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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事

年关将近，“春节” 于日

前成为联合国假日，“中国

年” 由此升格为“地球节” 。

在欢呼雀跃的人群中，黔人更

多了一份自豪，因于“春节”

的命名者为籍贯贵州开阳的

先贤朱启钤。 1914年 1 月 26

日，全体国民过了第一个名叫

“春节” 的“中国年” ，算下

来，“春节” 即将年满 110 周

岁了。

按照学者的研究，“中国

年” 的历史已逾四千年。 可

见，“春节” 仅是近百年“中

国年” 之名，二者有名

实之别， 不可全然等

同。实为源、名为流，在

朱启钤“春节” 之前，

须先论及“中国年” 。

天文学史泰斗席

泽宗院士有个论断：

“中国古代是无‘天’

不成书。 ” 诚然。 民间

里指示农时的历法，庙

堂上文以载道的 《尚

书》《二十四史》，无

不在谈“天” 。 实则在

古代中国，不论是农耕

文明“观象授时” 的形

而下之用，还是东方思

想“天人关系” 的形而

上之论，“人” 的源头

在于“天” ，“人文”的源头是

“天文” 。 也因此，“观天象”

“推历数”的中国古代天文历

法，有“人类第一学，文明第

一法” 之说，影响所及遍及东

亚， 在地理上几乎与传统的

“儒家文明圈”重合。换言之，

天文历法，是东方对时空结构

特有的觉知。

在古代天文历法中，确立

“岁首”为重中之重。“岁首”

顾名思义， 是 “一岁首月首

日” 的指称，古称“元旦” ，俗

称“过年”或“中国年” 。夏商

周三代各有历法，对岁首的确

立也各有不同。 历史上的“元

旦” 有多个不同的日子，如农

历的十月初一、 十一月初一、

十二月初一。 而霸占“元旦”

这一名号最久的日子，当属农

历正月初一。夏历即以这日为

岁首，汉武帝颁布的、影响深

远的《太初历》亦如此。 此后

到中国帝制结束，除极少数时

间外，农历“正月初一” 被恒

定为“元旦” 或“中国年” 的

日期。 换言之，“元旦”和“中

国年”本为一体。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南

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后通电

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 ，

目的是 “从西历， 所以便统

计” ，以示西化；同年 1 月 13

日，孙中山发布《历书令》，责

成内务部编印新历书。随后又

规定阳历（公历）1 月 1 日为

“新年”“元旦” ，主张废除传

统的农历新年。 《历书令》刚

颁发不久， 时局发生变化，孙

中山让出最高权力，袁世凯就

任临时大总统，后任中华民国

第一任大总统。 新旧鼎革之

际，国内实际上流行两种历法

体系：一种是官方推行的西洋

阳历体系，亦称公历，作为公

共行政、执法、国际交往的时

间标准；一种是民间流行的传

统农历体系，服务于农时与日

常社会生活。

两套立法体系的冲突在

所难免。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

长兼北京市政督办的朱启钤，

提出了解决方案。

1914年 1月 21， 朱启钤

在致袁世凯的 《定四季节假

呈》中写道：“窃自新邦肇造，

阳历纪元， 所以利国际之交

通，定会计之年度，允宜垂为

令甲，昭示来兹。 但乘时布令

当循世界之大同，而通俗宜民

应从社会之习惯。故日本维新

以来，改正历法推行，以渐民

间风俗所关，悉属因仍未改春

秋佳日，举国嬉嬉，或修祓禊，

或隆报飨， 岁时景物尤见唐

风，良以征引故事，点缀承平。

不但资生计之节宣，且助精神

之活泼。 我国旧俗，每于四时

令节，游观祈献，比户同风，固

作息之常情， 亦张弛之至道。

本部征采风俗， 衡度民时，以

为对于此类习惯，警察官吏未

便加以干涉。 即应明白规定，

俾有率循。拟请定阴历元旦为

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

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均

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

日。 本部为顺从民意起见，是

否有当理合，呈请大总统鉴核

施行。 ”

简言之，朱启钤以日本明

治维新以来的历法变革为镜

鉴，试图在西历与农历及其背

后的西化与复古浪潮之间作

平衡，故而将农历“元旦” 命

名为“春节”报大总统并获批

“照准” 。从此，公历 1月 1日

为“元旦” ，农历正月初一为

“春节” ，“中国年” 以 “春

节”的面貌出现。 历史上本为

一体的“元旦”和“中国年” ，

由此两分。至于同时被批准的

夏节、秋节和冬节，却没有春

节那么幸运，至今还没什么名

气。

当下，我们的日常生活已

完全以阳历为准绳，但总有那

么一段时间的计时方式，依旧

替换为农历的腊月、正月。 每

逢这时，我们便知道新年已在

眼前。

朱启钤（1872-1964），原名

启纶，字桂辛，晚年自号蠖园，籍

贯贵州紫江（今开阳县）。 清末

任京师译学馆监督， 京师内城、

外城巡警总厅厅丞；民国年间先

后出任交通总长、 内务部长，代

理国务总理，参与建立了中国最

早的警察制度、创建了最早的公

园、最早的博物馆等，开启了中

国近代化进程。 南北和谈破裂后

退出政界， 开办中兴煤矿公司、

中兴轮船公司等实业，创设中国

营造学社， 从事图书文物收藏、

著述和校印书等活动，对我国建

筑学、北戴河开发、工艺美术贡

献尤著。 一生不忘为贵州尽乡梓

之谊，独资并主持重修了北京的

贵州会馆；竭力搜集、整理、出版

贵州地方文献， 所收文献近 400

种，分为前人著述和黔省地方史

料两大类。 刊印 《黔南丛书别

集》八种等。

黔地乡贤朱启钤

为“春节”命名者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 /图

朱启钤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

其间，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个朱启钤：

清末从政时期穿长衫的朱启钤， 袁世

凯复辟时期穿汉服的朱启钤， 出使法

兰西时穿西装的朱启钤。 在“千年未

有之大变局” 的大历史背景中为士为

工为商为学，他的一生不可谓不丰富、

不复杂———是中国近代史进程中一个

侧面：创办京师警察市政，效力东北新

政， 津浦铁路上刮起北京市政改造的

旋风，还胜迹于民众，毁誉参半的知事

实验，执掌中兴实业，力倾南北议和，

治理开发北戴河； 是中国家国传统中

重乡梓之谊的黔籍名贤： 生于河南信

阳，一生也未曾来过黔地，但因籍贯贵

州紫江， 一生只认

自己是贵州人。 他

一直自称“紫江朱

启钤” ， 常用的印

章是“紫江朱氏” ，

刊印的书目文献多

题“紫江朱氏刊” 。

紫江即今开阳县。

朱启钤是一个

旧式家族中走出的

新派人物， 其游刃

在新与旧、 中与西

的历史张力中，能

出能入、能“启” 能

“钤” 。“启” ，“开

创” 之意；“钤” ，

“闭锁” 之意。但不

论时代如何翻云覆

雨，朱氏大体一以贯之，做到了审时度

势，长袖善舞，实干能干。 卢永康先生

新出版的《朱启钤传》一书中，即在新

与旧、古与今、中与西的历史张力中，

重新认知朱启钤的进与退、是与非、功

与过。 对他的一生，卢永康用“无倦人

生” 来形容。 “无倦” 一词出自《论

语》，朱启钤视之为座右铭。 翻译为白

话文， 说的是：“孔子谈为政之道，开

头就说先劳，即以身作则，不辞劳苦；

然后讲无倦，永不懈怠。 先劳是前提，

无倦是需秉持的精神。 ”

郑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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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启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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