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年过新年，可新年到底从哪天开始
算却一直是笔糊涂账。

大多数人心中的新年是从央视春晚
敲响新年钟声开始的。但说起这个新年钟
声，就会有很多人提出反对。反对方提出
的观点大致如下：因为生肖年依附于干支
纪年，而干支纪年又是干支历的纪年方
法。但是农历和干支历是两种不同的历
法，两者在年份起点、月份划分规则、每年
天数等皆不同。参照历代官方历书 (黄
历)，干支历以立春为一年之始。具体到狗
年，2月4日5时28分是新年的开始。

还有关于具体到分秒的反对意见。意

见大致如下：现在是以北京时间的 24时
为界线划分日期。古代没有“北京时间”这
个概念，是以子时为一天的开始。也就是
说每一天新的开始就是子时，即每天晚上
的23时开始就属于第二天了。

这问题争论了N多年，也没争出个所
以然。现在，记者可以负责任地说，不用再
为这个问题苦恼了，因为国家给出了标准
答案。

2017年 5月 12日，国家质检总局、国
家标准委发布《农历的编算和颁行》，并于
2017年 9月 1日正式实施。《农历的编算
和颁行》将为相关的法律法规提供规范支

撑，使日常生活、农业生产、渔业生产、防
汛抗洪等有更加精确的历法依据。

农历日的定义为：从北京时间的0时
起计量到北京时间 24时截止的时间间
隔。这意味着，农历的年、月、日只能从北
京时间0点起算。农历年的定义和命名方
式，说明干支和生肖是农历年的标记，适
用从正月初一开始。其中的举例，已经说
明1984年2月2日，农历正月初一即甲子
年（鼠年）起讫日期，并非从立春开始。

所以，在官方层面上，今后再说2月4
日（立春）某时某分，进入某年的说法，是
完全错误的。

初一到初五
讲究天天有

正月初一
有“关门炮”，就得有“开门炮”。

照老例，正月初一家家户户要争先起
早，叫做“起五更”。起来后先开门放
炮三响，叫做“开门炮”。然后燃烛上
供，拜神、敬祖。接下来是下饺子，放
鞭炮。在凌晨时，此起彼伏的鞭炮声
会把节日气氛推向高潮。

吃过饺子，男女老幼都要身着新
衣，奔走相庆，互致问候，晚辈向长辈
拜年，长辈给晚辈发糖果、瓜子和压
岁钱。这就是俗称的“拜年”。中午，全
家老幼要欢聚一堂共享丰盛的午餐。

正月初一这一天，还有很多禁
忌。比如忌动笤帚，也不能往外泼水
倒垃圾，要防破财。如果不小心打碎
了东西，一定要说碎碎（岁岁）平安，
保佑全家都平安。

正月初二
正月初二，姑娘回娘家正当时。

女儿回娘家拿两个大馍、若干小蒸馍
和“枣山”一起送给母亲。母亲把大馍
留下，“枣山”则掰下一块让女儿带
走。

正月初三
在商丘不少地方的老传统中，正

月初三是不宜出行的。因为这天所有
的家庭都要祭拜祖先，也就是俗称的

“上坟”。后人要到先人坟前，添土焚
纸。远离故土，或是有其他原因不能
亲自“上坟”的人家，也要在家中要摆
放祖先的牌位、遗像。

正月初四
正月初四开始走亲戚。走亲戚的

次序是“外甥走姥姥家，然后去姑、
姨、姐家”。走亲戚还讲究回走，属于
来回拜访长辈。

正月初五
正月初五，在小范围内来看，商

丘的一些地方对正月初五有特别的
“规矩”。《夏邑县志》中记载，正月初
五为“破五，早上吃饺子，谓小年”。这
天，人们黎明即起，放鞭炮，打扫卫
生。鞭炮要从每间房屋里往外头放，
边放边往门外走，说是将一切不吉利
的东西都轰将出去，让它们离得越远
越好。

习旧俗 过新年 喜气洋洋
据说狗是人类驯化的第一位动物朋友。在中国，狗被许多民族奉为犬祖。当然，说

起这位犬祖盘瓠，咱大商丘也要炫一炫自豪感。
历史的脚步行进到2018年，古老的传统在延续，新颖的时尚在传播。当下，我们记

录年俗、年礼的传承和变迁，也在迎接新的文化潮流。这一次，记者不仅费劲辛苦扒出
了些“大数据”也不曾注意到的传说与现实，还整理到了流传千百年的商丘年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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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从哪天开始有了标准答案，可关于除
夕，关于年，这个争议了几千年的问题却还没
有个结果。

就说这个年的来历吧，不论传说、记载有
多少种，大体仍可以分为两类。“阳春白雪”的
提法是：“年”字最早的写法是一个人背负成熟
的禾的形象，表示收成。由于谷禾一般都是一
年一熟，所以“年”便被引申为岁名了。“下里巴
人”的说法是：“年”在传说中是一种凶猛的兽，
专吃庄稼，经过多年后被困，于是把这一天定
为“年”。

这里边，“年”是怪兽的说法流传最广，影
响面最大，甚至被收入小学课本。但记者还是
搜集来了一则与之类似又截然不同的民间传
说。此传说可以解释上一个传说中的不妥之
处。

此传说也有怪兽，但怪兽名曰“夕”；此
传说还有英雄，英雄名为“年”。传说，

“夕”常祸害人间，英雄“年”挺身而出，将
“夕”消灭。于是，“年”杀“夕”的晚上被
称为“除夕”；守岁即为等候“年”的消息；

“年”归来并路过各个部落的那天为正月初

一，即“过年”；“年”死了后，世人为纪念
英雄，期盼新的英雄，便开始“迎新年”。

不论“年”怎么来的，过年的风俗还是有定
数的。大月的腊月三十，小月的腊月二十九为
除夕。按旧俗，家家户户要在这天打扫室内外
卫生，贴春联、年画，把家里布置一新。

除夕还有吃团圆饭和守岁的习俗，一家人
从吃年夜饭开始，一直守候到新年的到来。《商
丘地区志》上记载，除夕夜，商丘还有睡前放炮
三响，谓之“关门炮”的传统。

互联科技带来了拜年方式的发展。
这两年，最火爆的拜年形式非微信莫属。
新年钟声一响，各个手机滴答乱叫，各种

“福利”滚滚而来。时间久一点，新春祝贺
还是短信、飞信、QQ的天下。再往前推几
年，新年贺卡绝对是最正宗的新春祝福。

贺年卡应该算是近现
代文明的产物了吧？扒一扒

历史，原来，贺年卡古已有之。
据考证，唐代时期，文人雅士已流行

互送拜年帖。拜年帖大致相当于如今的
贺年片，由古代的名片演变而成。至宋
代，拜年帖称为“飞帖”，亲朋好友之间已
经相互送贴致贺。宋人周辉在《清波杂
志》中说：“宋元佑年间，新年贺节，往往
使佣仆持名刺代往”。这时的拜年贴是一

种用梅花笺纸裁成的二寸宽、三寸长，上
面写有受贺人姓名、住址和恭贺话语的
卡片。

到了明清时，人们用“寸褚”、“红单”
投谒代替拜年。这时的贺年片设计更加
完美、精致，帖上不仅印有送者的姓名、
地址，还写上了“新年快乐”、“吉祥如意”
的祝辞。

狗年从哪天开始算 有了标准答案

新春祝福 古人也发贺年片

除夕守岁 不一样的“年”

一位市民家中备足了年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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