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干支、时辰、生肖、节气 

 

古人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

癸这十个字的总称叫“天干”；子、丑、寅、卯、辰、

巳、午、未、申、酉、戌、亥这十二个字总称叫“地

支”。 

天干用来表示次序，地支用来表示时间，十个天

干和十二个地支按次序组成六十对，如：甲子，乙丑，

丙寅，丁卯等，叫做“干支”，也叫“甲子”或“六十

花甲”，可用来表示年、月、日、时的次序，周而复始，

循环使用。 

1、干支纪年（见六十甲子表） 

1.甲子 11.甲戌 21.甲申 31.甲午 41.甲辰 51.甲寅 

2.乙丑 12.乙亥 22.乙酉 32.乙未 42．乙巳 52.乙卯 

3.丙寅 13.丙子 23.丙戌 33.丙申 43.丙午 53.丙辰 

4.丁卯 14.丁丑 24.丁亥 34.丁酉 44.丁未 54.丁巳 

5.戊辰 15.戊寅 25.戊子 35.戊戌 45.戊申 55.戊午 

6.己巳 16.己卯 26.己丑 36．己亥 46.己酉 56.己未 



 

 

7.庚午 17.庚辰 27.庚寅 37.庚子 47.庚戌 57.庚申 

8.辛未 18.辛巳 28.辛卯 38.辛丑 48.辛亥 58.辛酉 

9.壬申 19.壬午 29．壬辰 39.壬寅 49.壬子 59.壬戌 

10.癸酉 20.癸未 30.癸巳 40.癸卯 50.癸丑 60.癸亥 

干支纪年，六十年循环一次，三个六十年共一百

八十年，循环三个“甲子”，分别叫上元甲子，中元甲

子和下元甲子。 

2、干支纪月（见下表） 

月份 

年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

月 

十二

月 

甲 

  己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乙亥 乙亥 丙子 丁丑 

乙 

  庚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丙 

辛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丁 

壬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戊 

癸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干支纪月六十甲子五年一循环，其中闰月不计干

支。每月的地支是固定不变的，因为地支是十二个字，

而天干只有十个字要轮流搭配使用。 

3、干支纪日 

干支纪日是“六十甲子”最早的用法，按纪年的

顺序表依次排列，六十天一个循环，依次记下去。现

时已基本不用了。 

4、干支纪时：把一天（24 小时）分为十二个时段，

晚上十一点至转钟一点，每 2 个小时为一个时辰，每

个时辰分别用十二地支的字表示（见下表） 

 

十二

时辰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现 

代 

时 

段 

23 

时 

至 

1 

时 

1 

时 

至 

3 

时 

3 

时 

至 

5 

时 

5 

时 

至 

7 

时 

7 

时 

至 

9 

时 

9 

时 

至 

11 

时 

11 

时 

至 

13 

时 

13 

时 

至 

15 

时 

15 

时 

至 

17 

时 

17 

时 

至 

19 

时 

19 

时 

至 

21 

时 

21 

时 

至 

23 

时 



 

 

5、生肖 

生肖起源于古代人们对动物的崇拜，中外都是一

样，生肖是人的生年属于什么动物，在我国民俗中以

纪年的十二地支分别与十二种动物名对应，形成固定

的关系，依次循环（见下表）。 

十二

地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属相 鼠 年 虎 兔 龙 蛇 马 羊 猴 鸡 狗 猪 

6、五更  

五更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夜晚计时制度。

把黄昏到拂晓一夜间分为五个更次，每更相隔两小时，

叫做五更，又叫五夜和五鼓。 

一更指晚上八时左右，二更指夜间十时左右，三

更指夜间十二时（零时）左右，即夜半时发，四更指

二时左右，五更指四时左右，拂晓时分。 

 



 

 

6、节气 

阳历之二十四节气，分布于十二个月，有一定的

日期，相差不过一天。现列表于后 

节气 月份 日期 节气 月份 日期 

小寒 

大寒 
一月 

五日或六日 

二十日或廿一日 

小暑 

大暑 
七月 

七日或八日 

廿三日或廿四日 

立春 

雨水 
二月 

四日或五日 

十九日或廿十日 

立秋 

处暑 
八月 

八日或九日 

廿三日或廿四日 

惊蛰 

春分 
三月 

六日或七日 

二十日或廿一日 

白露 

秋分 
九月 

八日或九日 

廿三日或廿四日 

清明 

谷雨 
四月 

五日或六日 

二十日或廿一日 

寒露 

霜降 
十月 

八日或九日 

廿四日 

立夏 

小满 
五月 

六日或七日 

廿一日或廿二日 

立秋 

小雪 
十一月 

七日或八日 

廿二或廿三日 

芒种 

夏至 
六月 

六日或七日 

廿二日 

大雪 

冬至 
十二月 

七日或八日 

廿二或廿三日 

7、九九与三伏 

数九,是从冬至日数起,一九、二九、三九、四

九……以至“九九”,共八十一天,最为寒冷,“春打六

九头”,因为五九四十五天,六九的头一天是从冬起第



 

 

四十六天,两个节气相隔平均为十五天,从冬至数到六

九头相隔四十五天,所以是冬至后的第三个节气,第一

个是小寒,第二个是大寒,第三个是立春,故立春日一

定在六九的头一天。 

数伏,并不是从夏至数起,“夏至三庚便数伏”,在

夏至以后的第三个庚日是“初伏”,第四个庚日是“中

伏”,第六个庚日是末伏”,是谓“三伏”,在三伏天,

天气最为炎热,两个庚日之间十天,初伏与夏至之间的

天数不一定,最少是二十一天,最多三十天,末伏的末

一天距夏至最少五十一天,夏至到立秋是四五天,故

“秋后有一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