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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年，作为一名在外务工18年的游子，

一朝回到了父母身边，父母已是耄耋之年。回

想父母的养育之恩，无法回报，谨此献上一份孝

道篇，送给最尊重的父亲。父爱如山，爸爸，您

辛苦了……

父爱是苦度一生的轮回，和母爱一样无私！

如果说母亲似水，那么父亲就是一座山，高大，威

武……也许有时候我们并不需要很多，也许有时

候我们会觉得厌烦。但父母始终会在那里，静静

地等我们回家……

父爱之所以伟大就在于——父亲的肩似山，任你

依靠；父亲的胸似海，任你畅游；父亲的手似舵，任你航

行；父亲的情似酒，任你陶醉；父亲的爱似棉，任你牵扯

……而父母亲唯一不变的就是对儿女无私的爱！

父爱，它像白酒，辛辣而热烈，让人醉在其中；父爱是

一座山峰，让你的身心即使承受风霜雨雪也沉着坚定，母

爱像一杯茶，平坦而亲切，让人自然清新；父爱是一片大

海，让你的灵魂即使遇到电闪雷鸣，依然仁厚宽容。

有时候，我觉得父爱是一道光辉，让我的心灵即使

濒临于黑暗也能看见光明大道，又像是一阵微风，

给失落者的我带来力量；有时候父爱如雨，为我濯

洗心灵；父爱如灯，照我走完人生。现在我明白了，

父爱是纯洁而不可回报的、难懂的，忧郁而不可企

及的。父爱是深厚、纯净，如越久越纯的美酒，让我

们陶醉其中，却浑然不知这是千年的佳酿。

人的一生中能有几次与父亲相拥，有多少会

记得父亲的点点滴滴。因为母爱太慈祥了，掩盖

了严肃的父爱。人的一生中时刻惦记父亲的极

少，在困难时找到父亲的却最多。父爱如同一缕阳光，

让你的心灵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能感到温暖如春；父

爱是一种默默无闻，寓于无形之中的一种感情，像大山

般，肩负万载重量背挡千层风浪。母爱似水，无声却又

温暖在我身边。 （作者系前营乡小店头村民）

父爱如山父爱如山父爱如山
◎赵存良

科技使生活更美，供暖让乡民增祉。几曾冬寒降凛，夜液

成冰；一旦榻暖衾温，如沐春风，不禁热情洋溢，命笔跃然。

（一）
青春万事千般乐，老来四季维冬磨。
三碗热汤变两水，一盘冷菜成几垞。
凭窗赏景如履冰，对屏视频似临雪。
最令我辈难堪处，寒疾袭人可奈何？

（二）
一旦春江似村绕，每日夏浴分外娇。
老妻不踱兴自旺，少儿多跃趣益高。
客至茶甘情欣欣，朋来果甜意陶陶。
更是奋斗加薪水，何况无悔有微豪。

（三）
宜养春卉宜植草，利吾施工利尔曹。
妙手按键增藻丽，拙笔挥墨添妖娆。
耄耋卧榻病痛减，儿童读书兴致饶。
口称碑颂举措美，乡村振兴又一高。

科技惠乡七律三首
★余文政

昨 天 成 旧 岁 ，
今 日 是 新 年 。
时 序 川 流 水 ，
春 秋 视 等 闲 。

又一年
★张亚旭

百 年 风 雨 百 年 根 ，
情 系 丝 弦 曲 艺 人 。
唱 尽 悲 欢 天 下 事 ，
沧 桑 一 笑 不 须 嗔 。

致余书习先生
★阿卫国

元旦（现代别名：公历年、新

历 年 、阳 历 年 ，英 文 名 ：New

year's day）是人们为了庆祝新

年开始的第一天而设定的节日，

日期在公历的1月1日。

元旦标志着新一年的到来，

中国古代历代皇朝都会在元旦

这天举行庆贺典仪祈祀等活动，

民间也逐渐形成祭神佛、祭祖

先、贴春联、放鞭炮、守岁、吃团

圆饭等娱乐欢庆活动。

名称来由 元，谓“始”，凡

数之始称为“元”；旦，谓“日”；

“元旦”意即“初始之日”。元旦

又称“三元”，即岁之元、月之元、

时之元。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

中，“元”，是开始的意思；“旦”，

是早晨的意思。据史料记载，在

中国历史上，“元旦”有许多称

谓，如元日、元正、元辰、开年、元

春、上日、华岁等，但在诸多称谓

中还是以称“元旦”最普遍，时间

最长久。

一、发展变化
传统元旦 中国传统的元

旦是指正月初一，“元旦”的概

念，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具体

所指也不尽相同。中国的“元

旦”这一概念，历来指的是正月一日。“正月”的计算

方法，在汉武帝时期以前也是很不统一的。因此，

历代的元旦月、日也并不一致。夏朝的夏历以春季

一月为正月，商朝的殷历以冬季十二月为正月，周

朝的周历以冬季十一月为正月。秦始皇统一中国

后，又以冬季十月为正月，即十月初一为元旦。从

汉武帝起，规定春季一月为正月，把一月的第一天

称为元旦，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

“元旦”一词最早出现于《晋书》：“颛帝以孟夏

正月为元，其实正朔元旦之春。”汉代崔瑗《三子钗

铭》中叫“元正”、晋代庾阐《扬都赋》一赋中称作“元

辰”、北齐时的《元会大享歌皇夏辞》一辞中呼为“元

春”、唐德宗-李适《元日退朝观军仗归营》一诗中谓

之“元朔”。

南北朝时，南朝文史学家萧子云的《介雅》诗中

有“四季新元旦，万寿初春朝”的记载。宋代吴自牧

《梦粱录》中有关于：“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

新年。一岁节序，此为之首。”的记载。

新式元旦 公元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

命推翻了满清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了“行夏

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民国元年决

定使用公历（实际使用是1912年），并规定阳历1月1

日为“新年”，但并不称为“元旦”。各省都督代表在

南京开会决定使用公历，把农历的正月一日叫做“春

节”，把公历的1月1日称为“元旦”，不过当时并没有

正式公布。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布成立，孙中山在南

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在就职誓词中，孙中山以“中华民

国元年元旦”为结尾。这就是中国“元旦”的来历。

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在决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也决定采

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即我们所说的阳历。元

旦，指西元纪年的岁首第一天。

为区别夏历和公历两个新年，又鉴于二十四节

气中的“立春”恰在夏历正月初一的前后，因此便把

夏历正月一日改称为“春节”，公历1月1日定为新年

的开始——“元旦”，并列入法定假日，成为全国人民

的节日。

每年1月1日，标志着新一年的到来，人们习惯

将这一天称为“元旦”，俗称“公历年”、“阳历年”或

“新历年”。

相关传说 传说一：中国的元旦起于三皇五帝

之一的颛顼，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传说二：

在4000多年前远古的尧、舜盛世之时，尧在位时勤

政于民为百姓办了很多好事，很受广大百姓爱戴，

但因其子无才不太成器，他没把“部落联盟”的首领

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了品德才能兼备的

舜。尧对舜说：“你今后一定要把帝位传交好，待我

死后也可安心瞑目了。”后来舜把帝位传给了治洪

水有功的禹，禹亦像舜那样亲民爱民为百姓做了很

多好事，都十分受人爱戴。后来人们把尧死后，舜

帝祭祀天地和先帝尧的那一天，当作一年的开始之

日，把农历正月初一称为“元旦”，或“元正”。据说

这就是古代“元旦”的由来。

二、节日习俗
中国新年 晋代诗人辛兰曾有《元正》诗：“元

正启令节，嘉庆肇自兹。咸奏万年觞，小大同悦

熙。”记述元旦庆贺情景。现代中国的元旦，根据中

国政府将其列入法定假日，成为全国人民的节日。

放假一天，后常常将当日前或后双休日调整，一般

连续休息三天。现代中国对元旦的庆祝较之春节，

重要性要小得多。一般机关、企业会举行年终集体

庆祝活动，但民间活动很少。

各国新年 西方元旦：西元前46年，古罗马凯

撒把这一天定为西历新年的开始，为了祝福双面神

“Janus”，这位罗马神话中的门神，“Janus”后来也演

化为英文一月“January”这个词。

英国：元旦前一天，家家户户都必须做到瓶中

有酒，橱中有肉。英国人认为，如果没有余下的酒

肉，来年便会贫穷。除此之外，英国还流行新年“打

井水”的风俗，人们都争取第一个去打水，认为第一

个打水的人为幸福之人，打来的水是吉祥之水。

西班牙：西班牙人在元旦前夕，所有家庭成员都团

聚在一起，以音乐和游戏相庆贺。午夜来临，十二点的

钟声刚开始敲第一响，大家便争着吃葡萄。如果能按

钟声吃下12颗，便象征着新年的每个月都一切如意。

保加利亚：元旦用餐时，谁打喷嚏谁准会给全

家人带来幸福，家主将第一只羊、牛或马驹许给他，

以祝愿他给全家人带来幸福。

来源：河南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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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戚延宾，河南省

宝丰县人。国家一级美术师，河

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北

京）艺木书画院特聘理事，主创

画家，河南省书画学会华中书画

研究院副院长，河南省尧山书画

院副院长，河南点点好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特聘书画家。

本人自幼酷爱绘画，多年

来潜心研习古今名家山水技

法，逐步形成了自己唯美大气

雅俗共赏的独特画风。作品多

次在国家和省市展览中获奖。

▲虎气生生（国画） 戚延宾作

◀华山雄姿（国画） 戚延宾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