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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所谓“正月之朔”（崔萛《四
民月令》），其实就是新年的第一天。
古人过元旦，有些细节、项目，让我们
惊奇不已。现在举两个汉族之外的
例子，而且是大约一千年前。一是辽
国契丹，一是金国女真。

《契丹国志》载：正月一日，国主
以糯米饭、白羊髓相和为团，如拳大，
于逐帐内各散四十九个，候五更三
点，国主等各于本帐内窗中掷米团在
帐外，如得双数，当夜动蕃乐，饮宴；
如得只数，更不作乐，便令师巫十二
人，外边绕帐撼铃执箭唱叫，于帐内
诸火炉内爆盐，并烧地拍鼠，谓之“惊
鬼”。本帐人第七日方出。

我们知道，契丹人当时住的是帐
篷，是游牧民族，早期与我们农耕文
明不同，所以元旦风俗很不一样，而
且难以理解地新奇。

再说金国。在南宋初期，洪皓使
金，被金国扣留了十五年之久。为防
止洪皓潜逃，金人将洪皓流放到金国
后方，在冷山一带，也就是今天的黑
龙江南部；洪皓能够相对自由地行
动，比较充分地接触民间底层生产、
生活。绍兴十三年（1143 年），金国
终于开恩，将这位外交官放回临安。
他后来写的《松漠纪闻》和《松漠纪闻
续》，就是记录在大金的见闻。

其中载，“金国治盗甚严，每捕
获，论罪外，加倍责偿。惟正旦则纵
偷一日以为戏。”原来大金国的元旦，
人人可以放心做小偷。元旦过后，拿
着赃物，让主家请客，主家要收回原
物，就得请吃点心，或酒席，至少也得
送两块糕点。你有两情相悦的意中
人，也可以在元旦这天把她偷走，从
此比翼双飞。

大金国的这个风习，并不见于其
他文献。不过，金国贵族对早期的风
习，有深厚的自卑。他们热衷汉化，
师法南宋，而且变革速度很快。——
当时，金兵攻下曲阜，有人建议把孔
子的墓掘了，因为他老人家说过“夷
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大元帅粘
罕问高庆绪，孔子何人？高庆绪说是
古代的大圣人。粘罕说：“大圣人墓
岂可发？！”于是，把建议掘墓的人统
统杀了。所以，这个元旦放偷的风习
很快就没有了。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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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军训最早可追溯至夏商
时期。

到了诸侯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
道，不可不察也”，各国更加重视军事
人才教育和训练，军训成为官办学校
教育的重要内容，就连孔子的“民办
学校”私学也很重视军训。

孔子作为中国国民教育的开创
者，他在教育过程中，将射御之术看
得与礼乐教化一样重要。孔子曾在
矍相的园圃亲自教弟子学习射箭，他
在教弟子习射的同时，还不失时机地
对民众进行礼的教育。可见，孔式教
育理念是讲究文武兼修的。

（据人民网）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我国民间称“元旦”为“阳历
年”，很多人以为是外来的
节日。其实，“元旦”并非舶
来品，而是地地道道的“国
产货”，是中国最重要的传
统节日。不过，那时候的

“元旦”不同于现在的“元
旦”。

“元旦”是怎样演变而
来的？古代“元旦”有哪些
习俗和趣事？近代中国的
元旦，又发生过哪些影响历
史进程的重要事件？

土生土长的“元旦”

“元旦”的“元”，有开始之意，
“旦”指天明，元旦便是一年开始的
第一天。

“元旦”一词，最早起源于三皇
五帝之一的颛顼，距今已有 5000 多
年的历史。《晋书》：“颛帝以孟夏正
月为元，其实正朔元旦之春。”南北
朝时，南朝文史学家萧子云的《介
雅》诗中有“四季新元旦，万寿初春
朝”的记载。宋代吴自牧《梦粱录》
中有关于：“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
呼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为之首”的
记载。

元旦在古代有多种别称。如
“元春”，《乐府诗集》：“展礼肆乐，协
此元春。”北齐时的《元会大享歌皇
夏辞》中也有“元春”之称。如“元
日”，《书·舜典》：“月正元日，舜格于
文祖。”唐崔道融《元日有题》诗：“十
载元正酒，相欢意转深。”

再如“元正”。汉代崔瑗《三子
钗铭》中说：“元正上日，百福孔灵。”

《晋书·王导传》：“自后元正，导入，
帝犹为之兴焉。”

又如“元辰”。晋代庾阐《扬都
赋》中称：“岁惟元辰，阴阳代纪；履
端归馀，三朝告始。”唐朝诗人杨师
道写诗曰：“皇猷被寰宇，端扆属元
辰。九重丽天邑，千门临上春。”

一年的第一个朔日，即正月初
一日。唐德宗《元日退朝观军仗归
营》诗：“献岁视元朔，万方咸在庭。”

《旧唐书·李珏传》：“元朔未改，园陵
尚新。”

古代“元旦”也放假

元旦放假并非现代社会的产
物，古时候就把元旦作为重大节日，
与冬至并列。

汉代，皇帝规定元旦的节令假，
此外还规定“每过五日可以休沐”，
相当于现在的周末。《唐六典》卷二
所载开元假宁令：“元正、冬至，各给
假七日。”《大唐新定吉凶书仪》中
说：“元正日，冬至日，右已上二大节
准令休假七日，前三后四日”，意思
是元正的假期从除夕前两日开始，
而到正月初四结束。

到了宋朝，延续了唐朝的规
定。北宋时期有这样一项政策：“正
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
意思是任由百姓自由娱乐，放开赌
禁三天，关扑是当时的一种赌博类
游戏。而到了元明清三个朝代，元
旦假期则缩减为三天。

尽管放假，和现在一样，各府、
衙门都得安排官员值班。元旦这
天，皇帝要举行隆重的朝贺大典，献
岁启新，还要祭祖拜神，皇帝率领一
班王公大臣，诣皇太后宫行庆贺礼，
以表达孝顺之心及祝福。而臣子也
要按照层级规则，向皇帝觐表，恭贺
元旦。

古人“元旦”趣事：王
羲之智斗小偷

有一年，王羲之从山东老家迁
到浙江绍兴落户，正值元旦新年，他
挥毫写就一副楹联贴在门上：“春风
春雨春色，新年新景新家。”联书俱
佳，元旦新春景象跃然纸上。谁知
此联刚一贴出，就被人在黑夜之中
揭走。

第二天早晨，王羲之见门联不
翼而飞，知道是“梁上君子”所为，于
是又提笔写了一副，让家人再贴出
去。这副写的是：“莺啼北里千山
绿，燕语南邻万户欢。”此联不仅对
仗工整，而且将生机盎然的元旦之
景表现得淋漓尽致。没想到天明一
看，又被人揭走了。元旦新春之际，
虽然不是多大的事，但王羲之也有
些烦恼。于是，他略加思索，提笔写
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又贴于
门上。

次日早晨，王羲之来到家门前
一看，对联不仅没有被揭走，而且围
了很多人在那里指手画脚，摇头不
解。这时，王羲之分开众人，来到大

门前，挥毫在原联下面分别加了三个
字。大家一看，对联变成：“福无双至
今朝至，祸不单行昨日行。”众人看了，
齐声喝彩，拍掌称妙。

“元旦”的演变

在历法上，人们习惯称地球绕太
阳转一周为一年。但由于地球绕太阳
运转没有固定的起点和终点，所以一
年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人为规定的，这
就造成了各种历法的不一致。因此，
我国历代元旦月日并不一致。

《史记》记载，上古时候，历法以孟
春月作为正月。这时候冰雪开始消
融，蛰虫苏醒，百草萌生新芽，杜鹃鸟
在原野中啼鸣。万物都长了一岁。夏
朝以正月为历正，殷朝以十二月为历
正，周朝以十一月为历正。到了春秋
战国时期，春秋五霸，七国争雄，战争
频繁，人们没有机会顾及编制历法。
秦国统一天下，注重推求五行胜克，自
以为是得了五行中水德的祥瑞，把河
改名为“德水”，岁正取为十月，十月一
日为元旦。汉朝建立后，高祖也是自
认为得了水德的祥瑞，所以沿袭了秦
朝的历法。到汉武帝时，颁行《太初
历》，规定孟喜月（元月）为正月，把孟
喜月的第一天（夏历的正月初一）称为

“元旦”。
汉武帝之后，历代相沿未改，所以

这个历法又叫“夏历”（今俗称为农
历）。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

1911 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推翻了清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
各省都督代表在南京开会决定使用公
历，把公历的 1 月 1 日称为“元旦”。
1949 年 9 月 27 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决定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
纪年法。为区别农历和阳历两个新
年，又鉴于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立
春”恰在农历新年的前后，因此便把农
历一月一日改称为“春节”，阳历 1 月 1
日定为新年的开始——“元旦”，并列
入法定假日，成为全国人民的节日。

发生在元旦的中国近
代三大著名事件

中国近代史上，发生在元旦这一
天的事件难以计数，但影响中国近代
历史走向的，有三件大事不得不提：

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运动

1851年1月1日，太平天国运动开
始。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等人在金
田村内的韦氏大宗祠，举行拜上帝仪
式，准备起义建国，并宣布国号为太平
天国。十天后，拜上帝会众万人在广
西桂平县金田村举行起义，是为金田
起义。洪秀全称天王，正式建立“太平
天国”。此后，这场历史上规模空前、
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前后
十四年，纵横十八省，大大动摇了大清
王朝的统治基础。

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成立

19世纪的中国，内忧外患，以孙中
山为首的一批志士仁人首先选择革命
救国的道路。1911年10月10日，革命
党人发动武昌起义，并在随后的两个
多月带动中国各地的革命响应。

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宣誓就
职。至此，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终
被推翻，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正式
成立。

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称帝

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窃取了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并通过解散国
民党、解散国会、废止临时约法等一系
列方式，妄图建立独裁政权。1915 年
12月12日，袁世凯倒行逆施，宣布恢复
君主制，自己承受帝位。1916年 1月 1
日，即“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元旦，袁世
凯登皇帝大位。

袁世凯的复辟称帝，遭到了举国
上下一致反对。袁世凯尽失人心，只
得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帝
号，称帝仅83天。取消帝制帝号之后，
在重大的精神打击和家族遗传性糖尿
病的交煎之下，袁世凯于1916年6月6
日病逝。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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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以地支计时，卯时是上
午5时到7时，卯时整即上午6时；酉
时是下午 5 时到 7 时，酉时整即下午
6时。

早上6时到校，傍晚6时放学，学
生每天在校时间整整12个小时。跟
现在的小学生比起来，上学时间偏
早，放学时间偏晚。

南宋大臣魏了翁回忆说：“予自
幼与内外众兄弟皆从杜德称先生游，
虫飞而兴，日落而罢，夜窗率漏下二
十刻，受馆十余年如一日也。 ”

魏了翁小时候，族人共同聘请了
一位私塾先生，为族中子弟授课，每
天凌晨入塾就读，太阳落山放学回
家，晚饭后还有自修，直到“漏下二十
刻”结束，也就是夜里10时左右方才
就寝。

南宋另一位大臣袁甫小时候是
跟着父亲就读的，每天学习也很刻
苦，他父亲白天讲完，晚上接着讲，一
直讲到二更天。古人将一夜分为五
更，二更指的是晚上 9 时到 11 时
之间。 （据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