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序

任何人物的活动!任何事件的进展!都是在特定时间内

进行的!我们的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也总是随着岁月的流

逝而变化#所以人生各事都牵系着时间问题!都关系着年"
月"日"时的记录问题!有了时间年月的记录!可备我们日后

的考察和回顾#
历史人物的事迹以及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事件!都不能

游离于时间之外!也无不是在特定的时间条件下发生"发展

的#因此!要阅读"研究历史上的人物"事件!要进行史学研

究!没有时间概念!没有年代学的知识!那是很困难的$阅
读"研究专题史事!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学史"史学史"教育

史"军事史!等等!没有年代学的知识也都是困难的#
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流传的古典书籍浩如烟海!时间

长!记载多#历史上纪年方法各自有异!历朝的历法不尽相

同!干支甲子反复循环!年号王位变化更替!特别是古代的

纪年使用中历%即农历&!对今天来说存在着中历与西历的

对照"换算问题$研究元史"西北边疆史"中西交通史"伊斯

兰教史!等等!还会遇到纪年方法和中西历法都不相同的回

历#可见我国历史上的纪年是较复杂的!如果不了解"不掌

握!会遇到很大阻碍和困难#因此!我们需要对以上所说的

问题!有一个全面了解!取得一定的规律性知识!这种知识

我们称之为历史年代学#
我国学者特别是历史研究者!对纪年问题历来是很重

!



视的!历史学家在开始进行研究之前!往往是先要解决与其

研究有关的年代问题#如晋代杜预在撰'春秋左氏经传集

解(之前!就先写了'春秋长历($宋代司马光在写'资治通

鉴(之前!就先写了'历年图(!把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

前"#$年&至周世宗显德六年%%&%年&的历史!编成一个简

单的年表!也就是后来'资治通鉴(所包括的年代#
近代著名史学家陈垣大师在研究元史和中西交通史的

过程中!就遇到中西回历在各书记载的混乱和差异!深深体

会到搞清中西回历换算关系的重要#历法不清!则一些记

载无法解释!前人记载的错误也无法澄清#因此!他自!%'#
年开始!发愤将中西回二千年朔闰考定!并参校各史纪志!
正其讹谬!写成两部年代学巨著'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

史日历(#二书)稿凡五易!时阅四年*!终于在!%'&年由北

京大学出版#这两部书解决了历法上的年号更替"甲子干

支"中历朔闰"岁首变异"节气日期"西历改历"罗马纪年"回
历岁首"星期日曜等问题!尤其应当特别提到的是!其中的

中"西"回三历互求换算"精确严密的对照!更是二书所独具

有的特色#这二书的内容都是当时任何书籍所代替不了

的!是史无前例的创新!填补了我国中西回历比照年表的空

白!纠正了过去所有涉及回历的典籍记载的极大谬误#两

书的出版!把回历与中西历对照最终固定下来!为治文史的

工作者!为治元史"中西交通等史者!奠定了研究基础!解决

了实际工作中一直存在的困难#陈垣先生在'自序(中说+
)兹事甚细!智者不为!然不为终不能得其用#余之不惮烦!
亦期为考史之助云尔#*正是因为他不惮烦!使我们后学得

益匪浅#这是我们应当深深感谢"永志不忘的#
自从这两部书出版!人们再编写任何年表"历表都有了

依据!很多过去历法上的纠葛!不易解决的问题!自可迎刃

而解#

'



这两本书再版时!我作为陈垣的学生和助手!曾帮助他

改正了一些错误!并补延至'###年%原书下限为!%"#年&#
因此!我学习"增长了不少年代学知识#

近十年来!我也写了几篇这方面的文章!并在江南塞北

讲学时!顺便讲了治文史所必需掌握的)历史纪年*这个课

题#!%(!年&月!我去苏州大学讲学!当时柴德赓老师的女

公子令文同志正在宿州师专任教#归途中!我特在宿州停

留数日!她请我顺便为师专讲了两次课!一次即为年代学#

!%((年)月!曾在宿州师专工作过的戴兴华同志来信!
说七年前曾听我此课!受到启发!决心放弃当时手中研究课

题!改为撰写'我国的纪年纪月纪日法(一书!并寄书稿样章

几题和目录#我看后喜其专心钻研!赞赏他刻苦用功!希望

他继续努力!以期完成#今年三月!他已撰写成书#
全书用问答形式!将纪年"纪月"纪日"纪时等的有关内

容以及其互换办法等介绍出来!收罗较详尽!深入浅出!便
于检阅#有此一册!则将我国历史上纪年"月"日"时的若干

内容一览无余!甚便读者#此书特点是内容较全!将有关问

题的方方面面!都搜集殆尽!难度是较大的#
我!%)(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课时!班上有一学生毕

业后留北大任教#近年她正研究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的古

代遗书!拟撰写一部有明确纪年标志的各类汉文卷子的编

年#既然是编年!则年月日的记载都要搞清楚!而且原卷子

中所记载"所涉及的历史纪年"月"日等也要搞清楚!还要注

明相应西历#卷子中所用纪年办法!有各种各样!有年号"
干支"岁名等几种纪年!这些尚都较易推算#其中遇到不易

解决的问题!前来问我数次#这些问题!有的历法书上可以

查到!有的则在)史历*书中也无收辑!如)律吕纪月*")蓂叶

生凋*等纪月"纪日内容!她说曾请教过很多人!并查阅过不

少书籍!久无结果#当然我给她说破后!问题也就很容易解

$



决了#
如律吕纪月法!在戴兴华同志此书中就有解释#这位

学生当时如果有此一书!则可立即查检!甚为便当#因此!
我觉得此书不但作为增长"查找纪年上的一般知识有用!就
是进行学术研究时!也是很有用的必备工具书#

现书将付梓!请序于余!写此序以求教方家#

刘乃和

!%%#年)月'(日写于

北京师范大学补拙书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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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怎样形成的!

在我国!关于年的形成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自民间流传下来!故事性较强"称年为远古时

期一种怪兽!十分凶猛!头上长着触角"每到寒冬将尽#新春

将临之际!年就从山林里或岩洞里走出来掠食噬人"人们为

了防御年的侵害!每到这段时间!便聚集在一起!燃起篝火!投
入一根根竹子!使其发出劈啪作响的爆裂声"年一听到这种

声音便吓跑了"一夜过去了!天明大家平安无事!于是相互表

示祝贺!拿出丰盛的食物在一起吃"这样经历了多少代人!便
形成了一个欢乐的节日!叫做过年"

这一传说只能说明年如何形成节日!而对形成年的周

期性原因却未能说明"
另一种说法不是民间传说!而是来自人们对历史现象

的研究和概括"它着重说明周期性的年如何形成!也涉及

年节的形成"
年的最初概念是基于物候所产生"在甲骨文中!年呈

现出的是果实丰收的形象$在金文中!年呈现出的是谷穗成

熟的样子"解释%春秋&的%谷梁传&在'宣公十六年(中说)
'五谷大熟为大有年"(汉代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中!年从

'禾(!是个形声字!写作'!(!并解释为'谷熟也("从上述

情况可知)年所包含的首先是谷物#果实成熟的意思!其次

是谷物#果实丰收的意思"总之!年的本义是和农业生产密

切相关的"
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年的含义也在逐渐变化"总的

情况是)人们就其成熟意思的一面加以引申!转向天象纪年

!



方面$就其丰收意思的一面加以引申!则转向节庆方面"
上古时期!人们逐渐把年的意思由谷物成熟引申为谷

物成熟的周期!也就是从这一次谷物成熟到下一次谷物成

熟谓之一年"这种基于物候的年和后来民间的二十四节气

有渊源关系!它基本上是属于阳历的范畴的"但当时对一

年所包含的天数!所起讫的日期!均无明确规定"因此可以

说)这样的年还是处于原始状态中的年"后来!人们逐渐认

识了太阳#地球#月亮三者之间的运行规律以及大火星等星

象的出没规律!以之来制定历日制度!并借用了年的周期性

的意义"这样!年便基本上失去原有的物候特征而显示出

天象纪时的特征!其含义也有了变化!即从原来的由这次谷

物成熟到下一次谷物成熟而改变为从这一次的正朔到下一

次的正朔"正为年之始!朔为月之始"正朔即正月初一"
这样一来年便由阳历范畴而转入阴历范畴!并随之产生了

年的不均衡性"
以物候定农时的年归根结底还是以太阳的运行规律为制

定根据的"这样的年全年含$*&天!四季的变化比较固定"
以天象定农时的年当时主要是以月亮的运行规律为制定根据

的"它全年含!'个朔望月!共$&"天"物候年和天象年之间

每年要相差!!天左右!积三年就要差一个月有零"为了协调

这两种不同年份的关系!古人制定闰月制度!规定在阴历的!%
年间增加)个闰月"有闰月的年份!全年是$("天"但各年

的总平均数约是$*&天!以保持和阳历每年所含天数基本上

相一致"这样我国古代的历法就成了阴阳合历"
我国纪时单位的年的形成!就是如此经历了由物候定

农时向天象定农时的转化!也经历了由阳历到阴阳合历的

演变"
人们就年的谷物丰收的意思引申为庆贺丰收"每当新

的正朔来临!处于冬季里的人们便设宴席#放爆竹#贴春联#

'



玩春会来庆贺一年来的丰收"人们还认为这种丰收是上天

赐给的!是祖宗保佑的"于是又杀牲设祭!叩头焚香!祭祀

神明和祖先"这就使年又染上了迷信色彩"
以上说明了作为周期性的年的形成和作为节日的年的

形成"关于年的名称确定也是有个过程的"
%尔雅*释天&云)远古时期年有几种名称"唐尧时期

称年的周期为载!%尚书*尧典&)'朕在位七十载"(%大禹

谟&)'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夏朝称年为岁!%尚书*舜

典&)'岁二月东巡守"(商朝称年为祀!%尚书*伊训&)'元祀

+元年,十有二月"(直至周朝!年才被作为纪时的单位名称

应用!并长期为后代所沿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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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岁有什么区别!

在当今看来!年和岁的含义并没有什么区别"可是在

古代!在历法方面!年和岁虽然有时也通用!但一般情况下

还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历法上"上古时期的年是阴阳合历的纪时单位"

它兼以日月的运行周期为基础而制定"它既以月相盈亏的

变化为纪时基本单位!又照顾到寒暑季节的更替"而古代

所说的岁是阳历的纪时单位!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回归

年!它以太阳的视运动周期为制定依据"
二在包含的月日上"古代的年在正常年份含!'个朔

望月!共$&"天"在设置闰月的那个年份!含!$个朔望月!
就有$(#多天"在我国历史上曾经许多次改动历法"在个

别的改历年份中!一年所含的朔望月!曾少到!#个或!!个!
也曾多到!$个或!"个!显得很不稳定"而阳历的岁每年都

是含!'个月!为$*#多天"它既不增加月份!也不减少

月份"
三在置闰上"在正常年份里!阳历的岁要比年多出!!

天!积三年就要多出一个月有零"所以阴历每将近三年就

要增加一个闰月!使其平均长度与岁相同"这种闰月制度

是我国早就有了的"春秋时期编的%尚书*尧典&说)'期三

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期(指的一周年!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即$**天"'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是以

闰月来调剂时令!而使春夏秋冬不致混乱"说'成岁(而不

说成年!就是注意到了岁和年的区别"春秋时期编的%周礼

*春官&说!'正岁年以序事(!不仅说明岁和年的不同!也说

"



出了不断调整岁和年的关系!以使其协调有序"从上述情

况可看出!由于把岁定为每年$**天!古代的岁是没有置闰

+包括闰年闰月,情况的"
四在起讫时间上"年的含义一个重要特征是指从阴历

的正月初一到下一年的正月初一!一般含!'个朔望月"而

岁的含义一个重要特征是指从阳历的春分日到下一个春分

日!含!'个节气月+共分为'"个节气,"岁的每个月份都体

现出明显而稳定的节气特征!如立春#谷雨#夏至#立秋#寒
露#大寒等"

在古代!年和岁的上述这些区别于书面语言中还是比

较容易显示出来的$可是在口头语言中!特别是在民间!年
和岁的区别就逐渐混淆了"久而久之!人们也就约定俗成!
年和岁演变成了同义词"清代郝德懿编著的%尔雅疏义&
云)'年者!谷熟之名"每岁一熟!故以为岁名"(近人所编

%辞源&云)'年!岁!指地球环绕太阳运行一周的时间"(又
云)'岁!年"一年为一岁"(从上述两大辞书的解释看!年和

岁的意思在近代以来已经相通了"不过人们表述时间单位

习惯于用年!用岁比较少"

&



纪年和纪元有什么区别!

纪年的'纪(原来就含有年#月#日方面的意思"
%尚书*洪范&云)'五纪!一曰岁!二曰日!三曰月!四曰

星辰!五曰历数"(唐朝孔颖达对此作的注疏也说)'纪乃天

时之经纪也"(可见这里的'纪(属于名词!其词义和历法#年
代学都密切相关"

纪年的'纪(则具有双重词性"它除含有上述意思外!
还含有记录#记载方面的意思!用如动词'记("纪年就是依

序记录年代!因所记内容属于天时方面!所以纪年从来不写

作'记年(!纪月#纪日从来也不写作'记月(#'记日("
纪年和纪元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说二者有联系!是因

为二者都是关于记录年代的"说它们有区别!是因为纪年

既不间歇又不重复地对年代作累计!是一种持续性的记录"
而纪元是只记录有关的元年!不对年代作依序记录"打个

比喻的话!可以说纪年是为年代树里程碑!而纪元是为年代

设驿站"当然!里程碑应是等距而立!而驿站与驿站之间的

距离则可以很长!也可以很短"
时间本是永恒的!无所谓始!也无所谓终"但是为了适

应生产劳动#政治活动#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需要!必须设法

把年代编列成序!这就要给年代设个起点"于是!人们就抓

住在某一段时间所发生的某一件要事作为标志!以之为起

点时间!这就产生了纪元"世界各国比较著名的纪元有)希
腊以第一次奥林匹克竞技会+公元前))*年,为元年!古罗

马以始建罗马城+公元前)&"年,为元年!阿拉伯各国以穆

罕默德迁徙麦地那+公元*''年,为元年!信奉佛教的国家

*



以释迦牟尼逝世+公元前&"$年!此说有疑问---编者,为
元年!现在所用的公元则是以耶稣诞生那年为元年!日本是

以所传第一代神武天皇即位年+公元前**#年,为元年"
我国纪元方面的情况就比较复杂"总的来说!可分为

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也可说

是实行王位纪年和年号纪年的时期"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

里!我国没有一个超越帝王和朝代之上的统一的纪元!而建

元#改元的情况又比较频繁"西汉武帝之前!每个帝王都以

即位的那一年是自己王位的元年!这叫做建元"汉武帝以

降!实行年号纪年!每个帝王可以使用几个甚至十几个年号

纪年!而每改用一个年号又要从元年开始"这就在建元之

外又多了改元"如汉武帝在位期间使用了十几个年号!也
就是曾改元十几次"在实行王位纪年和年号纪年的过程

中!我国正统的纪年究竟建元和改元多少次!很难说得准

确"为了便于查考这方面的情况!清代及近代学术界编有

%历代建元考&#%纪元汇考&#%纪元通谱&等书"!%(#年的新

版%辞源&也附有%历代建元表&"
第二阶段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鸦片战争后!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为了表示对满清王朝的反

抗!相继创立新的纪年法!确立新的纪元"有的确定西周共

和元年+公元前("!年,为纪元!有的确定传说中的黄帝即

位那年+公元前'*%(年,为纪元!有的确定孔子的诞辰那年

+公元前&&!年,为纪元!有的确定帝尧即位那年+公元前

'$&)年,为纪元"这几种纪元有三点是相同的)一是都溯及

两千年以前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二是都一洗历史上建

元#改元的积弊!形成万世一系的纪年序列$三是都因这样

或那样的原因未能推广开来"
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实行开国纪元"这是我

国纪年的一大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就采用

)



公元纪年!这就使得我国的纪年方法简明#连贯#易于普及!
也富有国际意义"

(



什么是纪年法!

纪年要凭借一定的手段和方法!因此就有了纪年法"
我国最早的纪年法是草禾纪年法"它以观察草木禾苗的发

芽#生长作为时间标志来纪年"这在%吕氏春秋&和%公羊

传&中都有记载"一直到宋代!我国有些少数民族仍用草禾

纪年法"%魏书&卷!##记载羌族历法云)'俗无文字!但候

草木荣枯以记岁时"(%新唐书*党项传&说在文成公主入藏

之前!西藏人都是'候草木记岁("宋朝赵珙的%蒙鞑备录&
说鞑靼人和女真人'其俗每以草一青为一岁"有人问其岁!
则曰!几草矣("宋朝彭大雅的%黑鞑事略&也说蒙古在成吉

思汗以前仍用'草青则为一年(的原始历法"草禾纪年法不

确定纪元!也不注重年与年之间的递进和累计!至少是不作

系统而精确的累计"故从严格意义上说!它还不是人们所

制定的纪年法"
我们平时所说的纪年法是累计年代的方法"它具有以

下几个特征)一#确定纪元或类似纪元的起点$二#按照序数

或具有序数意义的名称及象征性事物递进记录年代$三#在
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曾经被广大的人们或某一地区#某一社

团的人们所应用过"仅从递进记录年代的形式上说!纪年

法也是多样的"有的是用序数单线直进!既不间歇!也不重

复!如公元纪年法$有的对年代作短距离的重复性记录!然
后连贯起来!累计出较长的年序记录!如年号纪年法$有的

只用具有序数意义的名词或名称作周期性的循环记录!如
干支纪年*#年一个循环!岁星纪年!'年一个循环"有的用

象征性的事物表示序数意义进行循环性的记录!如生肖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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