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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与春节 
1 月 29 日是小龙年春节。

2024 年 12 月 4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 19 届常会

通过评审，决定将“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

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

农历
中国古代的夏、商、周以及统秦朝，每年

的第一个月即元月的日期并不一致。汉武帝

刘彻发现此前的历纪太乱，不合天象，命令

大臣公孙卿和司马迁组织编造“新历”。司

马迁采取开放的办法，从民间招聘天文学家，

先后从全国各地招来二十多人，其中包括现今

四川省阆中的天文学家落下闳。

落下闳与邓平、唐都合作，编制《太初历》。

经实际的天象观测鉴定后，被汉武帝采纳，于

元封七年（公元前 104 年）五月公布正式实行。

《太初历》，在古代历法上进行了几项重

大改革：原以十月为岁首，改为以正月为岁首；

将正月朔旦立春为历元，改为前十一月朔旦冬

至为历元；落下闳使用自创的“赤道式浑仪”

实际测定了二十八宿的“赤经差”，在“浑天说”

的基础上，将“二十四节气”完整纳入历法系

统；经过大量计算，落下闳还第一次提出交食

周期，以 135 个月为“朔望之会”，即认为

11 年应发生 23 次日食，这也是应用统计方法

的新发现。

春节
春节从唐代开始成为政府法定假日，唐开

元年间《假宁令》规定，元日、冬至各给假七日。

每逢元日，朝廷都要举行早朝大典，庆贺新年。

民间在元日也要合家团聚，设宴欢庆。所以

我们看到白居易在江南与家人一道团圆度节，

感受到亲情的温暖。

宋元明清各代习俗类似，都将春节称为元

日或元旦、新年。正旦朝会仪式依然是皇家的

重要典礼，而民间年节同样喜庆热闹，人们相

互迎送往还。

辛亥革命中国引进了公历的时间体系，官

方节日与民间传统节日出现分离。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

正式通电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

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

国元年元旦。”1914 年 1 月，北京政府内务

部“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的提议获得批准。

由此，传统农历新年岁首在官方意义上正式被

易名为“春节”，传统的元旦、新年名称被安

置在公历的 1 月 1 日。

春节文化
欢庆之风俗各地或有不同，欢喜的情感却

总是共通的。花如海，灯如昼，一夜鱼龙舞，

春节热闹非凡的民俗活动，是每个中国人心灵

深处最温暖幸福的记忆。贴年画、逛庙会、赶

茶场、抬花桌、行花街、赏花灯……包含在春

节这一国家级非遗中的代表性项目丰富多彩，

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