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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作一年，长354天
左右。

因此，阴历年和
阳历年存在约11天的
偏差。如果不及时调
整，长此以往就会出
现 六 月 下 大 雪 的 “
怪事”。为了防止阴
历 年 月 与 阳 历 年 及
四季脱节，古人在19
个阴历年中加入7个
闰月。加入闰月的阴
历年可长达384或385
天 ， 反 映 了 中 华 文
明“管理时间”的传
统智慧。

今明两年立春均
是2月4日，而癸卯兔
年作为闰月年天数较
多，从2023年1月22
日起，一直到2024年
2月9日，正好涵盖两
个立春节气，出现“
一 年 两 头 春 ” 。 统
计发现，19个阴历年
中有7个年头是双春
年，有7个年头是无
春年，其余5个年头
是正常的单春年。

需要特别强调的
是，双春年和无春年

都只是正常的历法现
象 ， 与 吉 凶 祸 福 无
关。所谓双春年可能
是灾年、结婚容易导
致二婚等迷信说法毫
无科学依据。

中新社记者：人
们常说“十年难逢闰
二月”，2023年不
仅是双春年，还有闰
二月。古人是如何安
排闰月的？

王加华：二十四
节 气 虽 统 称 为 “ 节
气”，但又可分为12
个节气和12个中气。
以立春为首，处于奇
数序列的为节气，位
于 偶 数 序 列 的 为 中
气。节气与中气相间
排列，与阳历月份相
结合，每月都会有固
定的节气与中气，且
总是节气在前，中气
在后。但以月亮盈亏
为标准的朔望月却并
非如此，尤其是在19
年中加入7个闰月之
后。

按阳历，一个月
两个节气，前一个月

的 “ 节 气 ” 和 “ 中
气”与下一个月的“
节 气 ” 和 “ 中 气 ”
之间，平均相隔30天
半 。 相 比 之 下 ， 阴
历平均每月只有29天
半，所以每个月的“
节气”和“中气”都
会比前一个月推迟1
到2天，持续下去，
就 会 出 现 只 有 “ 节
气”而无“中气”的
月份。于是，人们将
没有中气的月份作为
这一年的闰月，并以
上个月的月号为闰月
月号。

中新社记者：立
春作为二十四节气之
首 ， 有 哪 些 特 殊 含
义？中国传统社会为
何如此重视立春日？

王加华：《月令
七 十 二 候 集 解 》 记
载 ， “ 立 春 ， 正 月
节。立，建始也。”
立春被认为是春天的
开始。同时，它还有
另外一层重要意义。
在中国古代，年和岁
的起始时间不同，年

是从正月初一开始，
而岁是以立春作为开
始。

古代中国是农业
社会，主要“靠天吃
饭”，人们的农业生
产受气温、降水等自
然条件的重要影响。
为此，古人发明了二
十四节气，如小寒、
大寒、雨水、小雪、
大雪等，能比较准确
地反映黄河流域冷暖
雨量的变化，促进农
业生产顺利开展。

立春是最早产生
的八个节气之一，大
概在春秋时期就已出
现。“一年之计在于
春”，春耕是农事活
动起始环节，然后是
夏耘、秋收、冬藏。
农耕社会的性质决定
了立春在古代中国的
地位极其重要。立春
的到来，意味着新的
农事活动周期即将开
始，要进行劝耕备耕
等各项活动。

中新社记者：立
春节令有哪些特别的

民俗？蕴含何种文化
和社会寓意？这些民
俗有何地域特征？

王加华：立春节
气既有官方礼仪，亦
有民间习俗，两者既
相互影响与联系，又
各自保持相对独立。
官方礼仪主要指东汉
时期开始兴起的迎春
礼及唐代开始出现的
鞭春礼。古人认为春
非常重要，官方会举
办迎春礼，到城市东
门举行迎春神仪式。

民间则多是民众
自 发 进 行 的 习 俗 活
动 ， 涉 及 饮 食 、 服
饰、禁忌等多方面内
容 。 比 如 立 春 撒 谷
豆，本意在于追求健
康 与 吉 祥 ， “ 豆 ”
与“痘”同音，民间
俗信可为孩子消除水
痘，儿童会佩戴春鸡
等饰物用于祈福。另
外 ， 立 春 还 有 赶 庙
会、逛灯会、说书、
唱大戏等丰富多彩的
娱乐活动。南方地区
还流行祭春神或土地
神。

唐宋以后，随着
迎春礼的发展尤其是
鞭春礼仪的出现，立
春呈现出群体性节庆
的特点，娱乐功能大
大增强，如唐代地方
迎春已是“见观者之
如 市 ” ， 南 宋 时 则
是“倾城出观”。明
清时期，随着乐人、
社火、戏曲等演艺人
员与多样娱乐形式的
加入，立春的娱乐性

立春时节，工人在为小麦喷施叶
面肥。(无人机照片) 房德华 摄

王加华：双春年如何蕴藏中华文明
“管理时间”的智慧？(中)

立春时节，村民用耕牛为茶树松
土。易胜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