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武帝
定名“元旦”
元旦起源于三皇五帝

之一颛顼的传说。古时曾
经有四个元旦日，即农历
十月初一、十一月初一、十
二月初一、一月初一。

我国最早的历法是黄
帝、颛顼、夏、殷、周、鲁六种
古历，合称为“古六历”。按
照干支纪月法，一年的十二
个月，分别是子、丑、寅、卯、
辰、巳、午、未、申、酉、戌、
亥。每年的正月为一月，每
月的朔日即初一。在汉武
帝之前，历代的正月是不一
样的。黄帝历、周历、鲁历
皆以子月为正月，称为建子
月，也就是现在的农历十一
月，十一月初一为元旦；夏
代以孟春为正月，夏代的元
旦是农历一月初一；商代用
殷历，殷历的正月为农历十
二月，十二月初一为元旦。

春秋战国时期，周天
子暗弱无力，群雄争霸，各
诸侯国各行其是，不再奉
行周朝的正朔，元旦的时
间也就不一样了。秦始皇
统一天下后也统一了历
法，推行颛顼历，以十月为
正月，十月初一即元旦。

汉朝建立后，汉高祖
沿用了秦制历法，但是随
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越发
感觉和人们习惯通用的春
夏秋冬不合。公元前 104
年，汉武帝颁布实施《太初
历》，并将此年改为太初元
年，正式确定以夏历的正
月初一为元旦。在此后两
千多年的时间里，尽管曾
有几名皇帝进行过改历改
岁首（如王莽规定十二月
朔日为岁首），但总体上一
直使用夏历。所以，我们
现在使用的农历，也称为

“夏历”。
古时的元旦并非现在

的元旦，而是农历新年。
吴自牧《梦粱录》说：“正
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
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为
之首。”元旦这天，皇帝要
举行隆重的朝贺大典，献
岁启新，还要祭祖拜神，
皇帝率领一班王公大臣，
诣皇太后宫行庆贺礼，以
表达孝顺之心及祝福。而
臣子也要向皇帝觐表，恭
贺元旦。

秦朝时，官员元旦有
“告假”制，汉朝有“休沐”
制，唐朝则官府元旦放假7
天，并成为法定制度。民
间则形成了燃放爆竹、悬
挂桃符、拜神祭祖、祈福辟
邪、亲人团圆、送礼拜年等
习俗，欢度新年。

郑学富

《告台湾同胞书》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民主
党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组
织机构对台湾发表的公开信，
被视为是中央政府对台湾的
政策文件，其在中国历史上总
共发表五次。其中，以1979
年1月1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发表的最为著名。

解决台湾问题新思路

为解决台湾问题，从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毛泽东、
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
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和设
想，其中就包括“第三次国共
合作”“和平解决”等设想。
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国共两党没有能够进行第三
次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的设想成为泡影。

邓小平作为以毛泽东为
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
成员，参与了解决台湾问题
的众多核心决策。

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和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解决
台湾问题被提到重要的议事
日程。

1978 年 1 月 7 日，邓小
平会见了美国国会议员团。
谈到台湾问题时，他打着手
势，果断地说：“解决台湾问
题就是两只手，两种方式都
不能排除。力争用右手争取
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要力

量大一点。实在不行，还得
用左手，即军事手段。我们
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什么灵活
性。要说灵活性，就是我们
可以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转
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
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新的国
内国际形势，为党和国家提
出了新的历史任务。台湾问
题的和平解决思路和方案，
也进入了历史的新阶段。

《告台湾同胞书》情真意切

1979 年元旦，全国人大
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
书》。这份文告感情真挚，言
辞恳切，且字字句句都有千斤
分量。它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台湾同胞：今天
是 1979 年元旦。我们代表
祖国大陆的各族人民，向诸
位同胞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衷
心的祝贺。昔人有言：“每逢
佳节倍思亲”。在这欢度新
年的时刻，我们更加想念自
己的亲骨肉——台湾的父老
兄弟姐妹。我们知道，你们
也无限怀念祖国和大陆上的
亲人。这种绵延了多少岁月
的相互思念之情与日俱增。
自从 1949 年台湾同祖国不
幸分离以来，我们之间音讯
不通，来往断绝，祖国不能统
一，亲人无从团聚，民族、国

家和人民都受到了巨大的损
失。所有中国同胞以及全球
华裔，无不盼望早日结束这
种令人痛心的局面。

在解决统一问题的方式
方法上，则提出了较为灵活
的意见：

我们殷切期望台湾早日
归回祖国，共同发展建国大
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
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
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
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
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
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
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

就在《告台湾同胞书》发
表当天，全国政协专门就此
举行了一个座谈会。邓小平
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
指出：“今天是1979年元旦，
这是个不平凡的日子。说它
不平凡，不同于过去的元旦，
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我们全
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
现代化建设上来了；第二，中
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第三，
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
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
上来了。”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979 年 1 月底，邓小平
启程访问美国。这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
第一次访问美国。在美国期
间，邓小平一再申明，中国希

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
题，“因为这对国家、对民族
都比较有利”。

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
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一方面
实行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
展的政策，另一方面为完成
祖国统一大业，逐渐酝酿解
决台湾问题的科学构想。

这一发展目标和发展战
略，邓小平在1979年12月6
日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
时，清楚地表述了出来。他
说：我们提出了台湾回归祖
国，实现祖国统一的目标。
实现这个目标，要从现实情
况出发。对台湾，我们的条
件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台湾
的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
台湾与外国的民间关系不
变，包括外国在台湾的投资、
民间交往照旧。这就是说，
外国可以照旧对台湾投资。
即使台湾与祖国统一起来
后，外国投资也不受任何影
响，我们尊重投资者的利
益。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
府，可以拥有自己的自卫力
量，军事力量。条件只有一
条，那就是，台湾要作为中国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作为
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拥有
充分的自治权。

1984年5月，六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
作报告》，正式使用了“一个国
家，两种制度”的提法。史博

1979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周公，本名姬旦，是周文
王姬昌的第四子，武王姬发
的亲弟弟。建国仅三年之
时，姬发突然病重去世，13
岁的儿子姬诵继位，是为周
成王；弟弟姬旦，成为周部落
的族长，摄政天下，被人们恭
称为“周公”。

“周公辅成王”，原本是
一场非常美好的兄友弟恭、
叔侄相宜的故事，却招致谣
言四起，有人说“周公要谋害
成王，阴谋篡位”。

面对流言，周公该怎么
办呢？经过多番考虑，他做
了三件事。

第一，不公开辟谣，但要
让亲人放心。周公私下向最
关键的两个人表明了心迹。
一位是太公望吕尚，姜子牙
的历史原型；另一位是召公
奭（音同士），周文王的庶子，
周公同父异母的弟弟。这两
位都是西周建立时有大功，
为人正直，且在朝中有威望
的人。周公说，我之所以摄
政，是担心天下尚不安定，真
出了什么意外，我也无颜见
周朝的列祖列宗。如今武王

走得早，成王年纪还小，主少
国疑。我真是为了周朝的建
国大业，才迟迟没有放权的。

吕尚和召公奭被说服，
周公成功摄政。

第二，造谣靠语言，而辟
谣只能靠行动。

周公本人无法放权，却
主动把儿子伯禽派往鲁国担
任诸侯，以实际行动证明，自
己这一脉子孙，未来只会做
诸侯，不会僭天子。随着伯
禽受封鲁国，谣言逐渐式微。

周公做的第三件事就是
恪守本心，做好自己本该做
好的一切。

周公摄政期间，军事上，
三年东征，平定叛乱，解除不
安定因素；政治上，二次分封
诸侯，确保政局稳定；制度
上，制礼作乐，以礼乐制度约
束天下贵族，巩固国家秩
序。随后，于洛邑修建大城

“成周”，宣示周朝建国大业
就此完成。

最终，周公摄政7年后，
主动将政权归还给 20 岁的
成王姬诵。至此，一切谣言
不攻自破。 李正

周公旦三招辟谣
1892 年，赛珍珠生于

美国弗吉尼亚州，不满6个
月，就被父母带到了中国。
1896 年，赛珍珠随着父母
来到江苏镇江，此后，在这
里度过了儿童、少年至青年
时代。镇江城西的登云山
上，有一座青砖木结构的两
层小洋楼，便是赛珍珠在镇
江的家。

“我，一个美国女孩，住
在离长江口约二百英里的
一座古城中。我小时住过
的镇江，已是一个通商口岸
了。”这是她在自传《我的中
国世界》中对镇江的描述。
同时，她还深情写道“Chin-
kiang，my homecity（镇江
是我的故乡）”在这里，有她
儿时爱吃的芝麻轧糖、糯米
糕、芦叶包的糯米粽子、凉
性很重的螃蟹，还有烧饼。
她“和中国人吃一样的东
西，讲中国话，穿中国衣服，
像中国人一样做事”，与镇
江的小伙伴们建立了深厚
的感情。

南京对赛珍珠也非常
有意义。离开中国多年

后，年过 60、身在美国的
她，在自传中仍能清晰写
下20多岁时初见南京的印
象：“我去那里定居的时
候，她还只是一座古老而
又保守的城市”“南京集中
体现了中国人传统的生活
方式”……

1919 年，赛珍珠随丈
夫卜凯来到南京，住在由金
陵大学提供的一幢青砖楼
房里。她在这里生活的十
余年间，结识了包括林语
堂、徐志摩、胡适、老舍在内
的一批中国知识分子，阅读
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和有
关中国的书籍。

去学校教学，在家中待
客，打理丈夫的菜园和她的
花园……忙碌的生活中，她
总会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在
三楼阁楼中写作。正是在
这里，她逐步走上了职业
作家的道路，完成了后来
为自己赢得诺贝尔文学奖
的 几 乎 所 有 作 品 。 1934
年，赛珍珠告别南京，回到
美国定居。此后，再也未
能返回中国。裴诗语

赛珍珠在南京写出诺奖作品

文史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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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扫一扫
游戏玩起来
看图猜成语

答 案 见 下
期中缝，也可关
注“ 老 年 生 活
报”微信，回复

“250101”查 询
本期答案（可扫
描本报一版上
方二维码）

12月30日
6版中缝答案

《看图猜成语》：
1、百万雄师；
2、表里不一；
3、见义勇为；
4、鸟语花香；
5、温故知新；
6、一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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