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朝时，我国采用的是夏历，以正月为一岁之

首，即一年的第一个月。商代改夏历的12月为岁

首，周朝又改夏历的11月为岁首，秦朝再改历，夏

历的10月成了一年之首。汉初沿用秦历，至汉武

帝太初年间（公元前104至101年）修改历法，确定

采用夏历，自后各朝沿用至清末，民间俗称“阴

历”，又叫“旧历”。

1911年 10月 10日，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满清

王朝，封建专制制度宣告终结。各省代表先是在

武汉，后迁往南京会议，酝酿商讨组建中华民国政

府事。

12月25日，孙中山从欧洲回国到达上海，次日

召集同盟会干部开会，就新政府的组建拟定同盟

会方面的意见。27日，各省代表会议再次举行，黄

兴代表同盟会提交议案，内中的一项，就是行将建

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应改用公历。

“旧历”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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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坚持改用公历
也就在 1911 年 12 月 27 日这

一天，在上海的中山先生，会见了

由马君武带领来访的各省代表会

议代表，商谈组织临时政府问

题。他向代表们提出了改用公历

事：“本月13日（农历 11 月）为公

历 1 月 1 日，如诸君举我为大总

统，我就打算在就职那天，同时宣

布中国政府改用公历，是日为中

华民国元旦，诸君以为如何？”

代表中有人说：“此问题关系

甚大，因中国用阴历已有数千年

的历史习惯，如毫无准备骤然改

用，必多窒碍，似宜慎重。”

中山先生坚持说：“从前换朝

代，必改正朔，易服色，现在推倒

专制政体，改建共和，与从前换朝

代不同，必须学习西洋，与世界文

明各国从同。改用公历一事，即

为我们革命成功后第一件最重大

改革，必须办到。”

代表答道：“兹事重大，当将

先生建议报告代表会议决定。”

南京各省代表会议上，马君

武报告了在沪与中山先生洽谈经

过。于改用公历一节，主张暂时

不改者为多，辩论甚久莫衷一

是。最后马君武强调中山先生于

此事持之甚坚，望同人勉予赞同，

才获通过。

老照片之安庆

民国时期推行公历的艰难之路
陆茂清

公历，俗称阳历，早在16世纪时，就已成了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通用的历法。而我国采用

公历的时间不足百年，在民国期间几经曲折始

得颁行，颁行十余年间又屡遭禁废，直至南京

国民政府成立后才成定局。

改用公历发生争执
不料横生枝节。12月29日，

各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先生为

中华民国大总统后，继而讨论大

总统就职典礼程式时，忽有代表

对新政府改用公历提出异议，由

是发生争执。

反对改历者引了孔子“用夏

之时”的话，声称圣人之言不可

违。又说自汉朝太初年间重新采

用夏历后，直至清朝成为历朝未

变之定制，已有二千余年历史，祖

宗之法不可轻改。

在上海的中山先生，马上去

电宣明态度：必须按通过之议案，

中华民国政府改用公历，否则决

不到南京任职。

由于孙中山无以伦比的威

望，及多数代表的努力，争端终

告解决：维持原议，中华民国采

用公历。

各省代表会议于是派汤尔

和、王宠惠等前往上海，迎请孙中

山莅临南京就职。1912年1月1日

晚上，中山先生宣誓就任中华民

国临时大总统。

中山先生旋即通电各省改用

公历：中华民国改用公历，以1912

年 1 月 1 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

旦。经由各省代表团议决，由本

总统颁行。

公历施行屡起反复
报纸、电讯传播处，中华民

国政府采用公历广为知晓。然

而，公历施行屡起反复。

1915 年底，做着皇帝梦的袁

世凯于 12 月 12 日宣布恢复帝

制，废止民国纪元，重新采用夏

历（阴历），不久，他下令改 1916

年为洪宪元年。

好梦不长。讨伐声中，袁世

凯被迫于 1916 年 3 月 22 日宣布

取消帝制，废止洪宪年号，仍以

本年为中华民国6年。

1917 年 7 月 1 日，辫帅张勋

复辟，拥溥仪“重登大宝”，宣

布废除公历，改民国 6 年为宣

统 9 年。

也是黄粱一枕。7 月 12 日，

讨逆军攻入北京，辫子军或死

或逃或降，张勋逃入荷兰使馆

保命，溥仪宣布退位，恢复民国

纪元。

北洋政府时期，军阀各把一

方，阻碍公历推行。

如山东省长龚炳积曾通电

全国，提议恢复旧历即阴历，公

历在山东自然难以推行了。

又如1926年下半年，把持北

京政权的东北大帅张作霖，公

然令中央观象台编售旧历书。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东北易

帜后，全国归于统一。1930 年 5

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与中宣部作

出决定，重申以公历为国家现行

历法，并严禁私印私售旧历，违

者以法论处。至此，公历方才得

以在全国范围实际采用。

宣誓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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