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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能通过火箭,把卫星送入
太空。火箭是脱离地心引力的奇迹。但放眼人类过去、
现在、未来,火箭只是进化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在高维时
空中,火箭维度就如我们观察蚂蚁的平面维度一般。

值得人类骄傲的,是不断超越已知维度的智慧火花。
自我升维,才是人类走向宇宙的核心推动力。中国

人早在火箭发明的数千年前,思想就已脱离“地心引力”,
进行了精准的宇宙测量,其推演结果光耀着中国人五千
年文明史,使得中华文明成为当今唯一延续的古代文明。

有些人怀疑,吹牛吧,我们有这样的天文测量技术?
在哪里?

它就在最熟悉的地方,如同血脉一样,从未远离。
它,就是春节。

春节始于宇宙测量

春节是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没有之一。
接近除夕,从天空俯瞰东亚庞大的版图,全世界约五

分之一人口在流动。全球的华人,也都会互相拜年。有
人说:这可能是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迁徙,等于让
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总人口搬一次家。

回归亲情,这一天就是中华民族的团圆日。无论身
在何处,无论身居何职,在这一天都要奔向同一个地方
——家。我们无法想象没有春节的中国会是怎样!

这一切必须得感谢一个人——四川阆中落下闳,界
定春节第一人。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称他为“中国天
文史上最灿烂的星座。”2004年9月,经国际天文学联合
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一颗国际永久编号为16757
的小行星在北京被正式命名为“落下闳小行星”。

科学不会遗忘里程碑。
中国上古,有春节,但不固定。《史记·历法》记载,秦

朝十月过年,周朝十一月过年,商朝十二月过年,周襄王
还闹出过闰三月来。

为什么?要从中国人时间概念的形成说起。
陆游诗云:野人无历日,鸟鸣知四时。《后汉书》说,人

见鸟兽孳乳以别四节。可见人类早期,曾以候鸟南飞等
动物活动规律来掌握时间。

在此基础上,中国人开始驯化自然。甲骨卜辞:今岁
受禾,弘吉。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萧放教授曾撰文
指出,“岁”在甲骨文中像一把石斧,而“年”起源于农作
物的生长。“年”字上为禾,下为手型的千。段玉裁《说文
解字》注:年,谷熟也。《谷梁传》曰:五谷皆熟为有年,五
谷皆大熟为大有年。从跟从鸟兽,到总结作物,农耕文化
陶冶出中华文明的曙光。

先人不断总结,不断超越,通过改善自然条件,获得

“水旱从人”“一年多熟”的农耕大发展。此时,再跟从鸟
兽,跟从农作物生长,就显得刻舟求剑。

公元前 104年,汉武帝时这个矛盾已经非常突出。
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及太史令司马迁联名上书:“秦之历
法延用至今,历法已经坏废,宜修改正朔。”

在司马迁等人上书那一刻,整个中华的学术界已为
着改历目标,默默地奋斗了若干年。汉文帝时,就已证实
十月过年不符合实践,但无力确立新的体系。

四川阆中人落下闳被征召到长安,授官太史待招,参
加改制立法,负责对所有测量结果进行运算总结和编
制。经比较,落下闳等人编制的历法因测量精准,被汉武
帝正式颁布试行,这就是史上著名的《太初历》。

《太初历》一改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的规定,向前击
穿了商周的规定,直接承袭夏历,恢复了正月初一为岁
首。《太初历》还确立了闰月和二十四节气,依照春夏秋冬
的顺序,使农事与四季相吻合,从此四季分明,让百姓都
能掌握农时,解决了种庄稼的大事!

也正是如此,中华民族才从国力上真正强大起来,保
护了远古文明的传承。以春节确立为代表的《太初历》,
堪称中国科学史上的万里长城!

春节定在正月初一,中华才算是真正地融为了一体。
此后若干次改修历法,只是修正,从未脱离《太初历》框
架。时至今日,我们身边不少人也还习惯于用农历计时。

宇宙测量的秘密

放眼中国历史有诸多未解之谜。比如今天许多科学
探索,在距今两千多年的汉朝被提出并初步实施。关于
宇宙就有3种学说。

盖天说,认为天圆地方,圆是周期,方为永恒。日月
星辰并非起落,而是和地球远近不同；浑天说,认为天地
皆动,地球并非静止；宣夜说,认为万物为气体的不同形

态,颇似理论物理学的“超弦”。三者中浑天说为百姓总
结的历法成就最大。

人类童年何以能迸发出如此洞察力?
在浑天说创始人落下闳的家乡阆中,登上相传为落

下闳观天之处的高阳山,眼前顿时开阔:这是周围山势最
高点,天穹澄净,下临山河,纵横阡陌犹如经纬。而从空
中俯瞰阆中城,盘龙山、中天楼到印斗山列为一线,这条
线非常神奇,有天文学者认为这是确定冬至夏至的一条
观测线。

不得不说,四川是观测宇宙的绝佳位置。古往今来,
一条昭然“星脉”在此传承。

春秋时,孔子问律于苌弘,苌弘是四川资中人,精通
律历,“碧血丹心”说的就是他。汉初成都严君平精通天
象,著《老子指归》。阆中天文世家并出,汉朝谯隆、谯
玄、谯英三代,任文公、任文孙父子,能预测风雨水患记录
日食,三国周舒、周群、周巨祖孙三代,在宅院建楼台观测
天文,家学精深。唐代天文学家袁天纲、李淳风几乎同时
来到阆中定居,观测宇宙……“天数在蜀”不胫而走,成为
共识。

用什么来测量宇宙?被老子一语道破:人法地,地法
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实际上是一套对世界的观测方法,人通过观测地
表的圭尺等仪器的光影变化,来推演天象变化,进而掌握
宇宙之道,最终阐述整个自然。世间没有全知全能的神,
只有不断求索的人。

这不就是现代物理、化学等一切科学的发展轨迹吗?
这不就是古天文的大数据吗?

把规律从观测中抽象出来,以古中国特有的符号系
统加以记载和阐述,对宇宙进行推演,以洞察宇宙真理。
这套符号系统,是中国传承自远古的智慧,是中国传统文
化生生不息的秘密。

它生生不息,是因为它源起实际,植根严谨。

替往圣继绝学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还在于传人。
问及阆中街头老老少少,落下闳在哪里?不约而同指

向一处:管星街。步入管星街,眼前是一间古城民居,主
人敬晓钦把本可以做成民宿客栈的小院,开辟为落下闳
纪念馆,牺牲了商业利益,展出的是一个民族的良心。

敬晓钦早在2005年便发觉:“洋节”蜂拥而至,年轻
人多只知道圣诞老人,不了解华夏先圣；中国传统文化承
传,需要有表现载体。于是他通过媒体建议将落下闳作
为“春节老人”形象推出。阆中市政府及时采纳,每年都
进行“春节老人”巡游赐福活动,形成新的民俗。

在阆中,老学者杨林由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早年
在国立中央大学求学时,教授贺昌群对落下闳推崇备至,
杨林由来到阆中,立志传承。当他年老精衰时,千挑万
选,选中了阆中图书馆馆长李文福,嘱咐李文福一定要把
落下闳研究透,传承下去。

李文福一辈子潜心在文史书籍中钻研,他发现阆中
不少民俗传承自远古。如当地正月十六游百病,与巴人
农耕文化有关系。巴人古称板盾蛮、蒲人等,秦灭巴蜀之
前他们有很多习俗,三国割据、五代、前后蜀时期,阆中虽
遭战火,但比较稳定,文化的传承才能延续至今。

一位位平凡的人,一座不平凡的城,这里牢牢地守护
着春节文化的起源,这里就是中国人完成自我升维的涅
槃之地!

古代有春节吗?谁界定了现在的春节?中国春节有多牛?

你只知过春节,却未必懂春节的前世今生
●陈天湖 谢佼

 












































我
看
我
说

中国春运被称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人口大迁徙。
据初步预测，2019年春运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到29.9亿人
次，同比增长0.6%。

记者调查发现，2019年春运热度不减，客流流向出现诸
多新变化，折射中国人过年选择更加多样。不过，春节唯一不
变的主题词仍是“团圆”。

回家过年仍是主流选择

一线城市火车站返乡客流压力大，48%的
民航散客目的地是家乡

腊月二十七早晨8点，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徐桥镇街上
的人流比平时明显多了，放鞭炮、打年货，锣鼓声、鞭炮声汇成
一片，弥漫着浓浓的年味。这让常年在上海务工的徐金荫感
受到乡情的亲切，“抢到一张高铁票，用4小时坐回安庆市。
我哥开车接我回到村里，大半天时间回到家”。

交通便利缩短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的回家路。360浏览
器发布的《2019年春运大数据预测报告》显示，今年过半数用
户可实现12小时内返乡，仅有约 11% 用户返乡需花费 24
小时以上。

在这股巨大的返乡潮中，一线城市是“返程大军”出发的
热门地，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更是“热上加热”。飞猪数
据显示，在春节前“压力指数”较大的火车站中，北上广深四城
的各火车站占满TOP10。

民航出行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9年民航散客春运出
行预测报告》显示，从目前的订票情况看，春运期间，以家乡所
在地为目的地的乘机人数占总出行人数的48%。

中国乡土民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宋艾君说，人们常说
“一年不赶，赶三十晚”“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目前返乡过
年仍是国人过年的主流选择，其背后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
一种眷恋。

“反向春运”凸显

前往北上广深等地机票预订量增长超
40%，“四老一小”订单显著增加

当许多在城市打拼的人们踏上返乡旅程，也有人选择将
“乡愁”“思念”接到身边，家中老人来到子女工作地过年。“回
家过年”的传统正在悄然转变。

1月21日上午10点，在山东省德州市火车站检票口旁，71
岁的胡振刚手里紧紧握着车票，虽然距离发车还有一小时，但
他和老伴一起紧盯着检票口上方的信息屏幕，站在身旁的孙女
更是满脸喜悦。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离家过年，但是想到能和
儿子团聚，还是非常高兴。“之前儿子上班还有假日，今年他开
了公司，工作更忙，所以我们才反过头找他过年。”胡振刚说。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南昌客运段副段长陈其南
告诉记者，往年，节前加开的旅客列车多为空送到汕头、广州、
深圳等地，再把旅客从当地接回南昌。但是今年，加开的旅客
列车中，单程空送的大大减少，“反向春运”客流明显增加。

在飞机票方面，记者梳理发现，除夕前后从云南、贵州、武
汉等地飞往北京、上海等目的地机票价格基本在2.1折至3折
之间，有的票价不足300元。

在北京工作多年的刘艳，花费800余元机票钱就将父母
从长沙接到了北京。“算上节后回程的机票，总价和我单程回
家的价格是一样的。”刘艳说，“反向春运”节省下的路费，足够
带着父母在北京玩上一周。

携程大数据显示，今年“反向春运”现象凸显,上海、北京、
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天津、青岛、宁波、厦门是“反向春运”
十大热门目的地，除夕前一周前往这些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同
比增长超40%。飞往上述城市的机票订单中，儿童旅客占比
同比增加39%，50岁以上旅客占比同比增加42%。其中，“四
老一小”订单显著增长，不少人把双方父母接到身边过年。

宋艾君说,“反向春运”既为旅客出行提供了更多实惠和
选择，又可充分利用运输资源。无论是“反向”还是“正向”，家
庭团聚才是核心要义。

“合家欢出游”成趋势

3人以上家庭出游达七成

值得注意的是，在旅途、异乡寻找“年味儿”愈发流行。携程
发布的《2019春节长假旅游趋势预测报告》显示，2019年春节
长假预计将有超过4亿人次出游，其中出境游人次约700万。

70岁的殷敏芝最近很关注与泰国相关的新闻，因为初一
起她就要与家人去泰国度假了，这是她第一次在境外过春节，

“女儿说让我过个‘暖和’的春节”。
“合家欢出游”正成为春节出游的主流趋势，驴妈妈发布

的《2019春节出游趋势报告》显示，3人以上家庭出游占比达
七成。另有数据显示，从出游人群来看，80后、90后群体带全
家旅行过年成为春节出游主力军。

据了解，旅游目的地呈现多样化，有的青睐三亚、大理的
冬日暖阳，有的则乐于北上赏雪。在长白山、哈尔滨等地，滑
雪、冰钓、赏冰雕等冰雪运动颇受南方游客关注。

途牛旅游产品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春节，选择节前错峰游
的游客最早1月25日左右便动身，占预订出游总人次的比例
达到54%，同比增长7个百分点。

即使是在家过年，不少人也会来个周边游，全家人一起放松身
心。飞猪数据显示，在春节出行人群中，家乡周边游的人数占57%。

国人春节哪儿过？大数据告诉你
●新华社记者 张紫赟 鲁畅 杰文津 王阳

“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戊
戌狗年最后一个工作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 2019 年春节团拜会上一句

“我们在前进路上奋力奔跑”，勾起
了无数人内心深处澎湃的激情。

奋力奔跑，是每一个追梦人永
恒的姿态——过去一年，千千万万
个扶贫干部行走在最偏远、最艰难
的道路上，为反贫困斗争的伟大胜
利发起最后的冲锋；科技人员和“大
国工匠”们在广袤苍穹上，书写探月
的光荣与梦想，在浩瀚海洋中让中
国梦走向更远的深蓝；建筑工人们
在工地上挥洒汗水，换来港珠澳大
桥飞架三地、京张高铁八达岭隧道
顺利贯通……我们在奋力奔跑中跨
过沟沟坎坎、越过激流险滩，我们在
奋力奔跑中认真生活，在奋斗中收
获更多自信和勇气。

奋力奔跑，是一个古老的东方
民族传承至今的信仰。从鸦片战争
到新中国成立，从改革开放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不
屈不挠、不怕牺牲、不懈奋斗，迎来
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从“一穷二白”变成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历史证明，我们从
不指望依靠别人来实现自己的梦
想。奋力奔跑的征途越长，我们收
获的经验、勇气和智慧越多，我们圆
梦的信心更足、步子更坚实。

奋力奔跑，是中国共产党带领
国家和人民向着远大前程进发的号
角。新的一年，我们要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要
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
幻，只要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只要改革的脚步不停歇、开放
的大门越开越大，就没有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向前发展。

天道酬勤。没有唾手可得的成功，更没有轻轻松松的圆
梦。奋力奔跑吧，每一个追梦人！向着自己的梦想，向着祖国
更加远大的前程！

新华社天津2月3日电（记者周润健）“一夜连双
岁，五更分两年。”4日，除夕，这是一个“合家大团
圆，守岁迎新年”的时刻。天文专家提醒说，“三星
高照，新年来到”，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有兴趣的公
众可试着在天空中寻找意寓吉祥、喜庆的“福”“禄”

“寿”三星，为家人祈福纳吉，而我国南方地区的公
众同时还可欣赏一下“老人星”的风采，为家中老人
添福增寿。

“三星正南，家家过年。”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
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介绍，迎接新年的“三星”是猎
户星座中由左向右的参宿一、参宿二和参宿三。民
间称这“三星”为寿星、禄星、福星。与其他“三星”
不同，猎户星座的这三颗星排成一条直线，距离相
等、亮度相同，均为2等星，都闪烁着青蓝色的光芒。

如果天气晴好，面向南方天空，只要一抬头就
能看到猎户星座，它是冬季星座之王，“三星”恰好

在猎户星座的腰部。
除夕和春节，中国人讲究团团圆圆，而这种团

圆是以家中的老人为“圆心”的。天文专家表示，春
节长假的每天黎明前，我国南部地区有兴趣的公众
不妨欣赏一下天上的“老人星”，为家中的老人添福
增寿。

据了解，“老人星”也称“南极老人星”“南极仙
翁”，是全天第二亮星，在中国古人眼里它是一颗吉
星、福星、寿星，代表吉祥、长寿、安康。但“老人星”的
位置偏南，只有在北纬37度以南的地方才可以看到。

那么，如何寻找这颗吉星呢？赵之珩提示说，
日出之前登高远望南方偏东的低空天区会发现，有
一颗发着白色光芒并且闪烁不停的亮星，它是天空
第一亮的恒星——天狼星。从天狼星向下看去，不
远处还有一颗比天狼星稍暗一点的、闪烁更加强烈
的亮星，这就是“老人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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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看“福禄寿”祈福纳吉 赏“老人星”添福增寿

■■

2月3日，孩子们扮起报春活

动的“春吏”。当日，北京市东城

区东四街道第11届“春燕归来落

东四 金猪纳福报春来”主题“报

春”活动在东四胡同博物馆举

行。社区居民和中外游人一起参

加胡同里的“报春”活动，为即将

到来的春节增添喜庆气氛。

新华社记者李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