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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科普版 31

在中国，春节标志着新年的开始，
以传统历法正月初一为岁首。春节前
后，人们开展一系列社会实践，辞旧迎
新，祈福纳祥，欢庆家庭团圆，促进社区
和睦，这一庆祝过程俗称“过年”。

12月4日，我国申报的“春节—中国
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据悉，在“春节”申遗过程中，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
台因为长期从事官方农历制定，成为了社区知情同意书
签署方之一。此前的“二十四节气申遗”，紫金山天文台
也参与其中。在中国天文学的历史长河中，紫金山天文
台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
篮，它不仅见证了20世纪以来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历程，
还在多个领域内作出了杰出贡献，其中包括历法的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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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中国“二十

四节气”正式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二十四节

气也是紫金山天文台算出

来的。

每年，紫金山天文台

历算室会根据《理论历表》

和太阳绕地球运行的轨

道，来提前测算下一年二

十四节气的具体时间，并

对外发布。比如，“春分”

“夏至”“冬至”等节气，其

实都是紫金山天文台的专

家提前就推算好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张峥

综合南京钟山风景区

微信公众号、紫金山天文

台管理处

图据紫金山天文台科

普部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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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山天文台为何会参与？

古人称春节为“岁首”，寓意着一年

的开始。最初关于年的概念，指的是庄

稼成熟的物候情况。《说文解字》中曾谈

到：“年，榖（谷）熟也。从禾，千声。”谷物

成熟所经历的周期也意味着地球绕太阳

一周的时间，我们将其称为太阳回归年。

不过春节在每年公历中的具体日

期并不固定，有时是在公历一月，有时

会在公历二月。那么春节的日期是如

何确定的呢？这就与我国的传统天文

历法、古人的观象授时息息相关。

自然物候的变化、季节的流转更

迭，造就了古人通过观察身边各种自然

规律以及天象变化来确定时间的习惯，

他们通过仰观宇宙、观测天象，可以准

确地知道节气的转变和时间的变化，并

对此进行仔细梳理与记录，这便是所谓

的“观象授时”。

在汉代之前，岁首（新年）开始的日

期是不断变动着的。夏历将新年确定

为正月初一，商历则是十二月初一，而

周历又将其改到了十一月初一，等到了

秦至汉代中期，新年的时间又被调整为

夏历的十月初一。直至公元前104年

《太初历》的颁布，才正式确立以正月初

一作为一年的岁首。《太初历》首次将二

十四节气正式订入历法，同时也是我国

历法史上一次重大的改革，对后世天文

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作为我

国现代唯一的历书编算机构，在新中国

成立以后，每年承担了编算专业天文历

书和民用日历资料的工作。在国家标

准委和中国科学院的大力支持下，2017

年由紫金山天文台承担起草的国家标

准《农历的编算和颁行》正式发布并实

施。该标准首次明确了农历计算的模

型和精度以及编排规则和表述方法，为

农历编算提供了科学的规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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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山天文台位

于江苏省南京市东郊

的紫金山上，是中国科

学院下属的一个国家

级天文研究机构。它

是我国自己建立的第

一个现代天文学研究

机构，被誉为“中国现

代天文学的摇篮”。

为什么紫金山天

文台会在参与联合申

遗的名录上？据紫金

山天文台工作人员介

绍，因为我国农历的二

十四节气、春节的时间

都 是 紫 金 山 天 文 台

“算”出来的。天文学

与农历息息相关，中国

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就是中国农历的官方

制定单位。现行《农

历》由紫金山天文台负

责计算，属于中国官方

历书《中国天文年历》

的组成部分。

进入 20 世纪后，

中国开始探索新的历

法体系以适应现代化

建设的要求。在这个

过程中，紫金山天文台

发挥了重要作用。一

方面，天文台利用先进

的观测设备和技术手

段，对日月星辰的位置

变化进行了长期系统

的监测，积累了大量宝

贵的数据资料；另一方

面，研究人员深入挖掘

传统历法中的智慧结

晶，结合现代科学理论

进行创新性研究。

例如，在公历与农

历 之 间 的 转 换 问 题

上，紫金山天文台的

研究人员通过数学建

模和计算机编程等方

法 实 现 了 高 效 的 算

法，使得两者之间能

够准确无误地相互对

应。此外，他们还参与

制定了新中国成立后

的首个官方颁布的《中

国人民共和国通用历

书》，为全国统一使用

标准化的日历提供了

科学依据。

冬日的紫金山天文台。

紫金山天文台紫金山园区作为全国重要的科普教育研学基地面向公众开放。

紫金山天文台测定，2024年11月7
日6时20分05秒迎来立冬节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