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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国务院发布 《国务院关于修改 〈全

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的决定》， 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决定规定， 全体公民法定

节假日增加 2 天， 即农历除夕、 5 月 2 日。 全
体公民放假的假日， 可合理安排统一放假调休，

结合落实带薪年休假等制度， 实际形成较长假
期。 除个别特殊情形外， 法定节假日假期前后

连续工作一般不超过 6 天。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2025 年部分节假日安
排的通知 12 日也向社会发布。 根据通知，

2025 年， 春节放假 8 天。

你知道吗？ 我国自古就有春节放大假的传
统， 放假七天的习俗可以追溯到唐朝。

春节放假七天始于唐

朝

唐玄宗颁布的 《假宁令》：

“元正、 冬至， 各给假七日。” 意思

是， 春节放假七日， 冬至放假七

日。

宋代延续了这个天数， 不但保

留着元日 （即现在的春节）、 寒食、

冬至各放假七日的规定， 公务人员

到了年终还有“封印” 假期。 所谓

“封印”， 就是把官府的印信、 关防

等加上封条锁起来， 也即代表着停

止办公。 而相应的， “开印” 即是

指打开封条， 重新恢复办公。

明代的春节假期一般是四天，

从除夕到正月初三。 所以， 明代田

汝成 《西湖游览志》 说“除夕官府

封印， 至新正三日始开”。 但京城

的官员和各地方的重臣在初一这天

要给皇帝拜年， 无形中少了一天的

假期。

清代的春节假期是一个月。 每

年的封印日， 在腊月十九、 二十、

二十一日这三天中选择一天， 同样

的， 开印日， 在次年的正月十九、

二十、 二十一日中选择一天， 三天

中具体选择哪一天， 则由钦天监选

择吉日， 奏明皇帝后颁示全国遵

行。 每年的封印和开印， 官府都要

举行非常隆重盛大的典礼。 届时衙

门四处都张灯结彩， 粉饰一新。 官

员们身穿朝服， 喜气洋洋地互相拜

贺， “望阙行九拜礼”。 在封印到

开印的一个月里， 官员们可以走亲

访友、 纵情玩乐。 但是开印之日一

到， 各衙门则恢复办公， “涛声依

旧” 了。

春节期间， 一些官吏

不得休假

在周代， 立春是先民必须举行

的盛大节日活动， 因此立春当时又

叫春节。 周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去东

郊迎春， 祈求丰收， 回宫后要赏赐

群臣。

春节早上， 大臣要向帝王拜

年。 周朝正月初一早上， 各路诸侯

与文武大臣会集殿廷， 向周天子拜

贺新年； 汉代则称之为“朝贺礼”；

经魏晋至唐宋， 直到清末， 此仪式

世代传承， 规模之盛大热烈， 堪称

空前。 这种仪式就是团拜。 朝廷要

举行很重要的朝贺之礼， 皇帝要穿

上最隆重的衮服， 百官都要在这一

天赶来向皇帝“拜年”。 文武百官

上朝的时候都会穿上象征吉祥的红

色官袍， 平日里大臣们上朝却并非

规定一定要穿红色官袍。

在唐朝， 地方主要行政长官在

春节期间严禁离开衙门回老家。 这

就断绝了地方官员在老家过年的可

能性， 他们要想跟家人团聚， 地点

只能定在衙门。 唐朝韦应物作诗

云： “一从守兹郡， 两鬓生素发。

新正加我年， 故岁去超忽。 淮滨益

时候， 了似仲秋月。 川谷风景温，

城池草木发。 高斋属多暇， 惆怅临

芳物。 日月昧还期， 念君何时歇。”

大意是说： 我自从做了县长之后，

每年春节都没回去过。 我在衙门里

感到很冷清很无聊， 不知什么时候

才能与家人见面。

地方一般的公务员才有机会享

受年假， 每年腊月二十“封印”，

停止办公， 回家过年省亲， 与家人

联欢， 只要在第二年正月二十那天赶

回衙门“开印” 办公就行。

对御史监察部门来说， 过年往往

是朝廷察民风的极好时期， 朝廷往往

会派出“巡视组”， 如元康四年春正

月， 汉宣帝派遣十二人循行天下，

“览观风俗， 察吏治得失”。

假日期间还要安排公务员值班。

通常是各个衙门安排新入职者来值

班。 《南部新书》 记载， 唐代御史台

凡新入职的官员， 承担新年过节值

班五天的任务， 谓之“伏豹值”， 其

他百司州县初授官者， 也要“伏豹

值”。 不管是平时的星期天， 还是新

年假日， 新入职者都得为那些“老

兵油子” 替班。 当然， 如果新来的

官员能够拿出钱送礼， 也可免于值

班。 据说这个传统始于西汉， 唐代

后几乎公开化， 家境贫寒的新官员就

是在春节期间生病告假， 还得用例定

的休息日来抵偿， 有的甚至一年到头

都要值班。

宋代开封府刑狱机构会在元宵节

期间利用灯饰、 图像演绎狱户故事或

陈列狱具等表演审犯人以普法； 临安

府每至傍晚还要差人到各家各户询

问， 点灯的油烛是否够用， 若不够，

官府“各给钱酒油烛， 多寡有差”，

到了放灯最后一夜， 临安府尹要出来

拜会市民。

官员不得利用过节受

贿，不得过度娱乐

《魏书·刑法志》 记载： “枉法十

匹， 义赃二百匹， 大辟。” 什么叫

“义赃”？ 南宋学者胡三省解释： “义

赃， 谓人私情相馈遗， 虽非乞取， 亦

计所受论赃。” “义赃”， 与直接贪污

受贿所得的“正赃” 相对应。 有了这

规定后， “食禄者局蹐， 赇谒之路殆

绝”。 官员们不得不赶紧收手， 行贿

送礼之路几乎断绝。 《唐律》 规定：

官员受贿“五十匹流二千里”， 行贿

“罪止杖一百”。 这里自然包括了过节

收送礼物。 元朝《禁治察司等例》 规

定： “不得因生日节辰、 送路洗尘，

受诸人礼物， 违者以赃论。”

康熙时期为整顿春节铺张浪费和

腐败现象， 明禁送礼之风， 要求大小

官员的各家府第前都要张贴一张公

约： “同朝僚友， 夙夜在公， 焉有余

闲， 应酬往返？ 自今康熙五十八年己

亥岁元旦为始， 不贺岁， 不祝寿， 不

拜客， 有蒙赐顾者， 概不接帖， 不登

门簿， 亦不答拜。 至于四方亲友， 或

谒进， 或游学， 或觅馆来京枉顾者，

亦概不接帖， 不登门簿， 不敢答拜，

统希原谅。”

过节中官员赌博、 逛街等娱乐行

为都是不允许的。 《宋史》 记载， 王

安石为相时， 就爱干预官员们在新年

假日里的娱乐， “时汴京员吏好因元

正沐游戏市里， 为百姓所患。 介甫出

逢之， 必下车公谒， 以愧其心， 自是

莫敢出者”。

在不铺张浪费的前提下， 允许官

员在节日期间展现一下个人情调。 唐

朝诗人卢照邻过年期间独自去野外寻

找乐趣， “归休乘暇日， 馌稼返秋

场”； 白居易则是“无轻一日醉， 用

犒九日勤”， 每到春节会把一年来写

的诗抄录一遍， 把诗稿放在一个盆

里， 然后焚香祷告之后， 烧掉诗稿；

《唐才子传》 载： “（贾岛 ） 每至除

夕， 必取一岁所作置于几上， 焚香再

拜， 酹酒祝曰 ： ‘此吾终年苦心

也’。” 苏东坡常在笔耕中度过除夕，

“岁晚相与馈问， 为‘馈岁’； 酒食相

邀， 呼为‘别岁’； 至除夜， 达旦不

眠， 为‘守岁’”。

总之， 中国古代过春节， 对官员

来说， 公事不废， 欢乐有度。

（戚风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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