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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北京古观象台。
（作者供图）

图②③：阴阳合历纪念封和内
插页。 （中国集邮有限公司供图）

图④：现代阴阳历书。
（作者供图）

图⑤：“虚·实”篆刻章。
（马国馨院士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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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瀚的民族文化长河中，雪顿节犹
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青藏高原的蓝
天白云之下，闪耀着独特的文化光芒。据

《2024 年西藏天文气象历书》的精准预
测，2024年拉萨的雪顿节将定于公历8月
4 日，这一日期的确定背后，是藏族天文
历算的精妙与严谨。

次多，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天文历算研
究所的资深研究员，为我们揭示了这一奥
秘：雪顿节虽固定在藏历的六月三十日，
但因藏历特有的“重缺日”及“闰月”现象，
其在公历上的对应日期每年都会有所变
化，2023年便是在8月16日，而2024年则
提前至8月4日，这一细微之处，正是藏族
历法独特魅力的体现。

起源与演变：从宗教庆典到文
化盛宴

雪顿节的起源，可追溯至公元 11 世
纪中叶的西藏，那时，它仅仅是一种纯粹
的宗教节日活动。在那个时代，随着佛教
在藏地的广泛传播，僧侣们遵循严格的戒
律，于夏日期间在寺庙中闭关修行，进行
长净与夏安居。当这段清苦的修行岁月
结束，僧人们重获自由之时，当地的百姓
便以自家精心制作的酸奶作为礼物，敬献
给这些为信仰而奉献的僧侣们，以此表达
对他们的崇敬与感激。这一简单的举动，
逐渐演变成了雪顿节雏形，也开启了藏族
文化与宗教深度融合的篇章。

随着时间的推移，雪顿节的内容与形
式不断丰富发展。到了17世纪下半叶，雪
顿节已经不单是一场酸奶盛宴，更成为一
个集藏戏汇演、展佛仪式、文娱活动与宗
教庆典于一体的综合性节日。每年的这
个时候，整个藏区都沉浸在一片欢乐与祥
和之中，人们身着节日的盛装，欢聚一堂，
共同庆祝这一属于全体藏族儿女的节日。

文化内涵：酸奶宴、藏戏与晒
佛的交响

作为雪顿节的标志性活动，酸奶宴承
载着深厚的藏族饮食文化底蕴。在藏语
中，“雪”即为酸奶，“顿”则意为宴会或聚
餐。因此，雪顿节直译为“酸奶宴”再贴切
不过。这一习俗不仅展现了藏族人民对
酸奶这一传统食品的喜爱与推崇，更寄托
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节日

这天，家家户户都会准备上好的酸奶，邀
请亲朋好友共襄盛举，品尝这来自高原的
纯净与甘甜。

如果说酸奶宴是雪顿节的味觉盛宴，
那么藏戏表演则是其视觉与听觉的双重
享受。作为藏族文化的瑰宝之一，藏戏以
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赢
得了广泛的赞誉。在雪顿节期间，各藏戏
团纷纷登台亮相，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场精
彩绝伦的演出。这些剧目大多取材于藏
族的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通过生动的表
演和悠扬的音乐，将观众带入一个个奇幻
而又真实的世界，感受着藏族文化的博大
精深。

作为雪顿节最为庄严神圣的活动之
一，晒佛仪式无疑是最能触动人心的一
环。在仪式上，一幅幅巨大的佛像被缓缓
展开并展示给在场的信众和游客。这些
佛像不仅制作精美、气势恢宏，更蕴含着
深厚的宗教寓意和象征意义。当阳光洒
在这些佛像之上时，整个场面显得格外庄
严肃穆，信徒们纷纷顶礼膜拜，祈求佛祖
的庇佑与加持。这一仪式不仅展示了藏
传佛教的庄严与神圣，也增强了信徒们的
信仰与凝聚力。

现代发展：传统与现代的和谐
共生

进入 21 世纪以来，雪顿节在保持其
传统魅力的同时，也积极拥抱现代社会的
变革与发展。自1994年由拉萨市政府主
办以来，雪顿节已经从一个单纯的宗教庆
典转变为一个集文艺汇演、体育竞技、旅
游休闲、商贸洽谈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
合性节庆盛会。这一变化不仅丰富了雪
顿节的内容与形式，也极大地提升了其知
名度和影响力。

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雪顿节始终
坚守着对藏族文化的尊重与弘扬。无
论是酸奶宴的举办还是藏戏表演的呈
现，雪顿节都力求还原其最原始、最纯
粹的形态。同时，雪顿节还积极引入现
代科技手段，如“线上雪顿”新媒体宣传
推介活动的举办等，将传统节庆与现代
科技相结合，扩大了雪顿节的传播范围
与影响力。这些创新举措不仅吸引了
更多年轻人的关注与参与，也为雪顿节
的未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动力。

雪顿节：
酸奶宴中的文化与传承

□□ 科普时报记者 杨宇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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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2023年雪顿节期间，阿里地区普兰县科加村农牧民群众次央拉起弦子带头跳
起民族舞蹈果尔孜庆祝节日。 杨宇航 摄

宇宙茫茫，山川杳杳。古人仰望天空，“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有了白天黑夜为一日的时间观念；“月有阴
晴圆缺”，从初月到圆月到下一个初月，有了一月的时
间观念；寒来暑往，历经春夏秋冬，有了一年的时间观
念。根据天象观测，把日、月、年放在一起以计量时间
的方法叫作历法。

世界上的历法主要有三种类型：阳历、阴历和阴阳历。
阳历是以地球绕太阳运行一周经春夏秋冬四季一

回归年的时间为依据，一年约365天，分为12个月，大
月31日、小月30日、平月28日，全不顾月亮圆缺每月约
29.5日的周期。现在大多数国家用的是阳历，所以阳
历又称为公历。

伊斯兰教国家崇尚月亮，以月圆月缺为依据制定
历法，一月29或30日，一年12个月共354日，全不顾一
年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往复365天的回归年周期。月亮
又被称为太阴，阴历从此而来。

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为了农业生产和日常生
活的方便，我们的天文历算家，历朝历代“观象授时”，
想方设法兼顾日月运行的周期，取阴阳和谐。以太阳
运行的回归年为年，而以月亮运行的朔望月为月，又以
十九年七闰月协调年月之间的长度差形成了阴阳历，
即农历。在阴阳历中，平年12个月354日，闰年13个月
384日，平均一年365日。这种历法既考虑到了回归年
长度，又考虑到了朔望月长度，还以独创的二十四节气
指导农业生产，以数九、三伏对应人们生活中的严寒酷
暑，还有天干地支六十甲子记年月日时、十二生肖属相
等丰富多彩的科学和文化内容。农历最迟自西汉蜀人
落下闳等著《太初历》（公元前104年）起就开始使用，其
后有多次由粗到精的改革，沿用了两千多年至今勿替。

由于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不是正圆形，导致相
邻两个节气的时间间隔并非完全相同。所以，以平均
长度计算的节气被称为平气，而以太阳的真正黄经位
置计算的节气被称为定气。同样，作为每月第一天的
朔日，也存在着平朔和定朔的区别。平朔是假设太阳
和月亮的运行是均匀的，而定朔会依据太阳和月亮的
实际运行等因素。根据这些数据，人们计算出具体节气日期和每个月的朔日，
从而安排节气以及确定农历的月份和日期。在历史上，唐初的时候曾改平朔
为定朔，但是节气依然使用平气。到了清代，官修历书开始严格依照定气和定
朔来安排历日。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阴阳是一对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概念，代表着宇
宙万物的两个方面。阴阳合历将阴历和阳历结合起来，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宇
宙的深刻认识。此外，阴阳合历不仅在农业生产和社会运行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还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方式中。人们通过确定各种节日、庆
典和祭祀活动的日期，使时间认知与自然变化融为一体，正是“人法地，地法
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而然，得大自在。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