的春季，
自然就成了“一年之始”和“四时之首”。

古人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称为“立
春”，所谓“立”即建立的意思，引申为开始；古籍

《尚书大传》称：“春，蠢也，物蠢生，乃动运。”所谓
“立春”就是到了生物蠢蠢欲动的时候。

二十四节气是根据阳历制定的，而阳历与
阴历有约 11 天差距。为此，古人通过增加月
份即“闰月”来调整，但这样的后果是有的农历
年份没有立春，而有的年份则有两个立春。

秦汉时期人们崇尚东方，故对四季中的
“春”也推崇万分：“春者，天地开辟之端”，民间
更有“春朝（立春）大于岁朝（正月初一）”之说。
因对“春”格外重视，古人视立春为“岁始”。

从周代到清末，都以“立春”为一岁的大典，
民间有“立春大过年”的谚语。古人对何时立春
以及农历年有无立春都特别在意，立春节气还
有“迎春礼”“祀春神”“咬春饼”等系列活动。

春、夏、秋、冬，从四季用字类型上看，
“春”与“秋”是一组，常称“春秋”；“冬”与“夏”
则是另一组，多说“冬夏”。生长的“春”和成
熟的“秋”与酷热的“夏”和寒冷的“冬”，构成
了一年的全部光景。

从汉字形成来看，“春”与“秋”一样，原本
都是会意字。在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已
发现多个“春”字，仅《甲骨文字典》“春”条下
便收录了13个，虽字形有差异，但其本义都是
草木种子破土萌芽。

但不论是现代字典，还是清代的《康熙字
典》，“春”字皆归入“日”部，看不出草木萌芽
的内涵。其实，在早期汉字中，“春”字均与

“草”有关，如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上发现
的“春”字，就有草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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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每日甘肃 漫画/杨仕成

订阅热线：028-86969110
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中国邮政微商城搜索《华西都市报》，即可订阅。
欢迎小朋友向我们投稿！投稿邮箱：shaonianpai@thecover.cn
你投来的每一篇文章，都有机会被大家看到！快来投稿吧！

◎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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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