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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春联、吃年夜饭、亲友互拜，过一个暖暖的中
国年。春节是中华民族举国同庆的祥和节日。然而，
上世纪三十年代，有那么一段时间，全国是禁止过
农历春节的；而且发布法令，将农历视为“废历”，规
定将农历春节的传统习俗全部移到元旦执行，农历
新年还禁止商店关门，禁止公职人员放假。

不过，老上海人对此并不“买账”，民间照样庆
贺春节，蔡元培等名人更是在家中“关门过年”。重
温那段历史，只为证明传统文化、年俗年味在百姓
心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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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的农历春节，上

海的老百姓过得有点憋屈。
除夕夜，商店必须开门迎客，

祭祀祖先、迎财神居然都变
成了违法行为。

这一年，上海西门有一
家人“顶风作案”，除夕夜在

家迎财神，在桌上供了纸财

神，放着大鱼大鸡，还焚香点
烛。结果被两位巡逻的警察

发现，他们将主人以及供奉
财神的所有供品都带进了公

安局，结果“鱼肉等不消说，
连一只竹篮子也充公在那

里，再罚他十四块钱。”这一
天，上海的警察也较往常忙

碌，他们挨家挨户巡逻商铺，
督促商户开门营业。可商户

总是半天不回应。警察们自
称是来拜年的，他们才开门。

可警察刚走过三四家门面，
商户又把排门上起来了。甚

至在街上为人写春联糊口的
落魄文人也受到了查处，在

乡下售卖旧年历的小贩居然
也被捉走拘役。

这一年的农历新年年尾
及年首，公用事业单位也不

得放假，照常工作，还不准随
时请假。如果有员工因病请

假，“应由本路医官验明属
实，方能给假。如有擅自离

职，一经查觉，从严处罚”。

这些禁令不止在上海，
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如此。一

时间，人心惶惶，将一个欢天
喜地的新年，弄出了啼笑皆

非之状———这还叫过年吗？
时间倒回到 1912年，南

京临时政府颁布政令，改用
阳历纪年，以便和国际通行

日期接轨。自此，“元旦”开始
成为一个节日。元旦前后放

假三天，这和今天的放假是
一样的。不同的是，在农历新

年，官员须照常办公而不放
假。但普通民众仍然是要隆

重庆祝春节的，所以民间依
然“崭新之桃符，脆裂之爆

竹，不绝于耳目也”。
到 1928年东北易帜后，

国民政府实现了名义上的统
一，此时，社会上出现了一股

反对农历春节的思潮。蒋介

石本人也认为，“社会一切旧

习惯很难打破，旧历年就是
个证明。我们早已决定用阳

历，但是一般民众到了旧历
年精神就疲怠下去⋯⋯希望

我国社会上能把一切不好的
习惯打破。”由于农历新年民

间会有祭祖、大吃大喝、聚众

赌博等现象，所以很多人士
认为旧历春节是封建迷信的

沉疴，会使人“精神懈怠”，因
此要禁止过农历春节，推行

阳历才是与世界接轨。
1928年 12月 8日，国民

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了
《中央对普用新历废除旧历

协助办法》，通令各级党部及
民众团体废除旧历，“禁过旧

年”。次年 7月 2日，再次发
布命令，规定以后的历书，不

能再附旧历；商家账目契约，
若不用阳历则没有法律效力。

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 1930

年农历新年的啼笑皆非怪状。

政府颁布政令，一方面
禁用阴历和禁过农历春节；

另一方面相应加强阳历及阳
历元旦的地位。1930年 6月

公布《推行国历办法》，将阳
历定为“国历”，将阴历（旧

历）称之为“废历”，并“特制
国民历颁行各省,凡属国民遵

守”。严禁民间在春节进行贴

春联、燃放烟花爆竹、相互拜
年等一切民俗活动。

禁过农历春节，附着于
春节的传统习俗怎么办呢？

《推行国历办法》又规定：“废
历新年前后所沿用之各种礼

仪娱乐点缀，如贺年、团拜、

祭祖、春宴、观灯、扎采、贴春
联等一律移置于国历新年前

后举行”。就是将整套春节的
传统习俗来了个乾坤大挪

移，移至元旦期间举行。
“为提倡国历，转移人民

习尚”起见，还将“国历新年改

为休业五天，即 12月 31日起
至 1月 4日止”。这样，元旦假

期从 1912年起的三天变成了
1931年起的五天。这样上班

族平空多了两天假期，这倒是
好事。但好景不长，到了 1933

年元旦假期又改成了三天。

    1930年 1月 １日元旦那天，政

府举行了团拜，授予勋章典礼，接见
外宾等盛大庆典。全国百姓均休业

一天，上海街头“或鸣放鞭炮，或开
游艺大会，马路上汽车游行，天空中

飞机翱翔，民众耳目，为之一新”，一
派热闹景象。但这一年的农历春节，

则被迫变成了比较冷清的日子。

然而，“禁过旧年”的做法，并
不能真正改变传承了几千年的风俗

习惯。严令之下，出现了种种奇怪
的现象。

一方面，政府机关、学校团
体过元旦新年；另一方面，在禁

令鞭长莫及的地带和民间，照样

庆贺着农历春节。“一般人民于阳

历新年异常冷淡，对于阴历新年，
则特别高兴。”农历尽管被法令称

为“废历”，但因为农历节气、岁时
很多与民众日常耕作、喜庆等息

息相关，故而“废历”不废，庆
祝农历新年的景象屡禁不止。

对于扬阳历弃农历的做法，当
时人们有过诙谐的评论：本土的中

国人是喜欢过土产的农历年的，即
就是把“阴历”叫作“废历”也没

有用，大多数国民是乐意废物利用
的⋯⋯《大公报》则直接用“不能改

日期，改了便不是那个味儿！”为标

题，以示拥护过农历新年。

屡下禁令

 “废历”不废

回归传统

    一番折腾下来终于有了平衡，

大家都习惯了过两个年的二元设
定。1934年，政府要求“对于旧历年

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
干涉”。虽然并没有取消废除春节的

政策，但执行上不像 1930年那样严
格了。这一年，鲁迅先生在上海度

过、农历新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写

道：“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
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

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
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
举国取得共识：农历春节是增强家

庭、社会和国家凝聚力的传统节日。
此后，封杀农历春节的历史告一段

落。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

高度重视春节娱乐在乡村的作用。每
至春节，党的各级组织都以春节娱乐

作为当前“中心工作”和“政治任务”，
举行百姓喜闻乐见的庆祝活动。

1949年 9月 27日，召开了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

议，通过正式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纪年采用公元纪年法》确定，为了区
别农历和阳历两个新年，把农历正

月初一改称为“春节”。农历春节再
次被作为节日确立下来。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废除农历
春节的禁令最终无疾而终。如今，我

们举国同庆中国年，正是尊重传统
习俗，凝聚深厚的民族记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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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纸刊登《废除旧历过新

年》一文

■ 1924年， 上海的农历

新年漫画

■ 漫画 “废历的前

途”， 引自 《时事月
报》， 第 4卷第 1期，

1931 年。图中有一人
穿“废历”的衣服走进

“残废收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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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的《申报》上，曾有一篇题

为《过年》的文章，写的就是教育团
讲演员周少英的经历。他回忆道，

在众人忙着过农历年的时候，他拿
着小旗子跑到十字路口去讲演，演

讲主题就是反对旧历年俗，提倡过
阳历新年。演讲结束后，他收拾旗

子回到了自己的家，放下小旗子接

过猪头腊肉，依旧进行农历新年的
各种准备，并在心里为自己申辩

道：“我亦未能免俗耳。”

1930年严禁农历新年，但

胡适却在这一年 1月 30日的
日记中这样写道：“今日是旧历

元旦（庚午）。旧历是政府废止
的了，但昨晚终夜爆竹声不

绝，难道只是租界内的中国人

庆祝旧历年吗？凡新政府的成
立，第一要著是提倡民间正当

的娱乐，使人民忘却过渡期中
的苦痛而觉着生活的快乐⋯⋯

今日的政府无恩惠到民间，而
偏要用全力剥夺民间的新年娱

乐，令不能行而禁不能止，则
政府的法令更受人轻视了。”
可见，在 1930年禁令最严的时

候，百姓仍是执意要过农历新年的。

这年的 12月 28日，上海举行
推行国历演讲大会，蔡元培发表了长

篇演说，专门就农村与都市推行国
历的不同提出意见。他说，乡村农忙

时一天工作甚至长达 14小时，没事
时则终日闲空。故农民在国历二月

时为闲暇，此时正是农历春节期间，

农民此时休息，政府不应干涉。
就如演讲时所言，到了农历新

年，他自己也在家中“关门过年”。

最有趣的还属季羡林，1934年
他是清华大学一名西洋文学系学

生，他的日记里，也记录着他对新历
年和旧历年截然不同的感受。1934

年 1月 1日的元旦，他记下：“我脑
筋还是给旧历年占据着。我丝毫感

不到过年的滋味。过年———多么可

爱的名辞（词）!也变为形式主义了。
早晨十点才起。我知道这是过年了,

论理似乎应该有感想之类的东西,

但却没有，我并没能觉到这是过年,

也没觉到我已经长了一岁了———这
一切都是旧历年时的感觉，有点太

怪。”而同年的 2月 13日，他写道：
明天是旧历年初一, 今天晚上就是

除夕。我觉得我还有一脑袋封建观
念。对于过年，我始终拥护，尤其是

旧历年，因为这使（我）回忆到童年
时美丽有诗意的过年的生活。我现

在正写着《回忆》，我觉得回忆是粉
红色的网，从里面出来的东西，都带

着香气。没有回忆，人便不能活下
去，对年的回忆尤其美丽。

面对民间的各种“不合作”，政府
最后也没辙了，只好允许保持旧历中

的岁时节令，并相应地将它换算成阳
历日期，也逐渐放松对农历春节的禁

令了。1931 年2 月 16 日是农历新
年，２月 18日的《申报》上记载：租

界内在旧历新年依旧“爆竹连宵，锣
鼓齐天，声震街市，倍形热闹”。2月

22日又报道：华界“城隍庙大殿上烧

剩的蜡烛头，可以堆一座小山”。最
终，农历春节禁令形同虚设，春节又

回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身边。

 ?门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