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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下閎創落下閎創建建《《太初曆太初曆》》 「「春節老人春節老人」」名垂青史名垂青史
春節發源地春節發源地 閬中年味濃閬中年味濃

新春期間選擇來到閬中古城遊玩的遊客中，一
位來自廣東的張先生在得到春節老人的祝福

後，一臉幸福地說：「這是我人生中過得最有意
義的一個春節！」

依史實創「吉祥物」討華人歡心
春節，是億萬華人情感聚合的精神家園。春節
來臨，居於天南地北的中國人，克服重重困難回
家團年，已經形成了一道人文奇觀。那麼，摘下
神話傳說面具的春節，源頭究竟是什麼樣的呢？
春節古有「歲首」、「元日」、「元旦」、
「正旦」之稱。春節習俗的形成，與漢武帝時閬
中人落下閎相關。據史料記載，西漢初年因襲秦
制，天下曆法混亂，漢武帝於元封年間（公元前
110年）開始了長達數年的改曆制元活動，但終
不理想。最後，聘請閬中籍民間天文學家落下閎
參與改曆，落下閎根據閬中傳統的伏羲曆和黃鐘
律呂的天文算學方法「以律起曆」，建立了以四
時、八節、十二月及二十四節氣為軸心的曆法體
系。落下閎創建《太初曆》，確立了以正月初一
為歲首的曆日制度，並以立法形式將其固定下
來，春節隨即誕生。
因此，落下閎成為中國農曆春節的創始人，被
譽為「春節老人」。2005年，在一次文化交流活
動中，有關專家首次提出「春節老人」概念。隨
後，閬中市有關方面進行春節老人商標註冊，並
發佈卡通形象和LOGO圖案，標誌着「春節老
人」正式面世。至此，綿延數千年的春節，終於
有了「吉祥物」，令全球華人欣喜不已。

人文主題活動多 供遊客參與
春節期間，閬中古城處處洋溢着歡樂與祥和。
武廟街、狀元街已成為長長的春聯一條街，1,000
多副名聯把古城裝扮得多姿多彩。古城各大院和
古城區的門上都貼上了福、財神等年畫，呈現出
一派喜慶氣氛。犀牛碼頭、中華閬天城、濱江路
一帶，新掛上數萬隻燈籠，夜幕降臨燈火輝煌，
置身其間令人流連忘返。
節日期間，古城閬中的民俗文化活動豐富多

彩。在街頭，一隊人馬急馳而來，只見「張飛」
立馬橫矛威武無比，當年鎮守閬中時的歷史場面
重現；在閬中貢院，「秀才趕考」吸引了不少遊
客參與，遊客們積極「趕考」，享受着「中舉」
後的快樂；古人釀醋、閬中刺繡、繅絲等，遊客
一邊參觀，一邊親手操作，盡情享受着無盡的樂
趣。
忽然，一陣悠遠而渾厚的鐘聲傳來，當地人介
紹那便是鼎鼎大名的「春節福鐘」。聞着鐘聲，
步入閬中「中國春節文化主題公園」，十二生肖
分列兩邊迎接遊客的到來。再往前走，便來到了
一尊巨大的雕塑像前，老人慈眉善目、神態安
祥，他便是「春節老人」落下閎。

「春到了，節來了，祝福全球華人幸

福安康……」2015年農曆春節期間，在

春節的發源地四川閬中古城，一群頭戴

漢代進賢冠，身穿斜領長袍，手持竹

簡，白鬚粗眉，面容慈祥的「春節老

人」走上街頭。他們時而送出春的祝

福，給人溫暖和幸福；時而俯下身子，

為孩子們送上紅包，令大家手舞足蹈。

在這裡，我們終於聽到春節的真正史實

來源與創始人落下閎的故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特約通訊

員 張曉東、鄧斌 四川報道

「春節越來越沒年味，越來越沒
意思。」除了親友之間相互拜年、祝
福的話語之外，這是記者春節期間聽
到最多的一句話。中國春節文化內涵
太單薄，如今只剩下了吃吃喝喝和打
麻將，或看一看春晚。有關學者認
為，需要搶救春節文化，恢復原汁原
味的傳統，不斷推陳出新。
今年春節，記者回到川東老家過

年。推磨打豆腐、貼春聯、放鞭炮、
祭灶神、挑銀水、舞獅子、跳車燈等
等這些兒時的春節印象，彷彿已成為
一種永久的記憶。親友之間串門，也
少了一份圍着火塘笑談的親密，取而
代之的只是形式化地吃喝玩樂，反而
給身心增加了不小負擔。
「許多人都說過年沒有意思，是

因為把『年』這個節日和『假日』混
為一談。」國內知名學者潘知常認
為，節日應有自身的特點。首先，是
它的非理性色彩，比如過年要祈福、
許願、狂歡，這些都是非理性的、不
科學的，但這些卻是春節文化體系的
重要組成部分。其次，節日要有神秘
色彩人物，西方聖誕節有一個聖誕老
人，把聖誕節給立體地撐起來了，而
春節卻缺乏這樣的神秘人物。最後，
節日要有一整套步驟，聖誕節要買聖
誕樹、許願等，傳統春節有吃臘八
粥、送灶神到落燈等一系列過程。然
而，長時間以來，這些環節卻越來越
被淡化，甚至被遺
忘和丟失了。
那麼春節文化的

精髓是什麼？那就
是在春節期間，神
州大地上的劈劈啪
啪的爆竹聲，還有
那神州大地上神奇
的一片紅色——紅
紅的對聯，紅紅的
福字，紅紅的燈

籠。還有除夕之夜的守歲，大年初一
人們走街串巷拜年問好。這些才是中
華民族幾千年來不變的春節文化，這
些才是春節文化的精髓。因此，若要
重新找回年味，需要重拾這些春節傳
統文化。

應藉標誌性符號傳播
西方的聖誕節有2,000多年的歷

史，而中國的春節則有3,000多年歷
史，中華民族的歷史和文化並不遜
色，為什麼到了今天春節卻不行了
呢？對比聖誕節和春節可以發現，西
方聖誕節的標誌性符號是聖誕老人，
還有耳熟能詳的《鈴兒響叮噹》，而
中國春節文化雖然源遠流長，但卻缺
乏這樣的標誌性符號或是傳播的有效
載體。
「如今，舉辦一場運動會或是一
場重大活動，都有吉祥物，有會歌、
會旗、會徽等。」有關專家認為，春
節文化也需提升和包裝。有關春節吉
祥物，其實民間有過很多探索，灶王
爺、春節福娃、春節老人等，都是備
選名單。
聖誕節雖有2,000多年歷史，然而

聖誕老人問世卻是在19世紀60年
代，廣為傳播卻是因為可口可樂公司
的一次廣告宣傳。在文化大繁榮的時
代背景之下，我們是否應該助推「春
節老人」走向全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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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學家「春節老人」
「春節老人」落下閎，姓落下，名閎，字長公，巴郡閬中人（四川閬中）。漢武

帝元封年間，應徵入京修制《太初曆》，成為中國最早、歷時最長、最科學及完整
的曆法。《太初曆》，首次將二十四節氣編入，確定正月初一為一年
第一天。由於落下閎是在曆法上確定春節的天文學家，老百姓親切地
稱呼他為「春節老人」。2004年9月16日，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台將
一顆國際永久編號為16757的小行星命名為「落下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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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老人遊街賜福。 本報四川傳真

■■民俗活動民俗活動「「羊燈羊燈」。」。本報四川傳真本報四川傳真

■■遊客撞響福鐘遊客撞響福鐘。。本報四川傳真本報四川傳真

■■民俗活動「趕年」。
本報四川傳真

■■春節老人落下春節老人落下
閎閎。。本報四川傳真本報四川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