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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AF_BC_c34_634388.htm 6、中秋节是什么节日？ 农历

八月十五日是月圆的日子，全家团聚在一起吃团圆饭，赏月

，吃月饼。汉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等都过这个传统的

节日。中秋节，俗称“团圆节”，是日恰值秋节正中，故名

中秋。月饼是圆形，取团圆之意。 7、农历二十四节气是哪

些？ 农历二十四节气是：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

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立秋，处暑，白露

，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

寒。 为了便于记忆二十四节气顺序，民间流传有二十四节气

歌曰：“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

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8、二十四节气各作何儿解释？ 二

十四节气的解释分别是： 立春：二十四节气的头一个，象征

春天的开始，万物逐渐苏醒，大地回春。 雨水。意味着我国

广大地区将停止降雪，开始下雨。到了雨水时节，由于暖湿

的东南季风开始登陆，雨水开始增多。 惊蛰：开始打雷，气

温，地温逐渐升高，蛰伏地下的昆虫和小动物开始出土活动

。有“过了惊蛰节，耕田不停歇”之说。 春分。春分之日，

太阳直射赤道，南北半球昼夜平分。在各地，太阳都从正东

升起，正西落下。从这天以后，北半球逐渐日长夜短，太阳

照耀时间12个小时以上。 清明。气温转暖，草木萌动，万物

欣欣向荣。各地有扫墓、踏青、栽柳等习惯。 谷雨。雨水渐

增，适宜谷物生长，即“雨生百谷”的意思。有谷雨前后，

种瓜种豆”之说。 立夏。春天结束，夏天开始，气温显著增



高，雷雨增多，进入夏忙季节。 小满。我国从南到北，大麦

，冬小麦等夏收作物，籽粒逐渐饱满，普遍开始结实成熟，

南方已开始收获。 芒种。芒就是代表一些有芒的作物，芒种

表明小麦，大麦等有芒的作物成熟或表明晚谷，黍，稷等作

物播种最忙的季节。 夏至。太阳直射北朝鲜回归线上空，是

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谚语有：“到了夏至节

，锄头不停歇。” 小暑。“暑”是炎热的意思。小暑是气候

炎热而还没有到极点的意思。 大暑。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

七月份进入汛期，有“小暑，大暑，淹死老鼠”之说，提醒

人们这两个节气雨水多，要注意防汛，防涝。 立秋。“秋”

是植物快成熟的意思，自此日起秋天开始，秋高气爽，日明

风清。此后，气温由不得最热逐渐下降。 处暑。大暑过后，

气温逐渐下降，是比较明显的一个转折点，是气候变凉的开

始，处暑表示暑天终止。 白露。天气逐渐转凉，白天气温高

，晚上气温低，形成露水。 秋分。太阳光照由北向南转移，

又一次直射赤道，白昼和黑夜再次等长。这在各地的太阳都

是从正东升起，正西落下。从今以后，北半球日短夜长，太

阳照耀12小时以下。太阳的起落从正东正西逐渐向东南和西

南偏移。 寒露。露华渐浓，草木枯萎。寒是白露之气，先白

而后寒，是气候将逐渐转冷的意思。 霜降。天气将寒，露积

为霜，正是三秋农忙季节。谚云：“抢秋抢秋，不收就丢”

。 立冬。气温继续下降，大田工作结束。 小雪。气温下降，

开始降雪，北方已到冰冻季节。谚语“小雪雪满天，来岁必

丰年。” 大雪。气温继续下降，中国北方地区已到冰天雪地

区的季节。 冬至。阳光几乎直射南回归线，北半球白昼最短

，其后白昼渐长，我国大部分农业地区继续进行防冻，积肥



，深耕等工作。 小寒。开始进入寒冬腊月。小寒是天气寒冷

而没有到极点之意。 大寒。天气寒冷到了极点的意思，是一

年中最冷的季节。 9、什么是数九？ 数九是从冬至日起始

的81天，每9天作一单位，从“一九”数到“九九”。中国北

方谚语歌为：“一九，二九不出手（形容天气冷得手已伸不

出来），三九，四九冰上走（已到滴水成冰的季节，冰层已

厚得足以承受人的压人），五九和六九，河边见杨柳（春天

开始，天气变暖，杨柳发芽），七九河开（冰河解冻），八

九燕来（避冬的燕子开始从南方飞回来），九九耕牛遍地走

（到处耕种开始）。” 10、“三伏天”是什么意思？ 夏至后

第三个庚日叫初伏，第四个庚日叫中伏，立秋后第一个庚日

叫末伏，统称三伏。初伏到中伏相隔10天，中伏到末伏相

隔10天或20天。通常也指夏至后第三个庚日起到立秋后第二

个庚日前一天的一段时间。三伏天是一年之中最热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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