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  那些你还不知道的事
本报记者 麻雪

 牛年是从大年初一开始的吗？正

月初一是新一年的开始，自古至今都

如此吗？作为传统节日，“过年”和“春

节”是一回事儿吗？……2021 年春节

即将到来，这些有关春节的概念，你知

道吗？本期“文化观察”，让我们一起

聊一聊 ——WE N  H U A  G U A N  C H A

文化
观察

大西北的文化高地  宝鸡人的精神家园

2021 年 1 月 29 日
庚子年十二月十七

总第518 期       4版 刊头题字 ：任步武

家 住 市

区光明小区

的李红女士

即 将 迎 来

自 己 宝 宝

的 出 生，

预产期是

2021 年 2 月 5

日。但是，她最近为

一个问题而发愁，自己的宝宝

到底是属鼠，还是属牛？

2021 年 2月 12 日是农历

的正月初一，按照李红和她爱人

的认识，牛年从正月初一开始，

她的宝宝将在正月初一之前出

生，当然属鼠。但是，家里的老辈

人告诉她，牛年是从“立春”那天

算起的，2021年 2月 3日是立

春，如果在立春之前出生的宝宝

应该属鼠，在立春当天及之后出

生的就应该属牛。

宝鸡民俗博物馆特邀顾

问李福蔚说，根据传统的历

法，生肖属相是以立春开始

算的，2021 年 2 月 3 日是立

春，也就是说从这一天开始进

入牛年。他继续说，我国古代

是先有天干地支纪年，目前学

术界认为，夏代可能已有干支

产生。然后，才有了十二地支

附配十二生肖动物，可以说，

十二生肖因为便于记忆，是更

为“民间化”的一种纪年方法。

十二生肖是十二地支的衍生

物，那么，生肖的划分也应该

以干支纪年为基础，而干支纪

年的分割点就在立春，所以，

生肖也应当以立春为界。

如此看来，李红女士的

宝宝出生在立春之后，所以应

该属牛，而不是属鼠了吗？其

实，也不尽然。

按照传统历法来看，这个

宝宝是属牛的。但是，目前普

遍认同的万年历是从大年初

一开始算干支年的，也是新属

相的开始。

我们大家已经习惯于看

公历生活、办公，按农历过节。

而所谓的生肖属相也开始根

据人们的生活、认知以及习惯

有了变化，由此，把它从干支

年移至农历年，以正月初一作

为属相的分界线。

正月初一过大年、正月初

一来拜年……在很多童谣、歌

曲、俗语中，“正月初一”这一

天都是新一年的开始。那么，

作为古老的传统节日，在我国

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新一年的

开始一直都是“正月初一”这

天吗？答案是否定的。

新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算

起，其实历史上有多次变化。

李福蔚说，如果以现在的

农历为标准，夏代时的岁首为

正月初一 ；殷商时，十二月是

新年的开始 ；周代时，十一月

是新年的开始；秦代再提前至

十月。直至西汉，汉武帝时，颁

行《太初历》，恢复夏代的以正

月初一为岁首。这一岁首制历

代相沿。

所以，今天的我们仍然可

以听到老一辈人会把农历也

称为“夏历”。

宝鸡是周文化的发源

地，所以，再来说说周代的“新

年”。有种说法是，周历的正月

是夏历的十一月，而二十四节

气中的“冬至”，这一天是周代

的岁首。传说，冬至是二十四

节气中最早制定的一个，周公

姬旦用土圭法测影，定下冬

至。古人认为，“冬至”是阴阳

二气的自然转化，是上天赐予

的福气，这一天是个吉祥喜庆

的日子，预示否极泰来、时来

运转，值得庆贺。所以素有“冬

至大如年”之说。

“立春”或“初一”，牛年到底从哪天开始

新一年的开始，古时不只是“正月初一”

如今的“春节”，是古人所谓的“立春”
如今，我们说“过年”，也

说“过春节”，在我们的认知

中，“过年＝春节”。但是，

古人过的春节，以及

在古籍中提到的“春

节”，并不是过年，在

古人的生活

中，“过年≠春节”。

历史上的“春节”是指

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后

汉书. 杨震传》中有载 ：“春

节未雨，百僚焦心，而缮修不

止。”南北朝时期，“春节”是泛

指整个春季。

俗话说，“春打六九头”。

也就是说“数九”数到第六个

“九”的开头，就是“立春”。立

春，在我国传统的农耕时期人

们尤其重视这一节气。在“立

春”这一天，农家将象征农事

的土牛、耕犁、农具，置于大门

之外，还会以彩枝或彩鞭击

打春牛，表示春耕大忙的到

来。据考证，这一风俗，在周

代已经出现，《周礼. 月令》中

的“出土牛以送寒气”就是最

早的记述。

那么，古人把“立春”称

为“春节”，“正月初一”又叫

什么呢? 正月初一，古称元

日、元正、元旦、岁首、元春

等。《红楼梦》里的“贾元春”

因为出生在正月初一，便取

名为“元春”。

近代以来，这些节日名称

才有了变化。辛亥革命以后，

开始采用公历纪年，公历 1 月

1 日被称为“元旦”，农历正月

初一开始称为“春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越

来越重视春节以及春节相关

的民俗。2006 年 5 月 20 日，

“春节”民俗经国务院批准列

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春节已不仅是一个

节日，更是一种文化的符号和

象征，是一种流淌在血脉中的

情感寄托。所以，无论从古至

今关于“春节”的日期、名称有

哪些变化，这种文化与节日的

传承是不变的，这种共同的情

感凝聚力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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