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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 《朝日新闻》报道，新年号
的考虑条件包括以下几点：常用汉字、
每一个字笔画最多12到15划、开头的罗
马拼音不使用 M （明治） T （大正） S
（昭和） H （平成）、尽可能避免使用民
间自办票选的前几个年号、避免使用广
泛被使用在人名上的文字、不使用和大
企业相同的名称等。

而年号选定手续要点所规定的6个注
意事项，则包括具符合国民理想的良善意
义、2个汉字、易写、易读、至今未曾使
用为年号或谥号、非广为一般民众使用。

新年号“令和”出自日本古典诗歌

集《万叶集》，也是日本首次从本国古代
典籍中确定新年号。

按照惯例，日本历代年号方案都是
委托熟悉中国和日本的古籍专家和历史
专家制订，日本历史上不少年号都取自
中国古代典籍。

虽然想当上一次年号竞争很大，但
数据分析显示它们大多围绕一些“字”
转，在汉字的选择上有明显的偏好。日
本天皇的年号一般由两个汉字组成，在
过去的247个年号中，共使用了504个汉
字，字频统计显示，504个汉字去掉重复
的字，实际使用了 73 个汉字，其中

“永”“天”“元”字出现的频次最高。观
察这些“汉字”的使用频率可以发现，
越是笔画简单、含义祥瑞的字被选中的
可能性也越大。

据资料，日本历代的 247 个存档的
年号里，可追溯的纪录绝大部分的典故
取自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从中国的《尚
书》 中取字的有 37 次；其次是 《周
易》，共27次。

近期的“平成”就取字《史记》“内
平外成”以及《尚书》“地平天成”。此
外，“昭和”则引用自《尚书》“百姓昭
明，协和万邦”。

此前 日本年号多出自中国古籍，《尚书》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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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上午9时30分，日本
首相官邸召开年号恳谈会，就备
选年号征求专家最终意见。经与
国会众参两院议长商议、全体阁
僚会议讨论，大约两个小时后，内
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召开记者会，
发布新年号“令和”，白底黑字，毛
笔书写，用木框装裱。

新年号选定过程严格保密，
所有参与专家和内阁成员上交手
机，正式发布前与外界隔绝接触。

日本政府3月14日正式委托
多名专家提供新年号方案，提案
者来自日本文学、汉文学、日本史
学、东洋史学等领域。政府高层
消息人士4月1日向共同社记者
证实，当天讨论的年号最终备选
方案共6个。

菅义伟在记者会上说，为避
免凸显新年号与特定个人关联，
不会公开“令和”由谁提议，同时
不会公开其他5个备选年号。

新年号如何选定

“令和”取自日本古典诗歌集
《万叶集》中“初春令月，气淑风
和”，吟咏梅花。“令月”意为吉月。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4月1日
身穿深紫色西装，就新年号发表
讲话：“希望每一个日本人能够像
严寒过后初春来临时盛开的梅花
那样，带着对明天的希望，各自绽
放精彩人生。”

按照共同社的说法，日本是世
界上唯一仍在使用年号的国家。

日本首个年号“大化”始于公
元 645 年，“令和”是第 248 个年
号。日本年号所用汉字不多，从

“大化”到“令和”，总共 73 个汉
字，有重复使用。其中“永”字最
多，29次。这是“令”字首次出现
在年号中，“和”字是第 20 次，曾
用于“昭和”“和铜”等年号。

日本年号以往取自中国古代
典籍，“令和”是首个出自日本古
代典籍的年号。

一名现年 70 岁的市民告诉
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记
者：“平成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
代。和字给人以和平的印象，希
望新的年代也能和平。”

年号首次出自日本典籍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4月1日中
午在首相官邸正式公布，代替目前平成年
号的新年号为“令和”。现任天皇定于4
月 30 日退位，宣告“平成”时代结束。
新年号自5月1日新天皇即位起施行。

这是日本宪政史上首次在皇位继承
前夕公布新年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随
后在记者会上发表谈话，向国民阐述新

年号的含义等相关情况。他指出，“令
和”出自日本古典诗歌集《万叶集》中
的诗句“初春令月，气淑风和”，蕴含了

“文化在人们美丽心灵相互靠近之中诞生
并成长”的含义。

这是日本年号首次出自日本古代典
籍。“令和”由此成为日本自公元645年

“大化”年号以来历史上第 248 个年号。

日本自明治时代以来采用“一世一元”
制，即一个天皇在位期间只用一个年
号，通常在天皇驾崩后皇位继承之时更
换年号。然而，此次更换年号是基于退
位特别法，而非因天皇驾崩。

现任天皇明仁将是日本近 200 年来
首位在世时退位的天皇，令这次换年号
不同寻常。

日本的年号制度仿自中国，在日本亦
被称为“元号”。最早的日本年号出现在
645年孝德天皇在位时，当时以“大化”作
为年号。从645年至今，日本125代天皇，
共创生出247个年号，一般由两个汉字组
成。

其中，长达 20 年以上的年号只有 13
个，“平成”是其中之一。持续时间最长的
年号是“昭和”，长达 64 年。大多数年号
都在数年后被更改。

年号能随便改吗？怎么改呢？
在日本，新天皇即位之后通常都会更

改年号，被称为“代始改元”。此外，日本历
史上还会以其他各种理由更改年号。

在飞鸟和奈良时代，因出现喜庆之
事而更改年号多有发生，被称为“祥瑞改
元”。比如，奈良时代的“庆云”年号，就
是因为天皇看到了好运的云彩出现而更
改的。

但是，平安时代以后，灾害、干旱、疫
病流行和彗星出现等导致的“灾异改元”
增加。

此外，甲子年、戊辰年和辛酉年这三
个年份含有变革的寓意，日本为此进行了

“革年改元”。还有些年号因为读音惹天
皇不高兴了而被修改，比如年号“历仁”因
读音与“略人（人贩子）”谐音，仅使用了74
天就被修改。

1868年，明治天皇即位后，颁布“一世
一元”诏书，即一位天皇在位期间是能采
用一个年号，日本年号自此发生重大变
革。尽管1979年日本颁布了《年号法》取
代“一世一元”诏书，但“一世一元”的制度
沿用至今。

不过，自“一世一元”制度施行以来，由
于天皇退位而导致的改年号尚属首次。

年号里 藏着喜事、疫病、灾害、改革

1989 年 1 月，从昭和天皇逝世到日
本将年号改为“平成”仅花了 8 个小
时。于是，日本的日历、挂历、手账等
需要使用年号的系统都陷入瘫痪。同
年，为了应对年号更改，日本大藏省从2
月开始仓促制造印有“平成元年”的钱
币。因此，同一年发行的钱币有的刻着

“昭和 64 年”，有的刻着“平成元年”，
前者由于很快就停产而成为流通量很小
的梦幻钱币。

据《日本经济新闻》，日本全国日历
出版协同联合会的相关人士表示：“希望
早点知道更改年号的日程。”因为如果印

错年号和新天皇的生日再重新印刷的话，
会对业绩造成很大影响。此外，使用日本
历法的日本银行系统也需更新年号。

因此，为避免更换年号对日本国民
生活造成影响，日本政府决定提前一个
月于4月1日公布新年号。

新年号发布后，日本各大报纸发行
号外，几分钟内分发一空。

日本最大地图绘制企业ZENRIN在
社交媒体“推特”写道：“地名里没有

‘令和’！”这条“推文”附上搜索结果截
图，发现日本全国地名、车站名、设施
名都没有“令和”。

东京股票交易市场4月1日下午出现
有趣景象。一些与“令和”有关的股票
受到追捧，投资者一度大量买入日式料
理店“梅花”和冰箱制造商“大和冷机
工业”股票。

广岛县福山市一家精密仪器制造商
将电视画面中“令和”两字扫描进电
脑，使用专门机器刻上水杯，新年号发
布后不到 3 分钟，这款商品就在官网上
出售。

皇太子德仁定于5月1日继任天皇。
日本将在当天进入“令和”时代。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新京报》等

破例 提前1个月公布年号为避免社会“瘫痪”

44月月11日日，，在日本东京在日本东京，，一名小朋友展示自己拿到的当日号外报纸一名小朋友展示自己拿到的当日号外报纸，，报纸头版头条公布报纸头版头条公布
日本新年号为日本新年号为““令和令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