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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干、地支、時辰 

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配合 十二生肖) 

一甲子：以十天干和十二地支循環配合，自甲子至癸亥，六十而一周，因此稱六十年為「一

甲子」。如由「甲子」開始，之後為「乙丑」、「丙寅」……用完再由「甲」或「子」開始。 

時辰：兩小時為一時辰。將一天按照十二地支的順序，分為子、丑……亥等十二個時段。 

五更：古代一夜分為五更，更夫打更巡夜叫「守更」。 

鼠 牛 虎 兔 龍 蛇 馬 羊 猴 雞 狗 豬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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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更 四更 五更 白天 一更 二更 

 

節日 

節

日 
相關詩句 關鍵字 

春

節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

日，總把新桃換舊符。（宋 王安石《元日》） 

除夕、守歲、元旦、元日、屠蘇酒、

春聯、桃符、新歲、拜年 

元

宵 

去年元月時，花市燈如畫，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

後。（宋 歐陽脩《生查子》） 

上元、燈節、猜燈謎、花燈、吃元

宵、年糕、餃子、火樹銀花 

寒

食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 

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唐 韓翃《寒

食》） 

冬至後 105日，約清明節前一、二

日。晉文公為求介之推出仕而焚

林，之推抱木而死，全國哀悼，於

是定此日禁火寒食，亦稱「冷節」 

清

明 

無花無酒過清明，興味蕭然似野僧。昨日鄰家乞新

火，曉窗分與讀書燈。（宋 王禹偁《清明》） 

祭祖、掃墓、思親 

端

午 

競渡深悲千載冤，忠臣一去詎能還。 

國亡身殞今何有，只留離騷在世間。（張耒《和端午》） 

端陽、蒲節、屈原、汨羅江、粽子、

龍舟競渡；菖蒲、艾草、喝雄黃酒、

掛鍾馗像以除瘟辟邪；白蛇傳 

七

夕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 

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杜牧《秋夕》） 

牽牛、織女、鵲橋、銀漢、情人節。

舊俗婦女此夕備陳瓜果、鮮花、胭

脂向天祭拜，祈求面容姣美；對月

引線穿針以期長於女紅，稱「乞巧」 

中

秋 

十輪霜影轉庭梧，此夕羇人同向隅。 

未必素娥無悵恨，玉蟾清冷桂花孤。（晏殊《中秋月》） 

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 

此生此夜不常好，明月明年何處看。（蘇軾《中秋月》） 

月餅、賞月、嫦娥、玉兔、玉蟾、

廣寒宮、吳剛 

重

陽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 

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維《九月九

日憶山東兄弟》） 

重九、習俗多於此日相率登高、飲

菊花酒、佩帶茱萸以避凶厄 

敬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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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氣 

季節 節氣 陽曆 農曆 概述 

春 

1立春 2月 4日或 5日 正月初 表春天降臨 

2雨水 2月 19日或 20日 正月中 大地解凍，雨水充沛，開始農作 

3驚蟄 3月 5日或 6日 二月初 農民要注意蟲害，因春雷驚醒冬眠墊伏的蟲類 

4春分 3月 20日或 21日 二月中 太陽直射赤道，日夜等長 

5清明 4月 4日或 5日 三月初 天氣轉暖，天氣較穩定 

6穀雨 4月 20日或 21日 三月中 雨水充沛，有「雨生百穀」之意 

夏 

7立夏 5月 5日或 6日 四月初 夏季開始，天氣漸熱 

8小滿 5月 21日或 22日 四月中 部分作物此時開始結籽即將飽滿 

9芒種 6月 6日或 7日 五月初 稻穀成穗，露出禾芒，準備收割 

10夏至 6月 21日或 22日 五月中 太陽直射北回歸線，晝最長夜最短 

11小暑 7月 7日或 8日 六月初 此時尚未到達最炎熱的天氣 

12大暑 7月 23日或 24日 六月中 一年中最炎熱的節氣 

秋 

13立秋 8月 7日或 8日 七月初 秋天開始，植物快成熟了 

14處暑 8月 23日或 24日 七月中 處是住的意思，表暑氣到此為止 

15白露 9月 8日或 9日 八月初 天氣開始轉涼，地面水氣凝結為露，色白 

16秋分 9月 23日或 24日 八月中 太陽直射赤道，日夜等長。此後白晝漸短 

17寒露 10月 8日或 9日 九月初 天氣由涼轉寒 

18霜降 10月 23日或 24日 九月中 深秋時天寒地凍、露結為霜 

冬 

19立冬 11月 7日或 8日 十月初 冬天開始。有時會回溫，稱「十月小陽春」 

20小雪 11月 22日或 23日 十月中 天氣始寒，偶降小雪 

21大雪 12月 7日或 8日 十一月初 長江以北地區進入嚴冬，一片大雪紛飛景象 

22冬至 12月 22日或 23日 十一月中 太陽直射南回歸線，晝短夜長。吃湯圓 

23小寒 1月 5日或 6日 十二月初 因天氣寒冷而得名 

24大寒 1月 20日或 21日 十二月中 氣候嚴寒，為一年之最 

二十四節氣歌 春雨驚春清榖天  夏滿芒夏暑相連  秋處露秋寒霜降  冬雪雪冬小大寒 

季節、月份 

季節 農曆月份 代稱 判定季節的詞語 成語及代表詞語 

春 

一月 孟春 正月、端月、寅月 奼紫嫣紅、鶯啼燕語、桃李爭妍、惠

風和暢、杏花雨、楊柳風、柳絮、驚

蟄、韶光、落英、斗杓東指 

二月 仲春 花月、杏月 

三月 季春、暮春 桃月、桐月、蠶月 

夏 

四月 孟夏 初夏、梅月、槐月 薰風習習、火傘高張、斗杓南指、蟬

鳴蛙叫、浮瓜沉李、鑠石流金、芙蓉、

菡萏、蟬鳴、梅雨、藕花、菖蒲、螢 

五月 仲夏 蒲月、榴月 

六月 季夏 荷月、溽暑、荔月 

秋 

七月 孟秋 巧月、瓜月 七夕、菅芒花開、老圃黃花、金風玉

露、斗杓西指、金風送爽、楓紅、桂

子飄香、寒蟬、蘆花、茱萸、菊酒、

白露、商意、促織（蟋蟀）鳴、秋蟹 

八月 仲秋 桂月、素月 

九月 季秋、暮秋 
菊月、霜月、玄

月、戌月 

冬 

十月 孟冬 陽月、小陽春 臘鼓頻催、朔風凜冽、臘盡冬殘、斗

杓北指、木落水盡、天寒地凍、雪兆

豐年、六出飛花、北風、朔氣、松柏、

梅花、殘菊 

十一月 仲冬 葭月 

十二月 季冬 隆冬、臘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