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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單元  文化常識 

第一節 四季節慶 

廿四節氣及月分名 

季節 初（孟） 中（仲） 晚（季、暮） 

春（陰曆一至三月） 

 （陽曆二至四月） 

端  立春 

    雨水 

花  驚蟄 

    春分 

桐  清明 

    穀雨 

夏（陰曆四至六月） 

 （陽曆五至七月） 

梅  立夏 

    小滿 

蒲  芒種 

    夏至 

荔  小暑 

    大暑 

秋（陰曆七至九月） 

 （陽曆八至十月） 

瓜  立秋 

    處暑 

桂  白露 

    秋分 

菊  寒露 

    霜降 

冬（陰曆 10 至 12 月）

（陽曆 11 至 1 月） 

陽  立冬 

    小雪 

葭  大雪 

    冬至 

臘  小寒 

    大寒 

 

廿四節氣歌訣 

春雨驚春清穀天，夏滿芒夏暑相連。秋處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每月兩節不變更，最多只差一兩天。上半年來六廿一，下半年來八廿三。 

 

重點筆記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五方 東 南 中 西 北 

四季 春 夏 （長夏） 秋 冬 

五色 青 赤 黃 白 黑 

五音 角 徵 宮 商 羽 

五臟 肝 心 脾 肺 腎 

五味 酸 苦 甘 辛 鹹 

五常 仁 禮 信 義 智 

五官 目 舌 口 鼻 耳 

神名 句芒 祝融 × 蓐收 玄冥 

八卦 震 離 × 兌 坎 

十天干 甲乙 丙丁 戊己 庚辛 壬癸 

十二地支 寅卯 巳午 丑辰未戌 申酉 亥子 

 

註：五官及五常皆有多種說法。此處五官為中醫所持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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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節 代表物 民俗節慶 

春 東風、穀風、谷風、惠風、和風、暄風、柔風、楊柳風 元日、上元、上

巳、寒食 黃鶯、黃鸝、燕、蠶、杜鵑（杜宇、望帝、子規、謝豹、

鶗鴃）、蜂蝶、鷗鷺 

 百花、桃花、李花、杏花、梨花、楊柳、櫻花、薔薇、

杜鵑、鈴蘭、香草、木棉花 

 

夏 南風、凱風、薰風 端午 

蛙、蟬（知了、蜩螗）、螢 

 荷花（蓮花、芙蓉、芙蕖、菡萏、芰荷）、菖蒲、艾草、

石榴、茉莉、梔子花、竹、枇杷、稻花、麥浪 

 

秋 西風、金風、商風、悲風、泰風、素風、澈風 七夕、中元、中

秋、重陽 雁、殘螢、寒蟬、寒蛩（促織） 

 菊花、黃花、桂花、楓葉、紅葉、黃葉、梧桐（桐葉）、

茱萸、蘆荻、白蘋、紅蓼、柚 

 

冬 北風、朔風、寒風、六出飛花（雪） 下元、臘八日、

 梅花、橘、橙、松柏、山茶、水仙、聖誕紅、蘭花 除夕 

 

 

節慶 相關詞語 

元日 爆竹、酴酥（屠蘇）元旦酒、桃符春聯 

上元 月、燈、春燈、（火樹銀花、星橋鐵索開、魚龍花燈舞）、元宵、湯圓 

紫姑神傳說之神名。本為妾侍，為大婦所嫉，常罰以廁穢等勞役。因於是日死，世

人遂於此日以箕帚覆衣為人偶，於廁或豬欄持咒迎之降，占卜諸事。 

上巳 三月三、修褉陰曆三月上巳日，臨水洗濯，藉以驅除不祥、曲水流觴修禊日飲

酒時助酒興之遊戲 

寒食 介之推、禁火 

清明 掃墓、祭祖、紙錢 

端午 端陽、屈原、汨羅、龍舟、粽子、香包、菖蒲、艾草、雄黃、詩人節 

七夕 七巧、乞巧、牛郎織女、鵲橋、銀漢、銀河 

中元 鬼、普度、賑孤、搶孤、盂蘭盆會以拜懺、放焰口等儀式來超渡祖先或餓鬼

之法會（「盂蘭盆」為梵語音譯，意指倒懸）、目連救母 

中秋 月、玉盤、蟾宮、銀蟾光滿、清寒、嫦娥、廣寒宮、吳剛伐桂、玉兔

搗藥、桂魄、月餅 

重陽 登高、茱萸、菊花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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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令用語（通用於書信開頭應酬語） 

季節 用語 

春 日麗風暄，鶯啼燕舞  鳳曆春回，洪鈞氣轉  三陽啟泰，四序履端 

歌管迎年，樓臺不夜  三元肇慶，萬象更新（正月） 

暖吐花脣，晴舒柳眼  花容正麗，柳葉方新  桃腮暈赤，柳眼舒青 

舞蝶良辰，育蠶令節  探花穀旦，問柳芳辰（二月） 

韶光三月，春色十分  人逢拾翠，候屆踏青  東風作節，暗雨銷魂 

嫩綠凝眸，深青橫黛  綠楊堤外，紅芍煙中（三月） 

夏 雨釀黃梅，日蒸綠李  梅肥紅樹，麥秀青疇  隴麥辭春，畦田迎夏 

鳥呼布穀，人正分秧  長風扇暑，茂樹連陰（四月） 

榴火舒丹，槐陰結綠  榴紅噴火，暑氣逼人  蘭湯薦浴，蒲酒浮觴 

甘雨蘇苗，薰風解慍  風自南來，日方北至（五月） 

祝融司令，炎帝當權  氣蒸千里，炎煽八荒  荷風扇暑，麥雨流膏 

蓮渚風清，梅庭月朗  炎威可畏，夏景偏長（六月） 

秋 涼風消夏，淡月橫秋  白露迎秋，澄江如練  水天一色，風月雙清 

銀漢風清，星河波淡  爽氣朝來，新涼初透（七月） 

蟾光皎潔，桂影婆娑  梧葉風高，桂枝月滿  碧天似水，丹桂初芬 

玉輪光滿，銀漢秋高  滿天月朗，永夜風清（八月） 

白雁書天，黃花匝地  節逢泛菊，序屬佩萸  楓雕江錦，菊綻籬金 

風淒露冷，霜肅秋高  葉正辭青，蘆將颭白（九月） 

冬 時維陽月，序屬小春  日行北陸，春到南枝  橙黃橘綠，蘆白楓丹 

景入梅花，香分荔葉  霜凌梅藥，雪冷楓林（十月） 

月淡寒梅，霜凋楓冷  寒梅欲放，臘柳將舒  松風一枕，梅月半窗 

春惜三分，陽添一線  長天凍雪，大地飛霜（十一月） 

冬殘臘盡，歲暮春回  梅信傳春，椒觴開臘  畫閣迎春，錦筵守歲 

竹葉浮杯，梅花照席  風消宇宙，雪霽乾坤（十二月） 

 

※寫出下列詩句所表現之季節 

1 草生三徑綠，花開萬樹紅。 

2 梅雨窗前薰風絃外，碧荷池畔紅藕花中。 

3 去影催歸雁，殘聲送暮蟬。 

4 桐葉飛時，桂花香候；蟬聲疏處，雁影來初。 

5 柳絲喜發千枝綠，桃蕾欣開並蒂紅。 

6 人間好句題楓葉，天上良緣繫紅繩。 

7 紅梅吐豔迎淑女，美酒飄香酬嘉賓。 

8 皓月描來雙剪影，寒霜映出開頭梅。 

9 黃花豔吐東籬月，丹桂香飄北國詩。 

10 問時已流七月火，得信先通一葉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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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天干地支 

※十天干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十二地支 

地支 現今時間 古更點 舊名 生肖 陰曆月 五行屬

子 23：00—01：00 三更（丙夜） 夜半 鼠 11 月 水 

丑 01：00—03：00 四更（丁夜） 雞鳴 牛 12 月 土 

寅 03：00—05：00 五更（戊夜） 平旦 虎 1 月 木 

卯 05：00—07：00  日出 兔 2 月 木 

辰 07：00—09：00  食時 龍 3 月 土 

巳 09：00—11：00  隅中 蛇 4 月 火 

午 11：00—13：00  日中 馬 5 月 火 

未 13：00—15：00  日昳 羊 6 月 土 

申 15：00—17：00  晡時 猴 7 月 金 

酉 17：00—19：00  日入 雞 8 月 金 

戌 19：00—21：00 初更（甲夜） 黃昏 狗 9 月 土 

亥 21：00—23：00 二更（乙夜） 人定 豬 10 月 水 

 

世紀 甲子 一世 一紀 一秩 一稔 

100 年 六十年 三十年 十二年 十年 一年 

一旬 朔 望 既望 晦  

十天／十年 陰曆初一 陰曆十五 陰曆十六 陰曆月末  

 

※六十甲子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題型一：何非六十甲子？ 

A、須干支搭配，天干在上，地支在下 

B、須奇奇相配，偶偶相合。（即奇數天干配奇數地支，偶數天干配偶數地支） 

題型二：年份的推算 

例：民國九十九年干支為庚寅，則民國一○五年干支為何？且當年生肖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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