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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闰月会不会闰正月
今年有两个农历四月，称为

“闰四月”，从公历4月21日至6
月18日。

《说文解字》对“闰”字是这样
解释的：“馀分之月，五岁再闰。
告朔之礼，天子居宗庙，闰月居门
中。《周礼》曰：‘闰月，王居门中，
终月也’。”如此详细的解释，在
《说文》一书中是不多见的。这句
话说明，古人非常重视闰月这个
节令事件。

那么，会不会出现闰正月，也
就是有两个大年初一的情况？

与一般月份相比，闰月是特殊性时间。围绕
这个特殊性时间，民间形成了一定的习俗活动，
至今仍然在一定范围内流传。送闰月鞋就是其中
重要的一种。

在我国不少地方，人们认为有闰月的年份为
多事之秋，于长者不利，在这样的年份里，出嫁
的女儿要给父母送双闰月鞋，父母穿了闰月鞋，
就能逢凶化吉，健康长寿。所谓“闰月鞋，闰月
穿，闰月老人活一千。”一些地方讲究闰月鞋的
鞋面要带有红色，具有驱邪求吉的作用。

传说明朝时，山东兖州乡间一个叫李花的美
女，被县官娶为妻后得意忘形，连生身的父母也
不放在眼里，和娘家断了来往。后来李花得病，
当地医生束手无策，县官最后只好请来名医李时
珍为她疗治。

李时珍就开了下面的处方：“赶快给娘家的
父母做一双鞋，这样病情就可以减半；亲手把鞋
给老人穿上，病情就可以痊愈；如果每年的三月
初三、六月初六、九月初九探望父母，此病永不
再患。”之后又唱了一首《三六九闺女回门歌》：

“三月三，回娘家植树屋后边；
六月六，小幼树遇旱水灌透；
九月九，莫忘了施肥如浇油。”
县官得到妙方，十分高兴，一面说服夫人做

新鞋，一面着手准备树苗。到了三月三，李花和
丈夫带上新鞋和树苗探望双亲，见到爹娘，心酸
落泪，痛哭一场，病情明显好转。到了六月六和
九月九，李花又和丈夫前来为三月栽下的树苗浇
水施肥。由此，李花和娘家的关系日益密切，病
也好了。李花做鞋送鞋的时间正是闰三月，所以
大家称这鞋为“闰月鞋”，闰月为父母送闰月鞋
的风俗也就流传开来了。

除了鞋，有些地方还会送其他的礼物，比如
在江西抚州一带，出嫁女要送母亲一只银手镯，
为母亲祈福平安。而在铜鼓东山乡地区，俗以为
闰月年份是“天增岁月人增寿”，这时为老人准
备寿衣、寿材，会起到更好的祈福延年的效果，
如果父母年过六旬，有孝心的子女会在此时准备
寿衣、寿材，为其增寿。

也有些地方讲究娘家为出嫁女儿送礼物，比
如江西玉山一带，娘家会在闰月给女儿送雨伞、
蕉扇，寓意娘家是女儿的保护伞，祝福女儿早生
贵子，为夫家招财，财丁两旺。福建、江西等地
还有请出嫁女回娘家吃闰月饭的做法。如果父母
不在了，就由兄弟请。

总体上来看，闰月的习俗讲究出嫁女子与其
娘家之间的关系。俗话说，“嫁出去的闺女泼出
去的水”，在从夫居为主流的传统社会，女子一
旦出嫁，便离开自己生于兹长于兹的家乡，到另
一个陌生的环境中生活，难得再与亲生父母朝夕
相处，所以，如何处理好姻亲之间的关系，维系
出嫁女与娘家，尤其是与亲生父母、兄弟姊妹之
间的情感联系，一直是民间社会重视的问题。在
我国，很多传统节日里都有出嫁女子回娘家、走
亲戚的习俗，就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的一种社会
安排。送闰月鞋、吃闰月饭也属这类。它借助闰
月这一特殊时间来制造出嫁女与娘家人亲近联络
的机会，从而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双方的情感联系
和精神支持，缓解了出嫁女子在夫家生活的不
适，这从前面讲到的闰月鞋来历的传说中看得非
常清楚。到了当代，出嫁女子与娘家的关系发生
了变化，送闰月鞋这样的做法，更多表达的是出
嫁女对父母的关爱和孝心。 据《光明日报》

闰月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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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历 2020 年为闰年，2 月有 29
天，全年共有366天，而农历庚子鼠年
也是闰年，有个“闰四月”，全年共有
384天。

公历和农历各有不同的历史渊源

和历法规制。公历每 4 年设一闰年。
凡公历年数能被4除尽的年份为闰年，
2月有29天，除不尽的年份为平年，2
月有28天。2020年能被4除尽，所以
是闰年。但对整世纪年如 1900 年、

2000年、2100年，只有前两位数也能被
4除尽的才是闰年，否则仍为平年。

公历和农历的年平均长度是一致
的，但二者的起算点差别却很大。

据新华社

公历2020年和农历庚子年都是闰年

鼠年“闰四月”全年384天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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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正月会不会出现？答案是肯定
的，只是概率非常小而已。据统计，
从公元2000年到公元8000年，出现
闰正月的年份有 32 个，最长一次间
隔达 1469 年，平均约 200 年出现一
次。而闰腊月是比闰正月还要罕见的
节令事件。

历法显示，离我们最近的一次闰
正月出现在 1640 年，也就是满清入
关前 4 年。明末张岱有篇 《闰元
宵》，记录的就是这年过两个元宵节
的情形，“崇祯庚辰，闰正月……开

封府更放十七、十八两夜灯，乾德五
年，宋祖犹烦钦赐。兹闰正月者，三
生奇遇，何幸今日而当场；百岁难
逢，须效古人而秉烛。”

再往前，庆历八年 （公元 1048
年）是闰正月，这一年，文彦博平定
贝州王则起义。公元763年也是闰正
月，这一年持续8 年的“安史之乱”
终结，大唐王朝的盛世也随之落幕。
再往前，公元217年，也就是建安二
十二年，也是闰正月，史载“建安二
十二年丁酉正月，乙未朔。闰正月，

乙丑朔。”这一年刘备攻占了汉中，
中原地区发生罕见的大瘟疫，“建安
七子”中有5人在这场瘟疫中丧命。

西汉年间曾经出现过几次密集闰
正月的情形，这几次闰正月分别分布
在公元 103 年、141 年、160 年、179
年。也就是说，这期间很有可能有人
一生经历过4次闰正月。

而从现在算起的下一次闰正月，
将发生在23世纪的2262年。这距离
上一次1640年闰正月相隔了622年。

据《济南时报》

闰正月平均约闰正月平均约200200年出现一次年出现一次

闰 月 的 设 置 既 平 衡 了 地 球 公
转，又平衡了月亮的阴晴圆缺，使
得农历成为非常先进的历法。不
过，有一定年岁的人会有这样的体
会：闰五月、六月等这些夏季月份
比较多，还没有经历过闰十二月或
者闰正月。事实上也是如此，几千
年的历法告诉我们，大部分闰月都
出自夏季，其原因和地球公转的近
日点和远日点有关。地球公转到远

日点时，正是北半球的夏季，在远
日点附近时地球运转速度相对较
慢，所以两个中气之间的时间比较
长，最长达到31.45日，因此可能不
含中气的概率大，所以闰四月、闰
五月、闰六月的机会就多。

反之地球在近日点附近，也就是
公历的 12 月前后时，两个中气间的
间隔短，最短的只有 29 天多一点，
比一个农历月份还要短，所以冬季月

份中不含中气的可能性非常小，甚至
还有3个节气在一个月内，如1984年
和1999年，就有3个节气分别出现在
农历十一月和十月。有人统计，1840
年到 2050 年，211 年间共有 68 个闰
月，其中闰四月 12 次、闰五月 18
次、闰六月11次，这3个月占所有闰
月数量的60%以上。而闰九月只出现
1次，闰十月出现两次，没有出现闰
腊月和闰正月。

大部分闰月都出自夏季大部分闰月都出自夏季

这要从闰月的来源说起。现在
我们所实行的公历一年 365 天，而
实 际 上 地 球 绕 太 阳 公 转 一 周 是
365.24219天 （365天5小时48分45.5
秒），所以每四年增加一个闰日，也
就是 2 月 29 日。阴历以月亮公转来
计算，月亮每阴晴圆缺一个周期定
义为一个月，农历一个月是 29 天或
者 30 天，一年大概有 350 天，所以
理论上来说，农历一年比地球公转
一周少了十几天。少的这十几天，
古人就设置了闰月来平衡，所以农
历历法有“19 年 7 闰”的概念。如
此平衡下来，也就和地球公转一周
的时间配合上了。

先秦时期，人们直接规定把闰月

放在一年的年终，所以也叫作“十三
月”。秦代和西汉初期使用的“颛顼
历”以十月为岁首，以九月为年终，
闰月放在九月之后，称为“后九
月”。这两种放置方式其实都不太科
学。中国是个农业国，古人十分重视
置闰。《左传·文公六年》：“闰以正
时 （四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
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置闰是为
天人和合，便于发展生产，厚生利
民。所以，当闰而不闰，则为“失
闰”，是一件不小的事情。西汉初制
定“太初历”时，把闰月分插在一年
的各月，并规定以没有中气的那个月
为闰月，月序仍用上个月的月序，称
其为“闰某月”。

所谓中气，指的是偶数位的节
气。农历不是一个简单的阴历，而是
个“阴阳历”，日期上看月亮的阴晴
圆缺，农耕上又人为设置了节气。每
年的节气在时间上和公历高度统一，
比如立春不是2月3日就是2月4日，
这是因为节气其实是另一种意义上的
公历。一年有二十四节气，每个节气
15天到16天，奇数位的节气称之为
朔气，偶数位的节气称之为中气，比
如立春是朔气，雨水是中气，惊蛰是
朔气，春分是中气，一般每个月有两
个节气。因为农历每月只有29到30
天，长时间计算下来，总会出现一个
月没有中气的时候。如果哪个月没有
中气，这个月就被定为闰月。

闰月是中华传统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闰月是中华传统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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