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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谚语1 

  1、春分秋分，昼夜平分。 

  2、春分无雨到清明。 

  3、春分天暖花渐开，牲畜配种莫懈怠。 

  4、追肥浇水跟松耪，三举配套麦苗壮。 

  5、春分阴雨天，春季雨不歇。 

  6、春分不冷清明冷。 

  7、春分刮大风，刮到四月中。 

  8、好种出好苗，好苗多结桃。 

  9、吃了春分饭，一天长一线。 

  10、两头去，中间留，玉米苗子黑油油。 

  11、麦过春分昼夜忙。 

  12、买种省了钱，减产后悔晚。 

  13、春分麦，芒种糜，小满种谷正合适。 

  14、春分分芍药，到老不开花。 



  15、春分有雨是丰年。 

  16、新土填得多，大长胡萝卜。 

  17、春分利大风，利到四月中。 

  18、好种出好苗，早发早结桃。 

  19、半年的锅头当年的炕，熏透的烟囱发苗壮。 

  20、纺好线，用好棉，好种壮苗长满田。 

  21、春分刮大风，夏至雨。 

  22、要想庄稼长得凶，一家一个沤粪坑。 

  23、春季雨丰不歉，冬有大雪多面。 

  24、春分种芍药，到老不开花。 

  25、春分有雨到清明，清明下雨无路行。 

  26、晒棉种，很重要：发芽势，明显好;发芽率，能提高。 

  27、若要庄稼壮，一年一换炕。 

  28、春分不暖，秋分不凉。 

  29、春分无雨划耕田。 

  30、春分节到不能让，地瓜母子快上炕。 



  31、春分到清明，棉花干播种。 

  32、龙生龙，凤生凤，好种才有好收成。 

  33、春分降雪春播寒。春分有雨是丰年。 

  34、春分天暖花渐开，马驴牛羊要怀胎。 

  35、春分有雨家家忙。 

  36、有钱买种，无钱买苗。 

  37、花开九不尽，果价要跑人。 

  38、春分前冷，春分后暖;春分前暖，春分后冷。 

 

二十四节气谚语 2 

  立春：每年的 2 月 4 日或 5 日，谓春季开始之节气。 

  雨水：每年的 2月 19 日或 20 日，此时冬去春来，气温开始回升，

空气湿度不断增大，但冷空气活动仍十分频繁。 

  惊蛰：每年的 3 月 5 日或 6 日，指的是冬天蛰伏土中的冬眠生物

开始活动。惊蛰前后乍寒乍暖，气温和风的变化都较大。 

  春分：每年的 3月 20 日或 21 日，阳光直照赤道，昼夜几乎等长。

我国广大地区越冬作物将进入春季生长阶段。 

  清明：每年的 4 月 4 日或 5 日，气温回升，天气逐渐转暖。 



  谷雨：每年的 4 月 20 日或 21 日，雨水增多，利于谷类生长。 

  立夏：每年的 5 月 5 日或 6 日，万物生长，欣欣向荣。 

  小满：每年的 5 月 21 日或 22 日，麦类等夏熟作物此时颗粒开始

饱满，但未成熟。 

  芒种：每年的 6 月 5 日或 6 日，此时太阳移至黄经 75 度。麦类

等有芒作物已经成熟，可以收藏种子。 

  夏至：每年的 6 月 21 日或 22 日，日光直射北回归线，出现“日

北至，日长至，日影短至”，故曰“夏至”。 

  小暑：每年的 7 月 7 日或 8 日，入暑，标志着我国大部分地区进

入炎热季节。 

  大暑：每年的 7 月 22 日或 23 日，正值中伏前后。这一时期是我

国广大地区一年中最炎热的时期，但也有反常年份，“大暑不热”，

雨水偏多。 

  立秋：每年的 8 月 7 日或 8 日，草木开始结果，到了收获季节。 

  处暑：每年的 8 月 23 日或 24 日，“处”为结束的意思，至暑气

即将结束，天气将变得凉爽了。由于正值秋收之际，降水十分宝贵。 

  白露：每年的 9 月 7 日或 8 日，由于太阳直射点明显南移，各地

气温下降很快，天气凉爽，晚上贴近地面的水气在草木上结成白色露

珠，由此得名“白露”。 



  秋分：每年的 9 月 23 日或 24 日，日光直射点又回到赤道，形成

昼夜等长。 

  寒露：每年的 10 月 8 日或 9 日。此时太阳直射点开始向南移动，

北半球气温继续下降，天气更冷，露水有森森寒意，故名为“寒露风”。 

  霜降：每年的 10 月 23 日或 24 日，黄河流域初霜期一般在 10 月

下旬，与“霜降”节令相吻合，霜对生长中的农作物危害很大。 

  立冬：每年的 11 月 7 日或 8 日，冬季开始 

  小雪：每年的 11 月 22 日或 23 日，北方冷空气势力增强，气温

迅速下降，降水出现雪花，但此时为初雪阶段，雪量小，次数不多，

黄河流域多在“小雪”节气后降雪。 

  大雪：每年的 12 月 7 日或 8 日。此时太阳直射点快接近南回归

线，北半球昼短夜长。 

  冬至：每年的 12 月 22 日或 23 日，此时太阳几乎直射南回归线，

北半球则形成了日南至、日短至、日影长至，成为一年中白昼最短的

一天。冬至以后北半球白昼渐长，气温持续下降，并进入年气温最低

的“三九”。 

  小寒：每年的 1 月 5 日或 6 日，此时气候开始寒冷。 

  大寒：每年的 1 月 20 日或 21 日，数九严寒，一年中最寒冷的时

候。 



  春谚： 

  初一落雨，初二散，初三落雨到月半。 

  乌云若接日，明天不如今日。(乌云近日) 

  正月雷，二月雪，三月无水过田岸。(三月水少不够灌溉) 

  早春好佚陶，早夏粒米无。(夏天早来，却因涸早，晚冬收获减

少。) 

  闪烁的星光，星下风会狂。(星光闪烁，夜虽晴，有大风。) 

  雷打蛰，雨天阴天四九日。(惊蛰日鸣雷，雨或阴的天气会有四

九日之久) 

  二月踏草青，二八三九乱穿衣。(二三月冷暖不定，八九月时寒

时热。) 

  透早东南黑，午前风甲雨。(东南边有乌云) 

  二月三日若天清，著爱忌清明。(须防清明时节会下绵绵雨) 

  三日风，三日霜，三日以内天清光。 

  春天南，夏天北，无水通磨墨。(春天刮南风，夏天刮北风，可

能大旱。) 

  正月寒死猪，二月寒死牛。三月寒著播田夫。(一二三月的天气

都很冷。) 



  夏谚： 

  立夏小满雨水相赶。(梅雨季节雨水多。) 

  云势若鱼鳞，来朝风不轻。(鳞云重叠，翌朝必起大风。) 

  春茫曝死鬼，夏茫做大水。(春天雾浓必大旱，夏则大雨。) 

  四一落雨空欢喜，四二落雨有花无结子。(四月农作物忌长雨，

收获不多。) 

  四月廿六海水开目。(入夏之後，海水浪潮渐大。) 

  五月端午前，风大雨也连。 

  红云日出生，劝君莫出行。(日出时，有红云是台风兆。) 

  袂食五月粽，破裘仔不通放。(未过五月节，天气尚未稳定。) 

  六月十二，彭祖忌，无风也雨意。(台风季节，没有风也有雨意。) 

  六月绵被拣人甲。(六月身体虚弱，尚须盖绵被。) 

  年惊中秋，月惊十九。 

  田蠳若结堆，戴笠穿棕簑。(田蠳群聚群飞乃雨兆。) 

  四月芒种雨，五月无焦土。六月火烧埔。(芒种日下雨，五月多

雨，六月久旱。) 

  秋谚： 



  六一，一雷压九台。(六月一日鸣雷，该年台风少。) 

  七一，一雷九台来。 

  五月蝶，讨无食。(五月花季已过。) 

  六月拢无巧，七月顿顿饱。 

  风台做了无回南，十日九日湿。(尚有多日下雨。) 

  云布满山底，透暝雨乱飞。 

  雷打秋，晚冬一半收。(立秋日如有雷，晚冬(二期稻作)收成不

好。) 

  秋靠露，冬靠雨。白露勿搅土。(白露这天，不可扰动土壤，以

免损害农作物。) 

  红柿若出头，罗汉脚仔目屎流。(红柿出，已是秋天，天气转凉。) 

  八月大，蔬菜免出外。(八月大〔三十日〕，气候不顺，蔬菜收

成不好。) 

  八月八落雨，八个月无焦土。(八月八日下雨，占长雨。) 

  七徛八倒九斜十落。(金牛宫顶的小七星，天亮时，每月在天上

的位置。) 

  九月起风降，臭头扒佮掐。(九月秋天风乾燥，臭头会痒，喜抓

痒。) 



  乌云飞上山，棕簑提来披。(满山乌云，定有雨，出门带雨具。) 

  乌云飞落海，棕簑盖狗屎。(满天乌云飞向海边，表示转晴，不

须雨具。) 

  冬谚： 

  早落早好天，慢落遘半暝。(晨下雨，午後阴转晴。午後下雨，

就会到半夜。) 

  霜降，出无齐，牵牛犁。(霜降时，稻穗长不齐，收获不好。要

重新拖牛耕地。) 

  十月日，生翅，贫弹查某领袂直。(十月白天短，太阳下山快。

懒女人工作不完。) 

  晚雾即时收，天晴有可求。(夕暮添雾易散，翌日天晴有望。) 

  送月雨，後月无焦土。(月底下雨，占下月雨多。) 

  落霜有日照，乌寒著无药。(阴冷天气，虽落霜，如有日照可温

暖，否则就冷了。) 

  大寒不寒，人畜不安。 

  初三四，月眉意。十五六，月当圆。廿三四，月暗暝。 

  晚看西北黑，半暝仔起风雨。(傍晚，西北天上有乌云，半夜有

风雨。) 



 十二月初三，黑龟湳，落雨落甲廿九暗。(十二月三日若下雨，

下到廿九日除夕。) 

  冬节在月头，卜寒在年兜。(冬节在月初，年底很寒冷。) 

  冬节月中央，无雪也无霜。(冬节在月中，当年冬天很少有霜雪。) 

  冬节在月尾，卜寒正二月。(冬节在月底，冬天不会冷，会冷在

次年一二月间。) 

  二十四节气歌： 

  立春梅花分外艳，雨水红杏花开鲜，惊蛰芦林闻雷报，春分蝴蝶

舞花间，清明风筝放断线，谷雨嫩茶翡翠连。 

  立夏桑果象樱桃，小满养蚕又种田，芒种玉秧放庭前，夏至稻花

如白练，小暑风催早豆熟，大暑池畔赏红莲。 

  立秋知了催人眠，处暑葵花笑开颜，白露燕归又来雁，秋分丹桂

香满园，寒露菜苗田间绿，霜降芦花飘满天。 

  立冬报喜献三瑞，小雪鹅毛片片飞，大雪寒梅迎风狂，冬至瑞雪

兆丰年，小寒游子思乡归，大寒岁底庆团圆。 

  西园梅放立春先，云镇霄光雨水连。惊蛰初交河跃鲤，春分蝴蝶

梦花间。清明时放风筝好，谷雨西厢宜养蚕。 



 牡丹立夏花零落，玉簪小满布庭前。隔溪芒种渔家乐，农田耕耘

夏至间。小暑白罗衫着体，望河大暑对风眠。 

  立秋向日葵花放，处暑西楼听晚蝉。翡翠园中沾白露，秋分折桂

月华天。枯山寒露惊鸿雁，霜降芦花红蓼滩。 

  立冬畅饮麒麟阁，绣襦小雪咏诗篇。幽阖大雪红炉暖，冬至琵琶

懒去弹。小寒高卧邯郸梦，捧雪飘空交大寒。 

  一月有两节，一节十五天。 

  立春天气暖，雨水粪送完。惊蛰快耙地，春分犁不闲。清明多栽

树，谷雨要种田。 

  立夏点瓜豆，小满不种棉。芒种收新麦，夏至快犁田。小暑不算

热，大暑是伏天。 

  立秋种白菜，处暑摘新棉。白露要打枣，秋分种麦田。寒露收割

罢，霜降把地翻。 

  立冬起完菜，小雪犁耙开。大雪天已冷，冬至换长天。小寒快买

办，大寒过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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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雨打清明节，干到夏至节。 

  2、霜降杀百草，立冬地不消。 



 3、知了叫、割早稻、知了飞、堆草堆。 

  4、立秋有雨样样有，立秋无雨收半秋。 

  5、清明雨星星，一棵高粱打一升。 

  6、南风送大寒，正月赶狗不出门。 

  7、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 

  8、立春之日雨淋淋，阴阴湿湿到清明。 

  9、立夏后冷生风，热必有暴雨。 

  10、寒露麦，霜降豆。 

  11、东明西暗，等不到吃饭。 

  12、三月雨，贵似油；四月雨，好动锄。 

  13、日落山灰黄，来日大风响。 

  14、春雨满街流，收麦累死牛。 

  15、芒种火烧天，夏至水满田。 

  16、秋来伏，热得哭。 

  17、白露忙割地，秋分把地翻。 

  18、雨打清明前，春雨定频繁。 



 19、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饱饭。 

  20、雨洒清明节，黄风刮半月。 

  21、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 

  22、鸡迟回窝有雨，鸡早回窝大睛。 

  23、雷打冬，十个牛栏九个空。 

  24、五九六九水在浮头。 

  25、过了重阳节，一怕霜来二怕雪。 

  26、淋伏头，晒伏尾。 

  27、谷雨麦挑旗，立夏麦头齐。 

  28、未到惊蛰雷先鸣，必有四十五天阴。 

  29、夏至无雨三伏热，处暑难得十日阴。 

  30、春分无雨到清明。 

  31、立秋下雨喜悠悠，处暑下雨万人愁。 

  32、谷锄马耳豆锄瓣，苗未出土就锄棉。 

  33、立秋无雨，秋天少雨；白露无雨，百日无霜。 

  34、小暑雷，黄梅回；倒黄梅，十八天。 



 35、冬至黑，过年疏；冬至疏，过年黑。 

  36、雷打秋，冬半收。 

  37、春雨漫了垅，麦子豌豆丢了种。 

  38、头秋旱，减一半，处暑雨，贵如金。 

  39、立冬小雪，抓紧冬耕。 

  40、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 

  41、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 

  42、雨水节气南风紧，则回春旱；南风不打紧，会反春。 

  43、二八乱穿衣，春天后母面。 

  44、清明晴，六畜兴；清明雨，损百果。 

  45、立冬北风冰雪多，立冬南风无雨雪。 

  46、处暑种高山，白露种平川，秋分种门外，寒露种河湾。 

  47、小满不满，麦有一险。 

  48、小寒寒，惊蛰暖。 

  49、立秋节日雾，长河做大路。 

  50、谷雨前后栽地瓜，最好不要过立夏。 



 51、立秋下雨万物收，处暑下雨万物丢。 

  52、芒种刮北风，旱断青苗根。 

  53、南风冷有雨，南风烧有风。 

  54、先下大片无大雪，先下小雪有大片。 

  55、小暑凉飕飕，大暑热熬熬。 

  56、一场秋雨一场寒。 

  57、十雾九晴，不晴雨紧跟。 

  58、春分不暖，秋分不凉。 

  59、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 

  60、四月芒种雨，五月无干土，六月火烧埔。 

  61、秋分只怕雷电闪，多来米价贵如何。 

  62、寒露过三朝，过水要寻桥。 

  63、雨打小满头，晒死老黄牛。 

  64、打春阳气转，雨水沿河边。 

  65、伏里无雨，谷里无米；伏里雨多，谷里米多。 

  66、油菜定植麦续播，贮足饲料莫迟延。 



  67、夏至无雨，囤里无米。 

  68、夏日雷雨三后晌。 

  69、天上勾勾云，地下雨淋淋。 

  70、春分有雨到清明，清明下雨无路行。 

  71、该冷不冷，不成年景。 

  72、日落乌云涨，半夜听雨响。 

  73、夏至大烂，梅雨当饭。 

  74、秋分日晴，万物不生。 

  75、处暑有雨十八江、处暑无雨干断江。 

  76、霜降无霜，主来岁饥荒。 

  77、芒种火烧天，夏至雨淋头。 

  78、立冬小雪北风寒，棉粮油料快收完。 

  79、大雪河叉上，冬至不行船。 

  80、风是雨头，风狂雨收。 

  81、处暑里的雨，谷仓里的米。 

 

二十四节气谚语 4 



  1、立春之日雨淋淋，阴阴湿湿到清明。 

  2、年逢双春雨水多，年逢无春好种田。 

  3、夏至：炎热的夏天来临。 

  4、雷打立春节，惊蛰雨不歇。 

  5、立夏：夏季的开始。 

  6、立冬：冬季的开始。 

  7、秋分：昼夜平分。 

  8、立夏落雨，谷米如雨（湘）。 

  9、小寒：气候开始寒冷。 

  10、大雪：降雪量增多，地面可能积雪。 

  11、立夏小满田水满，芒种夏至火烧天（粤）。 

  12、立夏日晴，必有旱情（湘）。 

  13、水淋春牛头，农夫百日忧。 

  14、立夏雨少，立冬雪好（苏）。 

  15、冬至：寒冷的冬天来临。 

  16、雨淋春牛头，七七四十九天愁。 



  17、白露：天气转凉，露凝而白。 

  18、惊蛰：蛰是藏的意思。惊蛰是指春雷乍动，惊醒了蛰伏在土

中冬眠的动物。 

  19、春分：分是平分的意思。春分表示昼夜平分。 

  20、立秋：秋季的开始。 

  21、大暑：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22、小暑：暑是炎热的意思。小暑就是气候开始炎热。 

  23、寒露：露水以寒，将要结冰。 

  24、小满：麦类等夏熟作物籽粒开始饱满。 

  25、清明：天气晴朗，草木繁茂。 

  26、小雪：开始下雪。 

  27、立春：立是开始的意思，立春就是春季的开始。 

  28、立春晴一日，耕田不费力。 

  29、立夏晴，雨淋淋（赣）。 

  30、雨水：降雨开始，雨量渐增。 

  31、立春打了霜，当春会烂秧。 

  32、芒种：麦类等有芒作物成熟。 



  33、立夏不下雨，犁耙高挂起（云）。 

  34、立夏雨，涨大水（湘）。 

  35、处暑：处是终止、躲藏的意思。处暑是表示炎热的暑天结束。 

  36、立春晴，雨水匀。 

  37、霜降：天气渐冷，开始有霜。 

  38、大寒：一年中最冷的时候。 

  39、腊月立春春水早，正月立春春水迟。 

  40、立夏不下，小满不满，芒种不管（豫、湘）。 

  41、谷雨：雨生百谷。雨量充足而及时，谷类作物能茁壮成长。 

  42、关于立夏节气的谚语 

  43、立夏日下雨，夏至少雨（闽）。 

  44、立夏下雨，九场大水（浙）。 

 

二十四节气谚语 5 

  一、地化通，赶快耕。 

  二、过了惊蛰节，春耕不能歇。 

  三、惊蛰不耙地，好像蒸锅跑了气。 



  四、地化通，见大葱。 

  五、惊蛰一犁土，春分地气通。 

  六、惊蛰地化通，锄麦莫放松。 

  七、春季生产掀高潮，从南到北忙春耕。 

  八、麦田追肥和浇水，紧跟锄搂把土松。 

  九、家禽孵化黄金季，牲畜普遍来配种。 

  十、快把鱼塘整修好，放养鱼苗好节令。 

 

二十四节气谚语 6 

  立夏不热，五谷不结(浙)。 

  立夏到夏至，热必有暴雨(鲁)。 

  立夏后冷生风，热必有暴雨(鲁)。 

  立夏汗湿身，当日大雨淋(粤)。 

  立夏蛇出洞，准备快防洪(陕)。 

  立夏小满青蛙叫，雨水也将到(云)。 

  立夏小满，江河水满(赣)。 

  立夏见夏，立秋见秋(晋)。 



  立夏大插薯。 

  清明秫秫谷雨花，立夏前后栽地瓜。 

  立夏芝麻小满谷。 

  立夏的玉米谷雨的谷。 

  立夏种绿豆。 

  地头岩头坝窝头，春种芝麻秋打油。 

  季节到立夏，先种黍子后种麻。 

  立夏前后种络麻。 

  立夏种麻，七股八杈。 

  立夏前后，种瓜点豆。 

  立夏种姜，夏至收“娘”。 

  立夏栽稻子，小满种芝麻。 

  四月插秧(早稻)谷满仓，五月插秧一场光。 

  先栽浅，后栽深，春秧就插三五根。 

  早秧七八九，晚秧四五六。 

  早一把，晚七根，糯稻田里打独身。 



  立夏三日正锄田。 

  锄板响，庄稼长。 

  棉花听着人的脚步长。 

  要想庄稼好，田间锄草要趁早。 

  种在犁上，收在锄上。 

  锄下有水也有火。 

  夏天不锄地，冬天饿肚皮。 

  干锄湿，湿锄干，不干不湿锄个暄。 

  早锄地暖，深锄不板，多锄旱涝双保险。 

  头遍锄不好，到老一地草。 

  留苗多少看地力，兼顾品种下霜期，千万不搞一刀齐(棉)。 

  不密不稀，三千六七，薄地还可五、六、七(千)。 

  棉花不要多，三千六百棵。 

  早中耕，地发暖，勤中耕，地不板，深中耕根多苗壮节间短。 

  狠锄行间，细锄行边，匀搂株间，保墒保暖。 

  锄头早，僵瓣少。 



  春锄深，夏锄浅，秋天锄地似刮脸(指早春作物)。 

  头遍浅，二遍深，三遍四遍下狠心，五、六、七遍莫伤根。 

  头遍挖(间苗)，二遍抓(深锄)，三遍四遍大锄拉(浅快锄)。 

 

二十四节气谚语 7 

  1、夏至大烂，梅雨当饭。 

  2、正月十五雪打灯，一个谷穗打半斤。 

  3、深耕再耙透，麦子收得厚。 

  4、寒露过三朝，过水要寻桥。 

  5、清明有霜梅雨少。 

  6、雨水前后，植树插柳。 

  7、小寒不寒，清明泥潭。 

  8、冬至前头七朝霜，有米无砻糖。 

  9、谷雨是旺汛，一刻值千金。 

  10、谷子老了吃米，高粱老了吃糠。 

  11、小暑一滴雨，遍地是黄金。 

  12、一候鸿雁来；二候元鸟归；三候群鸟养羞。 



  13、夏至十日麦秆青，小暑不割麦自亡。 

  14、清明前后，种瓜点豆。 

  15、谷锄马耳豆锄瓣，苗未出土就锄棉。 

  16、生割谷，饿得老婆孩子哭。 

  17、小寒大寒寒得透，来年春天天暖和。 

  18、要想小麦苗子好，整地细碎少不了。 

  19、冬至天晴明，来年歌太平。 

  20、立春节日露，秋来水满路。立春落雨到清明，一日落雨一日

晴。 

  21、种麦种到老，还是早种麦子好。 

  22、立冬那天冷，一年冷气多。 

  23、深耕不耙深，苗子难扎根。 

  24、春雾风，夏雾晴，秋雾阴，冬雾雪。 

  25、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 

  26、小雪下麦麦芒种，大雪下麦勿中用。 

  27、麦耙紧，豆耙松，秫秫耙得不透风。 

  28、谷怕连夜雨，麦怕晌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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