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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2244//11999966日日历历““撞撞脸脸””
很很多多人人想想买买““旧旧历历””过过新新年年

近日，有网友发现2024年公历
日历与1996年完全一样，相关消息
引发网络热议。

据央视网报道，2024年和1996
年都是闰年，且元旦同为星期一，这
意味着今年的公历日历跟1996年完
全一样。

发现日历“撞脸”后，有市民开
始翻找家当，看能否把旧日历找出
来继续用一下。

2024年1996年
仅阳历日期相同 农历有差异

“时隔28年，阳历日期全一样，
还能找到1996年的旧日历吗？”1月
13日，西安市民王女士在朋友圈留
言说，她发现，2024年的日历和1996
年日历的阳历日期完全一样，“2024
年和1996年都是闰年，2月份都有29
天，且元旦同为星期一，12月31日，
均为星期二。”

1月13日，记者查询2024年和
1996年的日历发现，这两年的公历
日期分布确实完全相同。但农历并
不相同，2024年的除夕是2月9日，而

1996年的除夕是2月18日。比如马
上到来的“腊八”，2024年日历显示
是在1月18日，而1996年日历显示在
1月27日，相差了9天。

为什么相隔28年，阳历日历会
撞脸呢？有专家表示，这是一个历
法知识。2024年的公历日期与星期
的对应结果与28年前的1996年相
同。因为2024年是闰年，每4年会遇
到一次闰年。由于平年一年365天，
相当于有52周零1天，闰年一年有
366天，是52周加2天。所以两个闰
年同一日期的时间间隔为1461天，
等于208周加5天。这一日期对应的
星期数会顺移5天。这样，最快要经
过7个闰年，星期数才会顺移为7的
整数倍，与星期对应上。因此2024
年与1996年阳历日期相同。对于平
年，只要经过6年或11年就会相同，
比如2023年与 2017年、2025年与
2014年阳历日期相同。

日历“撞脸”引发集体追忆

这个有趣的现象，引发不少人
在网购平台寻找购买1996年的旧

日历。
西安市民唐先生生于1996年，

今年28岁，他也在到处寻找1996年
的日历，“把新旧两本日历放在一起
翻翻，会有种岁月从手中划过的感
觉。”

唐先生的妈妈也加入到了帮助
寻找1996年旧日历的队伍中，1月13
日，她说，1996年，是个特殊的年份，
除了宝贝儿子出生，另外，那是一个
没有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时代，
人们的交往更加真实和直接，用这
个老日历，每翻一页就像是在重温
那个年代的记忆。那时候一切都显
得那么简单和纯真。

日历的这一次“撞脸”，引发集
体追忆。这几天，很多人在分享着
他们使用1996年日历的照片和故
事，有市民说，“寻找1996年的日历，
不是真的要用它，更多的是因为它
们唤起了人们对过去的美好回忆。”

很多人想找到1996年的旧日历

这种日历“撞脸”也带动了线上
的购买热潮。据了解，某二手平台

上，近一周内，1996年旧日历的新发
量与成交量飙升600%。

记者以“1996年日历”搜索发
现，目前在售的既有老款手撕日历，
也有米老鼠、奥特曼、明星海报等主
题的生肖日历瓷盘，价格从数十元
至200多元不等，还有一种是1996年
的手撕日历，二手平台上的价格是
30多元钱一张，商家在宣传时也说，
最近，1996年的日历，已经成了“香
饽饽”。

以1996年366天计算，如果一本
日历卖完，售价高达13908元。卖家
说，“拍下需告知具体阳历日期，二
手商品，多少可能会有瑕疵，都是当
年的老物件”“所售日历都是原版，
都是自己多年收藏起来的”。

有买家调侃说，旧日历都成了
理财产品了，这跑赢了市面上很多
产品。还有网友说，闰年日历完全
相同的情况并不罕见，每经过一个
28年的周期，闰年日历就会完全一
样，今年抢不到1996年的日历别灰
心，多买点今年的日历，等到2052年
又能派上用场了。

旧日历热是一种回忆
年代感是日历独特的文化内涵

1月13日，针对这一现象，文化
学者、陕西节庆文化促进会会长阎
建滨认为：“28年一轮回是阳历历法
的一种正常现象，‘1996年旧日历
热’，不是简单的收藏热，而是1996
年出生的一代人，对自己青春的回
忆。买的不是单纯的旧历，而是对
自己人生岁月的再认识。”阎建滨
说，“旧日历价格炒得比较高，甚至

超出了原价的好多倍，看似日历有
价，实则情感无价。年代感是日历
独特的文化内涵，是鲜明的个性化
产品，是不可再生的文创产品。”

阎建滨表示，1996年出生的人，
到2024年即将进入而立之年，也是
一代人再回首的起步阶段。旧日历
热，彰显着“90后”已经成长起来，成
为中国主力消费群体。

文化
学者

中国历法是阴阳合历
只是一次重合现象

知名民俗专家，西安市非遗保
护中心副主任王智说，中国的历法
是阴阳合历，日历上标注了多种历
法，包括公历、农历、二十四节气、生
肖纪年、天干地支纪年等。公历只
是其中一种，所以单纯地把1996年
的日历找出来，其实可用性不强。
这两个年份只是星期和公历节假日
重合。

王智说，中国传统节假日中多
是参考阴历的，端午、中秋、重阳、春
节都对不上，即便是清明节日期对
上了，但是作为节气的交节点对不
上，所以，对两个年份公历重合的现
象，不必太认真。“2024年也是中国
农历春节申报人类非遗年，希望大
家要多关注中国传统节日与历法中
的文化与智慧。”

今年的大年三十还在
未来5年的去哪了？

虽然年三十会“消失”
但爱不会消失，万家团圆的除夕一直都在！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的独特之
处不仅仅是公历日历与1996年相同，
而且还拥有着“近几年最后一个年三
十”。

据悉，农历龙年的除夕为2024年
2月9日大年三十，而受“朔望月周期”
的影响，从2025年开始直到2029年，
连续五年的除夕，都是“大年二十
九”。天文科普专家表示，大年三十
时有时无是正常历法现象，系农历大
小月所致。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
学会理事杨婧介绍说，我国农历中的
月是按月亮盈亏圆缺变化的周期定
义的，称之为“朔望月”。这源于我国
历法规定，将完全看不到月亮的那一

天定为农历初一，称之为“朔”；看到
满月的那一天称之为“望”，可能出现
在农历十四、十五、十六甚至十七；再
到下次“朔”的日期为下一月的农历
初一。这样，一个完整的周期就是

“朔望月”。
由于月球、地球、太阳之间的相

对运动是自然节律，朔的确定要根据
月亮和太阳的真实位置来确定，朔的
时刻可能会落在一天的任何时间，所
以每个“朔望月”也不相同，一个朔望
月的平均长度为29.5306天。由于一
个月的天数要用整数表示，因此有时
是小月（29天），有时是大月（30天），
而且大小月的出现并非一大一小这
样的间隔排列，也有可能出现连续几

个大月或连续几个小月的情况，这需
要通过精确的计算来确定。但总的
来说，大月的数量要比小月多，同样
有大年三十的农历年份要比没有大
年三十的农历年份多。

以农历癸卯兔年的农历十一月
和腊月为例，农历十一月初一（公历
2023年12月13日）到腊月初一（公历
2024年1月11日）之间为29天；腊月
初一至农历甲辰龙年的正月初一（公
历2024年2月10日）之间为30天。

杨婧表示，大年三十“缺席”的
情形差不多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一次，
如2013年、2016年、2022年，甚至于
还有可能会连续“缺席”，如2025年到
2029年连续5年、2039年至2041年连

续3年都没有大年三十。但连续5年，
腊月均逢小月，都没有大年三十，比
较罕见。正因如此，这则消息格外引
人注目。

统计显示，未来26年，也就是到
2050年，农历春节前一天为大年三十
的共有14次，没有大年三十的有
12次。

杨婧表示，虽然大年三十时不时
地就玩一回“消失”，但不管是大年二
十九还是大年三十，除夕一直都在，
人们吃年夜饭、祭祖、守岁，一起迎接
农历新年的到来。

据新华社、《华商报》、财经网、小
央视频

民俗
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