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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内容贯穿古今，2016 年入选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后，保护传承二十四节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作
为天文科普教育的主阵地——北京天文馆近年来在保护传承二十
四节气工作中做出了一系列的实践探索。天文科普教育与二十四
节气的保护传承，具有天然的联系。开展二十四节气主题活动，对
天文科普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天文科普教育中开展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的背景
1.1二十四节气传统文化入选非遗
2006 年，“二十四节气”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6年11月30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
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
间委员会第十一届常会上，正式将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
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2国家文件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指出方向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联合印发了《关于实

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文件指出要“加强对
传统历法、节气、生肖和饮食、医药等的研究阐释、活态利用,使
其有益的文化价值深度嵌入百姓生活。”“实施中华文化新媒体传
播工程，充分发挥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群艺馆、美术馆等
公共文化机构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作用。”这也是中
央第一次以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
从国家层面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指出了方向。二十四节气
作为非遗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个项目，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

1.3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联盟成立
2020 年 12 月 19 日，“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联盟”成立大

会在中国农业博物馆举行。来自高校、文博单位、非遗研究中心、
社团、社区等单位的代表围绕“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主题，开
展深入的交流和研讨，共同见证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联盟的成立。
联盟的成立将有效整合全国研究和保护传承二十四节气的资源力
量，形成工作合力，搭建开放共享合作平台。

当天，北京天文馆作为联合发起单位之一，当选“二十四
节气保护传承联盟”常务理事单位，并签署《关于加强二十四
节气保护传承倡议书》。

2  天文科普教育中开展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工作的意义
2.1二十四节气是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二十四节

气是天文科普场馆的重要使命
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其内容涉及天文、文

学、艺术、农业等诸多方面。保护和传承二十四节气，可以
彰显我们传统文化的优势，也是中国智慧的传承。中小学已将
二十四节气作为学校教育的课程内容。

北京天文馆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是实施开展天文科普教育
的主阵地，是全国研学教育项目基地、北京市社会大课堂教育

论天文科普教育中开展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的意义
——以北京天文馆开展“二十四节气”主题科普教育的实践探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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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十四节气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文介绍了开展二十四节气的保护传承的背景，从
天文馆传播传统文化的使命、天文和节气文化的内在联系，以及传承非遗的国家战略等层面，讨论天文科普教育中开展二十四节气
主题活动的意义，并结合北京天文馆的实践探索，总结在天文科普教育中开展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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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也是北京校外教育协会会员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二十四节气在内，是天文馆的重要使命。

2.2二十四节气诞生于中国古代天文学，保护传承二十四节
气是天文科普教育的重要内容。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订立的用来指导农事的历法，它和中
国古代天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古观象台有直接的历史渊源。

我国是农业大国，离不开历法，而古代制定历法必须观测
天象。《尚书尧典》中有“历象日月星辰，教授人时”的记载。1442
年建成的北京古观象台，是中国古代的皇家天文台，也是世界上
最古老的天文台之一。在其西侧有座明代建筑的四合院，这是当
时的国家观象机构——钦天监办公地址，其正殿——紫微殿悬挂
着清代潜孔皇帝题写的匾额“观象授时”。这四个字概括了观象台
的职能：观测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据此制定和颁布历法。如今
的古观象台是北京天文馆古代天文仪器陈列馆，紫微殿及其耳房
作为展厅，共同发挥着科普功能。

因此，“二十四节气”是天文科普教育的重要内容；而北
京天文馆开展二十四节气的保护传承，具备独特的资源优势。

2.3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是国家履行非遗承诺的战略，北京
天文馆作为成员单位，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为传天文科普教育的主阵地，北京天文馆多年来通过多种
形式的展览和科普活动，传播节气和历法知识，向大众普及古代
天文观，传承优秀传统文化。2020年北京天文馆当选二十四节气
保护传承联盟的常务理事单位后，保护传承二十四节气是履行国
家战略，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3  天文科普教育中开展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的实践探索
北京天文馆开发场馆资源，通过不同形式，开展天文科普

教育活动，在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中做出不懈的努力和探索。
3.1 创新展览形式，在天文展厅讲述历法与节气
3.1.1常设展览普及节气文化。北京古观象台里陈列着古代

观象授时的仪器与展览，展示古代对日月星辰等天体进行测量。
古代天文历法指出了天体的运动和四时的气象之间的关系，用于
指导农耕社会人们的盛产和生活。

3.1.2 云展厅展示节气文化。在全民战“疫”的2020 年，
北京天文馆开设了“云展厅”。在春分、秋分当日，北京古
观象台分别举办了线上看展活动，通过网络媒体、抖音等自媒
体等，带领观众运用浑仪观测太阳运行点。

3.2 利用新媒体展示节气文化，线上科普不断推新
3.2.1微信推文中传承二十四节气文化
北京天文馆官方微信中关于节气的推文已有 70 余篇。在

“节气里的天文馆”栏目中，每期推文结合不同的节气介绍天
文年历对照表、气象、气候、自然和人文故事。

“星海拾贝”，是其中一个读书栏目，由科普工作者推荐
天文类书籍。2020 年 6 月 11 日，“星海拾贝”栏目向观众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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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图书：《人间时节：跟着镜头走进中国二十四节气》。诞生
于中国传统天文学中的二十四节气，它伴随着中国社会数千年的
历程，影响着中国民众的生活中，在老百姓眼里，二十四节气
就是他们感知到的四季更迭、风物变换，是他们对生活规律的
总结。推文中这样描述推荐理由：“这本书说的是时节，看的是风
景，想的是心情。”通过读书栏目，既传达着对节气的人文情怀，
也表达了中国传统天文学中对自然、万物、人情、哲学的关照。

3.2.2直播节目里讲述节气日的特殊天象
202 0 年，天文科普教育活动活跃在网络平台，微博、抖

音、快手等平台的直播相继推出。每逢特殊的天象，尤其是结合
节气日的天象，成为直播关注热点。如2020年的冬至日，恰逢太
阳系最大的两颗行星——土星和木星在穹苍相会，这种“土木相
合”的场景每20 年才会出现一次。再比如“夏至日”遇上日偏
食……在这些特殊的日子里，天文学家走进网络直播平台，与网
友一同观测、交流，将天文科普的课堂搬到线上，在线上天文科
普中传播了节气文化。

3.2.3策划文化节目普及天文学里的节气文化
在近两年来，北京天文馆积极参与文化节目的设计开发，

创新天文科普的传播形态，天文馆和古观象台的天文学家通过各
类节目传播二十四节气，让天文学更加接地气。

2020 年春分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京华博物”
系列节目，走进北京古观象台，台长齐锐、副台长肖军讲述古代
科学和文化的魅力，分享主题“二十四节气中的春分，有怎样特
殊的意义？”

202 0 年环球网文化频道采访古观象台副台长肖军，主题
为：“立秋与时偕行，在时间中构建人与天地的和谐统一。”

202 0 年北京天文馆副馆长齐锐做客环球网文化频道，讲
述：“立冬“藏”之始，仰观日月顺时生活。”

2018 年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与央视网 “节气就在你身边”
——《中国记忆》移动直播，于6月9日推出大型融媒体节目——

“芒种时节话节气”。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对“二十四节气”与天
文历法做解读。6月9日，是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中国记
忆》特别节目的主题就是“让遗产融入生活”，旨在让人们了解非
遗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这些节目推出后引发良好的社会反响，不仅是公众对于二十
四节气文化的认同，也是天文学家对二十四节气和非遗的关注。
中国古天文中的二十四节气文化精髓，蕴含的是我们几千年传承
不息的中华智慧。

3.3 发挥场馆资源优势，开设节气主题教育活动
3.3.1 构建教育实践活动，体验春分冬至测日影
2020 年，北京天文馆——古观象台在春分和冬至日里，分

别举办了日影测量活动。天文工作者带领观众们在古老的圭表前，
学习观测日影，了解古人观测日影的方法，掌握阳历和二十四节
气的划分，体验古人计时和测量的智慧。

3.3.2 整合社区资源，举办节气民俗活动
2019年2月4日，北京天文馆——古观象台的四合院里隆重

举办立春日“风车迎春，鞭打春牛”民俗活动。这项活动是
2007年起建国门街道发起的一项传统节庆活动，持续了12个年
头。我国自西周起就有立春的习俗，延续近三千年。建国门地
处京城东南方，五行属木，主生发，明清两代举办打春活动及
春牛巡游多经过该地区。如今天文馆和社区联合打造立春日，
让人们重新体验传统节气文化。

打春牛——“一打风调雨顺、二打国泰民安、三打五谷丰
登。”“迎—春—牛—”，民俗专家朗诵迎春赞，四位农人将
主角“春牛”台上舞蹈。牧童以“春牛”舞蹈演绎古人鞭打
春牛的仪式，大屏幕上的水墨淡彩展现古人春耕的景象。随后

是鞭牛仪式。之后小牛童将牛肚子里装满杂粮的福袋掏出，分
发给现场来宾，寓意着来年万事顺遂、生活充盈。鞭春仪式
后，欢腾的舞狮带路，立春民俗庙会就开始了。

3.3.3 深掘节气文化内涵，研发文创产品和教具
圭表是世界上最早的计时器，也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天文仪

器。在春秋时期，人们就懂得使用圭表来确定二至日的方法。
“圭”是一块从表底部水平伸向北方的石板，“表”是一根垂
直立在地面的表竿或石柱。每当太阳转到正南方时，表影就落
在圭面上。量处表影的长度，就可以推算出冬至、夏至等各节
气的石刻。

北京天文馆开发了古天文仪器系列文创：圭表、日晷等，
将其作为24 节气教学实验教具科普器材。天文馆推出的小型圭
表，不仅为青少年和天文爱好者喜爱，也为学校教学提供了生
动的教具。

4  总结与展望
近年来北京天文馆在天文科普教育中开展二十四节气活动的

实践，我们看到科普场馆在传播传统文化方面取得的成绩，也
总结出科普教育活动中开展非遗保护传承的经验。

第一，丰富传统天文学的内涵，讲好中国故事。
节气文化本身，包含了中国古天文学中的文化和智慧，体

现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体现了古人顺应天时顺势而生
人生哲学。不同的节气有不同的特点，有不同的规律，天时地
利人和不仅是古人讲求的，对今人也有指导意义。天文科普教
育活动中结合节气文化，挖掘天文内涵，讲好中国故事，既可
以抓住每个热点，也可以引发人们的思考。

第二，增强科普推文的可读性、趣味性、科学性。
源源不断的科普力量，参与到二十四节气专栏的写作中，

对科普推文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科普推文要不断增强可读性、
趣味性、科学性，才能更好地传播二十四节气文化。

第三，整合社会资源，合作合力开展科普教育
合力合作，是积极有效开展科普工作的保障。天文馆开展

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工作中，坚持做到三个结合：与社区科普
活动相结合，与网络媒体宣传相结合，与学校教育相结合。这
样最大地实现了天文科普教育活动的普惠性。

第四，以馆校结合为抓手，做好天文课程，和学校教育密
切互动。

中小学课程中在语文、科学、地理、物理等多门学科中涉
及二十四节气教育。天文馆的馆校合作项目已经开设多年，也
建立起完整的研学体系。在二十四节气主题教育中，天文馆的
科普教育如何做出对应不同学段学生的设计，和学校密切互动起
来，互相补充，这是今后展览教育活动着力的方向。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之路，任重而道
远。天文科普教育工作，对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既有天然的优势，
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天文科普工作中，将持续重点打造
二十四节气文化，做好对非遗的保护传承，探索更加有益的模式。
随着二十四节气保护联盟的启动，在未来天文科普工作中，二十
四节气的保护传承会更加项目化、规范化、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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