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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何时开学

现代统一的都是 “秋季入学 ”，
但古代的入学时间与学期的长短， 各
个朝代并不一样， 中国古代是传统的
农业社会，一切围绕农事展开，小学教
育亦然。 入学时间，除“秋季入学”外，
还有“春季入学”和“冬季入学”。

在汉代 ， 这三个入学时间很流
行。 据汉崔寔 《四民月令》 记载， 具
体入学时间是这样安排的： 正月农事
未起、 八月暑退、 十一月砚冰冻时 。
从中可以看出， 汉代的小学教育主要
是利用农闲时间， 这也是中国古代教
学的一大特点。

三种开学时间 ， 以 “八月暑退 ”
与现代开学时间最接近。 如果是春季
开学， 一般在 “正月望后 ”， 即正月
十五之后。 到了南北朝时期， 开学时
间相对统一 ， “冬季入学 ” 成为主
流， 《北齐书·李铉传》 中便有 “春
夏务农， 冬入学” 的说法。

后来， 冬季入学成为古代乡村小
学较为普遍的选择， 但具体时间与汉
代有所不同，农历十月份开学。 宋陆游
《冬日郊居》一诗中云，“儿童冬学闹比
邻，据案愚儒却自珍。 ”自注即称，“农
家十月，乃遣子弟入学， 谓之冬学。”

开学日期的选择， 与学期的长短
相关 。 古代的学期与现代完全不一
样， 短者三个月， 长者一年。 冬学多
“三月制”， 相对较短， 以明代为例，
一般从每年的腊月到次年三月。 如果
是 “八月制” 和 “十二月制”， 一般
都是春季入学， 八月制一般 “上元入
学”， “八月终解馆”； 十二月制一般
“正月望后启学”， “岁暮罢馆”。

古代学校交学费吗

在民间， 私塾由于是个人性质的
教学行为， 收费自然是在所难免。 当
年孔子提到的 “束脩” 后来就变成了
学费的代名词。

学费的征收标准其实和现在也是
有些相似的。 只是现在国家实行9年
义务教育以来， 全国公立学校收费标
准基本一致， 但不同地区仍有区别。

古代也是如此， 与当地的经济发
展是直接挂钩的。 比如富庶地区的私

学多以银两钱币作为学费， 称为 “脩
金”。 而一些贫困地区的人家没有什
么银两 ， 就只好拿粮食蔬菜来代替
了 。 明代黄佐在 《泰泉乡礼·乡校 》
中写道： “其束脩务从俗加厚。 在城
大馆官给银二十两， 有司以礼待送 。
在乡则约正等率各父兄出谷及菜钱。”
记录了这一习俗惯例。

古代开学有哪些仪式

有些家长认为现在开学很复杂 ，
要办各种手续， 还要准备各种物件 。
要知道， 古代的开学更具有仪式感 。
在中国古代， 新生入学不仅有隆重的
“开学仪式” 而且备受重视， “入学
礼” 被视为人生的四大礼之一， 与成
人礼、 婚礼、 葬礼相提并论。

在古代， 凡是新入学的生员， 都
需进行称为 “入泮 ” 的入学仪式 。
《礼记·王制》 记载： “学童首先换上
学服， 拜笔、 入泮池、 跨壁桥， 然后
上大成殿， 拜孔子， 行入学礼 。” 同
时， 古时候开学， 还要朱砂开智、 击
鼓明智， 还有拜笔师。

朱砂开智也叫朱砂启智， 是开学
仪式中最后一道程序。 具体做法是先
生手持蘸着朱砂的毛笔， 在学生眉心
处点上一个像 “痣” 一样的红点。 因
为 “痣” 与 “智” 谐音， 朱砂点痣 ，
取的其实是 “智” 的意思， 意为开启
智慧， 目明心亮， 希望学生日后的学
习能一点就通。

而击鼓明智的风俗则来源于 《学
记》： “入学鼓箧， 孙其业也。” 意思
是通过击鼓， 用鼓声警示， 引起学生
对学业的重视。 描红开笔， 是指老师
带着同学们写下人生的第一个字， 一
般都是 “人”、 “一” 等简单字。

至于拜笔师， 据说秦国的大将军
蒙恬发明了毛笔， 所以被视为毛笔制
造业的祖师爷， 进而在一些私塾、 学
堂里面也受到尊奉。

以上过程逐一完成之后， 孩子们
便可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 安心读
书。 从此以后，每日清晨，学生们必须
先于老师到达学校， 对着孔子牌位行
完叩首礼后，再回到各自课桌做功课。

古代都学什么呢

现今的小学生学的是拼音 、 数
学、 汉字等基础知识， 那么古时候的
小学生都学些什么呢？

古代的教育是非常重文轻理的 ，
数学、 音乐等被认为是副课。 作为启
蒙教育， 古代小学的主要教学内容是
识字、 作文。 当时的识字教材一般是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千
家诗》 等， 简称 “三百千千”。 所以
古代的孩子不比现在的孩子们轻松。

有学当然有考， 古代的考试当然
也是少不了！ 小考天天有， 大考三六
九。 古代小学教育内容主要是识字 、
写字、 习经史、 学六艺， 《急就章》、
《千字文》 都曾是小学课本 。 每学期
的课程和教学进度， 依学生的年龄和
入学的早晚而定。

据 《宋会要·崇儒》， 宋代国子监
小学 “条制” 要求： “小学生八岁能
诵一大经， 日书字二百”； “十岁加
一大经 、 字一百 ”； “十二岁以上 ，
又加一大经、 字二百”。

咋放假？ 假期比现在少的多

不同于现在的学生， 除了法定节
假日和寒暑假， 古代学生的假期要少
的多。 古代小学有的是平时休假， 有
的则是集中到年末一次性休完， 中间
除非有紧急情况才能请假， 否则都视
为旷课。

如明代的小学， 每个月只有谒圣
这天放假， 而到了清代， 每个学校根
据自身要求会有不同的上学时间和放
假规定。

比如清代人唐鉴所办的义学， 规
定每天5:00—7:00到校 ， 17:00—19:00
回家。 每年正月十五开学， 一直上到
腊月十日才结束。 所有的休假时间只
有每年年末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而有
的学校则规定每天 7： 00—9： 00入
学， 15： 00—17： 00回家， 另外每个
月仿照古人休沐之意， 放假3天 ， 其
他时间不得擅自离校。 另外， 还有的
学校规定 ， 每日日出上学 ， 日落放
学 ， 9:00—11： 00吃饭 ， 每年端午 、
中秋、 清明、 七月十五、 十月初一各
放假一天。 摘自搜狐网

古人非常看重 “四立” （立春、
立夏、 立秋、 立冬）， 每季伊始， 官
方会举办一些定制 （穿戴服饰 、 祭
品、 食品等） 仪式去恭迎， 民间则通
过各种时尚节目助推， 使整个迎接活
动显得既庄重又诙谐。 即便面对 “肃
杀” 之象开始的 “立秋” 也不例外。

先秦时期， 立秋前三天， 大史察
告天子 ： “某日立秋 ， 盛德在金 。”
《礼记·月令》 云： “天子乃齐。 立秋
之日， 天子亲帅三公、 九卿、 诸侯、
大夫， 以迎秋于西郊。 还反， 赏军帅
武人于朝 。 天子乃命将帅 ， 选士厉
兵 ， 简练桀俊 ， 专任有功 ， 以征不
义 。 诘诛暴慢 ， 以明好恶 ， 顺彼远
方。 赏军帅武人于朝。” 意思说， 天
子被提醒后开始斋戒， 准备迎秋。 立
秋当天 ， 天子亲率三公 、 九卿 、 诸
侯 、 大夫 ， 在西郊设坛祭祀白帝少
昊。 礼毕回朝， 天子在朝堂赏赐将帅
和勇士 ， 并命将帅挑选士卒磨砺武
器， 精选杰出人才加以训练， 以彰显
圣德圣威， 进一步强化统治。

官方迎秋礼俗历代相延， 至唐宋
出现变革 。 《新唐书·礼乐志 》 曰 ：
“立秋祀白帝， 以少昊氏配太白、 三
辰、 七宿、 蓐收之位。 如赤帝。” 宋
代延续唐官方迎秋礼俗并拓展至地
方， 《宋史·礼志》 还说： “立秋日，
祀西岳华山于华州西镇 ， 吴山于陇
州， 西海、 河渎并于河中府， 西海就
河渎庙望祭。” 地方祭秋， 只能祭岳、
镇、 海、 河。

当然， 官方迎秋借 “神” 宣传教
化、 巩固统治的作用也随着社会进步
逐渐弱化， 官方 “秋猎”、 “秋闱”、
“秋决” 的礼俗和民间各种贴近人与
节令的迎秋活动风生水起。 唐代文人
骚客纷纷通过诗文抒发感慨。 如柳宗
元的 “宦情羁思共凄凄， 春半如秋意
转迷”， 王建的 “陈绿向参差， 初红
已重叠。 中庭初扫地， 绕树三两叶”
等， 虽然文人眼里立秋即预示 “悲”
的来临， 但却给后人呈现了一份诗意
立秋。

宋代民间迎秋习俗丰富多彩， 尤
其 “迎秋搭台 ， 经贸唱戏 ” 氛围浓
厚。 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 卷八 “立
秋” 条说， 立秋那天， 满街都有卖揪
树叶子的， “妇女儿童辈， 皆剪成花
样戴之”。 “瓜果梨枣方盛， 京师枣
有数品： 灵枣、 牙枣、 青州枣， 毫州
枣……鸡头上市……中贵戚里， 取索
供卖。” 宋吴自牧 《梦梁录》 卷四说：
“立秋日 ， 太史局委官吏于禁廷内 ，
以梧桐树植于殿下， 俟交立秋时， 太
史官穿秉奏曰： ‘秋来。’ 其时梧叶
应声飞落一二片， 以寓报秋意。” 南
宋文学家周密 《武林旧事》 卷三谓：
“立秋日， 都人 （杭州市民） 戴揪叶，
饮秋水、 赤小豆。”

自宋以来， 立秋礼俗延传并发生
官、 民俗逆转， 彰显的是社会进步和
文明发展。 摘自中国文明网

古人
用“迎秋”礼俗

过过立立秋秋

古代开学季那些趣事儿，
你知道吗

又到了一年开学季， 最近
不少学生和家长们， 都在为新
学年的到来忙得不亦乐乎。 孩
子开学是大事， 古人也是非常
重视的。

其实， 中国早在4000多年
前就有了学校。 最早的学校就
叫 “庠” （xiang二声）。 “庠”
是我国最早的学校教育机构 ，
出现在夏朝， 后演化为 “序”、
“校”、 “学” 等高一级的大学
叫 “上庠 ”， 低一级的小学叫
“下庠”。

那么， 古代学生上学和现
在有什么不同？ 孩子何时入学？
新生入学有开学典礼吗？古代都
学什么呢？ 如何放假？ 今天就跟
大家聊聊古代开学那些事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