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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处北

半球，每年 7 月

22 日到 24 日的其

中一天，太阳位

于黄经 120°。这

一 天 是 中 国 大

部 分 地 区 一 年

中 体 感 最 热 的

一天，所以被称

为“大暑”。

“大暑”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二个节气。二十四节气作为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在气象界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自秦汉时期至今

已经有 2000 多年的历史。从古至今，二十四节气影响着中国千家万户的

衣食住行，特别是对中国的农业生产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因为它

准确地反映了一年四季的变化。

“大暑”前后，中国各地的温差不大，气温普遍偏高，经常出现

35℃～ 40℃的高温天气，这是喜热作物生长速度最快的时期。每年的

这个日子里，农民们都会忙里

偷闲，举行各种民俗活动，在

火热的夏季寄托对生活美好的

希望。

二十四节气将天文、农

业、民俗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衍生出了大量与之相关的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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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

“大暑”的民俗主要体现在吃的方面。

这一时节的民间饮食习俗大致分为两种：

一种是吃凉性食物①消暑，如广东吃仙草、

台湾吃凤梨；另一种是吃热性食物②，如

福建吃荔枝和羊肉，湖南吃童子鸡和姜。

“大暑”期间，中国人在生活方面同

样有讲究。比如，从中医养生来看，“大

暑”是冬病夏治③的最佳时机。人们可以

通过喝热水、散步等方式让身体微微出汗，

排出体内的湿毒，这样到了秋冬就不会生

病了。在大暑时节，人们容易出现食欲不

振的症状，因此人们发明了补气清暑、健

脾养胃的“度暑粥”，如绿豆百合粥、薏米小豆粥，等等。这些美食可

以帮助人们顺利度过炎热的“大暑”。

2000 多年前，中国古人通过观察天时万物总结出了二十四节气，用

以指导当时老百姓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如今，大暑时节的中国传统民俗

和养生之道也随着节气文化的传播而深入人心。

①凉性食物：药理上具有清热、泻火、解毒等药性功能的食物。

②热性食物：减轻和消除寒症的食物。

③冬病夏治：对于一些在冬季容易发生或加重的疾病，在夏季给予针对性的治疗，提高机体的

抗病能力，从而使冬季易发生或加重的病症减轻或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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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练习

一、根据文章的内容，从下面各题的四个选项中选出正确答案。

（5 分）

1.“大暑”期间太阳位于什么位置？	 □

A. 东经 120°	 B. 黄经 102°

C. 东经 102	 D. 黄经 120°

2. 二十四节气至今已有多少年的历史？	 □

A.	1000 多年	 B.	2000 多年

C.	3000 多年	 D.	5000 多年

3. 二十四节气将天文、										、民俗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

A. 农业	 B. 林业

C. 牧业	 D. 渔业

4.“大暑”的民俗主要体现在哪个方面？	 □

A. 饮食	 B. 服饰

C. 出行	 D. 装饰

5. 在“大暑”时节，人们容易出现什么症状？	 □

A. 腰酸背疼		 B. 胸闷气短

C. 手脚冰冷	 D. 食欲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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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文章中找出与下面各项意思最接近的词语。（5 分）

6.【第三段】在繁忙中抽出一点儿空闲时间	 																							

7.【第三段】将理想、感情等放在……中	 																							

8.【第四段】演变而产生	 																							

9.【第六段】学问；值得重视或研讨的地方	 																							

10.【第七段】思想等为大家所深刻理解并拥护	 																							

三、根据文章的内容，回答下面的问题。（3 分）

11. 二十四节气在气象界被誉为什么？

																																																																																																																							

12.为什么二十四节气对中国的农业生产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13. 从中医养生来看，“大暑”是做什么的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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