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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农历蛇年长达384天”话题
引发关注，有网友直呼：这是要多上班的
节奏啊！为此，记者采访了福建省福州市
青少年天文台负责人潘小清。

据了解，公历2025年共有365天，而
农历乙巳蛇年有384天（2025年1月29日
至2026年2月16日），比公历多了19天。
潘小清表示，这是因为闰月，使得农历乙

巳蛇年的天数增加到384天。
潘小清介绍，现行的农历置闰法是

“十九年七闰”，也就是在每19个农历年中
选择7年设置闰月，如此便可以确保农历
的日期与季节保持相对一致。

闰月的设置是由二十四节气来定
的。潘小清告诉记者，二十四节气包括
十二个“节气”和十二个“中气”。所谓

“中气”指的是二十四个节气中的双数节
气（按照顺序排列为双数），比如雨水、春
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
霜降、小雪、冬至、大寒。农历月份的序
号是十二个“中气”决定的，而闰月就被
安排在农历没有“中气”的月份。“农历乙
巳蛇年的闰六月只有节气立秋，而‘中
气’处暑则在农历的七月初一。这一年
因为多了一个闰六月，一年长达 384
天。”潘小清表示。

有趣的是，闰六月带来的“超长待
机”，也让乙巳农历蛇年拥有了两个立春：
分别是2025年2月3日和2026年2月4
日，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双春年”。

384天！“超长蛇年”
有啥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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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2 月初，中国申报的
“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
社会实践”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

申遗成功背后，中国如何向世
界诠释春节？近日，中国工艺美术
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党委
书记王晨阳在北京参加春节文化
论坛(2024)期间予以解读。

“从遣词造句到谋篇布局，申
报材料处处可见细致考量。”他举
例说，在非遗项目名称“春节——
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
践”中，“传统新年”指明是由中国
传统历法确定的、区别于公历的
新年。而中国传统历法是在对太
阳和月亮的运行规律进行长期科
学观测的基础上，编算制定并经
国家颁布实施的时间制度。

“春节和中国传统历法之间的
联系体现出中国人对自然界和宇
宙知识的理解与掌握，是中华文
明连续性的突出代表和人类创造
力的具体体现。”王晨阳说。

谈及对非遗项目名称中“社会
实践”的理解，王晨阳强调，春节
是一个完整的、活态的非遗项目，
而不是多个项目的随意组合。贴
春联、买年货，看灯彩、逛庙会，吃
年夜饭、团圆守岁、向长辈拜年
……在世代传承与创新发展中，丰
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已然成为春节
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正是这些专属的、独有的非
遗代表性项目和非遗资源，成为
支撑春节这一非遗项目的‘筋骨
血脉’，带动众多其他项目辐辏骈
集，构成了春节的完整性和活态
性 ，使 春 节 散 发 出 浓 浓 的‘ 年
味’。”王晨阳说，春节正以丰富多
彩的文化表现形式，成为世界文
化多样性的代表。

“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一直
秉持着可持续发展理念，推动非
遗更好融入当代生活，助力乡村
振兴，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春
节作为以国家为社区、以全民为
群体的非遗项目，其生命力和当
代价值将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
得到进一步彰显。”王晨阳说。

贴春联

在蛇年，人们会精心挑选寓意吉祥的春联，如“龙去
神威在，蛇来喜气浓”，表达对过去一年的感恩与对新一
年的憧憬。

舞蛇灯

在一些地区，蛇年有舞蛇灯的习俗。蛇灯通常由竹
篾、纸或布制成，形态逼真。夜幕降临，舞蛇灯队伍穿梭
于大街小巷，灯火闪烁，犹如一条灵动的蛇在游动。这
一习俗源于古老的传说，寓意着驱邪避灾、祈求丰收。

吃蛇形美食

在蛇年，有的地方会制作蛇形糕点，用糯米粉或面
粉捏成蛇的形状，再加以点缀，既应景又增添了节日的
欢乐氛围。

佩戴蛇形饰品

人们会佩戴蛇形饰品，如蛇形玉佩、银饰等。蛇在
传统文化中有智慧、神秘的象征意义。佩戴这些饰品，
寓意着在新的一年里能获得蛇的智慧与庇佑，保佑自己
和家人平安顺遂。

祭祀祈福

在蛇年春节，许多家庭会举行祭祀活动。他们会准
备丰盛的祭品祭祀祖先，感恩先辈的恩泽，祈求祖先保
佑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家庭和睦。同时，人们也会前往
寺庙上香祈福，许下美好的心愿。

蛇年习俗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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