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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日本的年号从“平成”
改元“令和”的新闻引起了许多人的
热议，很多中国人也重新探讨起了
年号这个沉寂已久的话题。也有许
多人疑惑，为何创立于中国的年号
文化，却最终在中国消失了？年号
的发展到底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
程呢？而年号制度对我们中国人又
意味着什么？当我们翻开历史的画
卷，展现在面前的竟是一座由神传
文明所构建起的宏伟殿堂。

年号的奠定
众所周知，年号纪年法是汉武

帝创立的，两千年来一直是中国的
各个朝代的纪年方式。据《史记》记
载，官员建议汉武帝用祥瑞的天象
和征兆作为帝王的年号。“有司言
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
元曰建元，二元以长星曰元光，三
元以郊得一角兽曰元狩云。”汉武帝
便纳了这种建议，将中国历史上第
一个年号命名为建元，预示着中国
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自汉武帝登基以来，大力施行
新政，推崇儒术治国，这一举动触
怒了当时信奉黄老之学的窦太皇太
后。无奈武帝只得搁置改革措施。
直到建元五年（公元前 136 年），
窦太皇太后突然去世。

公元前 134 年，天上出现了一
颗彗星。古代占星术发达，能根据
星的运行、分野和气象的征兆等等
来预测人事。

“彗，所以除旧布新也。” （《左
传》）古人认为，彗星的出现是除
旧布新的征兆，属于重大的天象
变化。因其在天空中留下的长长
的彗尾，故民间也把彗星称为“扫 
帚星”。

彗星的出现预示着汉武帝革除
旧政，推行新政的举措。窦太皇太
后死后，汉武帝下诏恢复博士官，
召回之前被罢黜的儒生，大汉朝至
此改弦更张，变守成为尚功，并即
将成长为雄居东方的强大帝国。为
顺应这种除旧布新的天象，故称年
号为元光。

公元前 122 年，“元狩元年冬
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
作《白麟之歌》。”（《汉书》）汉武帝
郊祭的时候捕获了一只麒麟，创作

《白麟之歌》，称年号为元狩。麒麟
是一种仁兽，麋身，牛尾，马足，
五色，圜蹄，一角，古人认为王者
德至鸟兽则麒麟出，是一种非常吉
祥的征兆。

公元前 113 年，汉朝又出现了
一件奇事。“其夏六月中，汾阴巫
锦为民祠魏脽后土营旁，见地如钩
状，掊视得鼎。鼎大异于众鼎，文
镂毋款识，怪之，言吏。”(《史记》
)。百姓在祭祀时，看到地面隆起呈
钩子的形状，挖开一看，竟然是一
只不同寻常的大鼎。

鼎是皇权的象征，国之重器。
伏羲造鼎表示一统。黄帝铸鼎三
只，象征天地人三才。大禹铸九鼎
以祭祀天地神明，当时九鼎铸成之
后，一些山林川泽中鬼魅因此不敢
现身了。“昔禹收九牧之金，铸
鼎荆山之下，入山林川泽，螭魅
蝄蜽，莫能逢之，以协承天休。” 

（《说文》）
宝鼎的出现乃是上天显示的符

瑞，这也直接影响了汉武帝之后决
定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当时有大

臣向汉武帝建言 ：“宝鼎出而与神
通，封禅。”用宝鼎祭祀可以沟通天
地神明，而封禅则是最为盛大的祭
祀活动。

现在认为，封禅是皇帝将自己
的功绩告知上天的举动，表明自己
秉承天命的一种方式，以此来祈求
神的保佑。而人们往往忽略了其中
也有武帝效仿黄帝当年鼎铸修炼，
封禅泰山，怀求仙修炼之大愿。

当年黄帝带领群臣一边作战一
边修炼，他开采首山的铜矿而铸宝
鼎，鼎铸成后，有一条龙从天而
降，带领群臣和嫔妃七十余人飞升
而去。而未修成的臣子们，拽着龙
须也想一同上天，可最后都被甩了
下来。没修成的人抱着黄帝的弓嚎
啕大哭，后人便把那张弓称为“乌
号”，把黄帝飞升处称为鼎湖。这
是一次非常壮观的神迹展现，其事
迹也以武帝与大臣对话的形式被记
录在了《史记》中。

汉武帝在听完黄帝飞升的事迹
后说道 ：“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
视去妻子如脱躧耳。”对比修炼，汉
武帝将亲情视为可以随时脱掉的鞋
子，足以证明他的悟性很高，根基
非凡。

汉武帝因宝鼎的出现而改年
号为元鼎。而后又效仿黄帝封禅
泰山，改年号为元封。公元前 104
年，汉武帝为了颁布新历法举办了
盛大的典礼，此历法以正月为岁
首，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
气，取代了秦汉以来的《颛顼历》，
并把那一年定为太初元年，新历法
也因此得名《太初历》。这些重大的
历史事件通过年号这种形式，被印
刻在了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永远流传
了下来。

年号的发展演变
为了奠定年号文化，神进行了

系统有序的安排。故而从年号的创
立之初，就显示出了皇权就与天地

神明之间的联系，古人谓之君权神
授。而历代的君王为了上顺天道、
下和万民，在更改年号的过程中，
经常使用诸如天、乾、永、建、
神、 龙、 凤、 大、 太、 元、 延、
正、光、景、开、嘉等有纪念、宏
大、神圣、开创、祈福之寓意的美
好中正之词汇。

当然，在为年号命名时，有许
多直接出自《道德经》、《周易》等一
些道家经典，其中“明道若昧，进
道若退，夷道若颣。上德若谷，大
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 

（《道德经》）只短短两句话，就衍生
出了如“明道”、“上德”、“广德”、

“建德”这四个年号。
古代许多帝王尊崇老子，将无

为而治视为为政的最高标准。皇
帝虽贵为天子，但从另一个角度
来说，他们更像是神选定的“修炼
者”，每当修炼有成，如能平乱、
安民、勤修德政、整饬吏治，上天
就会显示以祥瑞。如皇帝怠慢“修
炼”，导致政治昏聩、内忧外患等
一系列问题，上天则会以异象警
示，如皇帝不知悔改，上天就会降
下灾难。

因此在年号的命名上，许多帝
王会因天下出现的祥瑞之事而改
元。如汉宣帝时期，“二年春二月，
诏曰 ：‘乃者正月乙丑，凤皇、甘露
降集京师，群鸟从以万数。朕之不
德，屡获天福，祗事不怠，其赦天
下。’”（《汉书》）汉宣帝因出现凤凰
翔集，天降甘露与皇宫之内种种祥
瑞而改元“甘露”。

唐高宗之时，（公元 664 年）
“去年绛州麟见，又含元殿前麟趾
见，于是改元。”（《资治通鉴》）因
出现麒麟而改元麟德。

祥瑞是上天的鼓励，意在期待
帝王做的更好，可有的皇帝却沉迷
祥瑞。这不可避免的让许多小人有
了可乘之机，因此投其所好，编造
各种祥瑞来博取皇帝的信任，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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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暢遊

年号：神传文明的宝藏

汉武帝

话传统运动——踢毽子
文 / 新竹

踢毽子是我国传统的体育运
动，是古代“博戏”的一种。中国
人踢毽子的历史很长，在汉代的
画像砖上已有踢毽者的形象了。
古人认为踢毽子最初来源于蹴
鞠，而蹴鞠相传为黄帝所作。这
么看来，这小小的毽子，其来历
也非同寻常。

毽子的组成很简单，为毽铊
和毽羽两部分，毽铊多用铅、锡
或几片铜钱，而毽羽则多用鸡
羽，制作起来非常方便，因此也
有利于这项运动的传播，甚至成
为一些地区过年过节的“岁时”活
动。承德便是其中之一，当时几
乎是户户有毽，人人会踢。到了
新年，人们便三五成群，上街踢
毽。而广州人则会在元宵节那天
举办毽子会，踢者甚众，亦是热
闹非凡。

踢毽子的方法很多，“有里

外廉、拖枪、耸膝、突肚、佛顶
珠、剪刀抛之名色”（《燕京岁时
记》）踢毽子可以边跑边踢，除
了用脚踢，还可以使用膝盖、腹
部、头部玩出各种花式。

《帝京岁时纪胜》记载“都门
有专艺踢毽子者，手舞足蹈，不
少停息，若首若面，若背若胸，
团转相击，随其高下，动合机
宜，不致坠落，亦博戏中之绝技
矣。”清朝光绪年间 ，承德有个
百岁老人，能踢出金龙探爪、喜
鹊登枝、狮子滚绣球等上百种 
花样。

由于踢毽子花样繁多，可难
可易，因此也常常受到古代女性
的欢迎。古诗云：“青泉万迭雉朝
飞，闲蹴鸾靴趁短衣。忘却玉弓相
笑倦，攒花日夕未曾归。”女孩们
踢着、嬉笑着，玩得痛快了，索性
脱掉外套。一直踢到夕阳西下，女
孩们都笑倦了，还留恋于攒花的
乐趣之中。此攒花即是踢毽子的

其中一种，女孩们不知疲倦地踢
毽子的样子，足见其带给人们的 
欢乐。

当然，这么好玩的踢毽子，
不只是寻常百姓的专属，就连光
绪皇帝的瑾妃也都非常喜欢。午
休完，瑾妃常常与大家一起踢毽
子。踢毽时，她要把大衣襟的下
摆塞在腰搭上。有时还把毽子踢
的很高，踢到前殿的匾后面。这
时，就唤来小太监，用竹竿挑下
来再接着踢。瑾妃一踢起毽子就
停不下来，常常踢到晚饭时间才
肯罢休。

踢毽子既锻炼了身体，又
能从中获得十足的乐趣，因此
能根植民间，延续千年不衰。
记得笔者小时候，踢毽子还是
一种比较热门的娱乐活动。可
现在的孩子们，被电视、电
脑、手机等电子鸦片所包围，
似乎再也体会不到我们儿时的
那种快乐了。Ⓞ

能明辨，则与国危害甚大。
唐太宗深知帝王沉迷祥瑞的害

处，曾对大臣说“朕此见众议以祥
瑞为美事，频有表贺庆。如朕本
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
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
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
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于桀、
纣？尝闻石勒时，有郡吏燃连理
木，煮白雉肉吃，岂得称为明主
耶？又隋文帝深爱祥瑞，遣秘书监
王劭著衣冠，在朝堂对考使焚香，
读《皇隋感瑞经》。旧尝见传说此
事，实以为可笑。夫为人君，当须
至公理天下，以得万姓之欢心。若
尧、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爱
之如父母，动作兴事，人皆乐之，
发号施令，人皆悦之，此是大祥瑞
也。自此后诸州所有祥瑞，并不用
申奏。”

真正的圣明的帝王，不会为祥
瑞而动心。这也表现在了唐太宗的
年号“贞观”二字中。贞观取自《周
易 • 系辞传下》：“天地之道，贞观
者也。”太宗朝以贞观为年号并沿用
一生，为后世展现了何为正道治国
之典范。贞观短虽二字，在中国人
心目中却有着极重的分量。

蒙古族入主中原后，建立了举
世无双的强大帝国，公元 1264 年，
元世祖忽必烈改年号为至元并使用
长达 31 年，至元二字同样出自于

《周易》，乃至哉坤元之义。
到了明清时期，因考虑到频换

更变年号而产生的不便，皇帝们除
了登基时改元外，不再改换年号。
因此，后世便用年号称呼起了皇
帝，如“永乐大帝”、“嘉靖皇帝”、

“康熙”、“雍正”、“乾隆”等。

因灾异而改元的启示
当然，与现代人不同，古人对

灾难的产生和消弭有一套自己的认
识。当天下发生较大的天灾时，有
的帝王便会选择改元以禳灾。

汉宣帝时，公元前 69 年，“夏
四月壬寅，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
崩水出。”（《汉书》）当时发生了一
起非常大的地震，连先祖的宗庙都
毁坏了。

汉宣帝下诏说 ：“盖灾异者，
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
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
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
惧焉。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
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辅
朕之不逮，毋有所讳。令三辅、太
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律
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条奏。被地
震坏败甚者，勿收租赋。”（《汉书》）

汉宣帝认为，灾异是天地的警
示，因不能“和群生”而致使天怒。
于是改穿素服反省自己的过失，五
日不上正殿。然后大赦天下，改 
元节。

也有许多人提出，为什么皇帝
做的不好要老百姓来承担罪过。其
实并非如此。生命是一个非常庞
杂、庞大的系统。用人体比喻，皇
帝象征着人的思想、内心，指导着
人体做着各种事情。如思想想要熬
夜、酗酒，过后身体就会感觉疲
惫、呕吐或者生病。实际上就是提
醒自己，这样的做法，对身体是有
害的。所以人就会选择吃药、调整
作息以及戒除不良嗜好等一些方式
来改善身体，回归正道。其实这种
身体反应出来的负反馈和上天发出
异象是非常相似的。

可人人又都是个体生命，生生
世世做了很多坏事。神只不过是利
用人自身的业力用以惩罚人和警示
帝王。因为天地的法则是绝对的公
平的。被惩罚的人也并非就落入万
劫不复的地步。如果此人因此而还
清了业债，过后便会得到幸福。

其实恶报也是神仍在看护着
人的一种特殊的表现。但如果皇
帝敬天信神、勤修德政、善化民
众，也会使得这种灾难减轻或者消
失，那是神看人变好而为人所承 
受的。

顺带一提，与帝王改元相似，
许多人在经历了一些变故或人生不
顺遂时会改名，目的是为了改变运
势。实际上，想要改变运势除了敬
天信神、修德做好事外，用其他方
式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即便一时
可行，那也只是把磨难推迟到了后
半生或以后去了。只有真正洗心革
面、重新做好，那才是正途，而改
名只是一种表面形式，意在告诉上
天自己要与错误的过去决裂，有点
作用，但不是关键。这也使得许多
不明就里的人舍本逐末，错把改名
当成趋吉避祸的唯一方式。

比较典型的例子还有宋仁宗。
公元 1034 年，他因连年大旱改元
“景 佑”。 庆 历 九 年（公 元 1049
年），又因大旱改元“皇佑”。后又
因日蚀而改元“至和”。无不是这种
思想的反映。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的道德逐
渐下滑，人与神的距离越来越远，
神迹和祥瑞也越来越不展现在世人
面前，特别是自中共篡权以来，大
肆宣扬无神论，咒天骂地，强行割
裂人与神之间的联系。

在中共对中国传统文化斩草除
根式的灭绝的同时，传承千年的年
号制度也被一同拔除。民众在谎言
中成长，在斗争哲学中生存，丧失
了分别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的
能力。

在对待天灾异象时，中共有着
一整套丧事喜办的流程和所谓的

“科学”解释，与几千年来的历代统
治者那种反求诸己的思想观念截然
相反。

因而人们发现，各种天灾异象
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极端。现代人
把它笼统的归结为自然现象，不再
探讨天与地、神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中华大
地接连爆发了非典和新冠的瘟疫大
流行。人们惊奇的发现，共产党员
和那些盲从中共的人密集病亡。可
中共仍旧维持老一套，一边极力掩
盖死亡人数，一边大谈抗疫胜利。
其实明白人都知道，这是中共因迫
害法轮大法引来的天劫。正如董仲
舒所言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
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
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
伤败乃至。”

结语
年号，是一本浓缩了的历史书， 

当我们偶然读到“康乾盛世”、“贞
观之治”时，那藏于年号中的巨大
信息量会以极快的速度被唤醒，似
乎历史的沧桑变幻、兴衰荣辱早已
融进了我们的血液。在这座神传文
明所构建起的殿堂中，年号文化熠
熠生辉，它将古人的智慧进行了高
度凝练的总结，并试图告诉我们，
敬天信神、顺天而行方是我们保全
自己、延续文明的唯一正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