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对挂历的记忆停留在童年。每
年年底，家里都会有好几本新挂历，上
面印刷的图画很好看。”“80 后”市民郭
亚静说，上学时，用旧挂历包书皮是她
美好的回忆。“我上初中时，同学之间互
赠挂历，准确点儿说应该是年历，单张
画中标有 12 个月。也有同学自主凑钱
买本挂历送给老师的，感谢师恩，传递
着单纯而美好的祝福。”市民刘静说。

在农村，不少人将旧挂历一张一张
地贴在墙上当装饰画。有些人还用旧
挂历制作帘珠门帘：把挂历裁成许多个
等腰三角形的样式，并剪去两角，将它
紧紧地卷在拉直的曲别针上，做成枣核
状的帘珠。然后将一个个帘珠做成串
儿挂在门框上，远远看去五颜六色，很
有情趣。

自从有了挂历，不少人的书本都有

了雪白的书皮。人们把旧挂历撕下一
页，对折、裁剪，几下就让书穿上新衣，
再写下书名和孩子的名字、班级，一切
郑重得很有仪式感。

如今，一些念旧的人开始收藏传统
日历。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刘静家中留
存着几本不同年代的挂历。

“我每次翻看这些挂历，脑海中总
能浮现出小时候用挂历包书皮、垫桌
脚、做折纸等生活场景。我会把这些挂
历收藏，以纪念逝去的时光。”刘静说。

一套套过往的挂历，讲述着一个个
美丽的故事；一个个泛黄的画面，铭刻
着一段段温馨的记忆。

挂历是时间文化的符号，是挂在墙
上的时间表。

在西周，我国就出现了古阴阳历。
春秋末期，出现了“四分历”；唐永贞年
间，皇室把“四分历”留下些空白，用以
记录一天发生的大事和月令、节气等，
增加了历法的实用性。

宋朝，出现了年画；明朝，出现了印
有年历、月历的年画，这是挂历的雏形；
清朝，彩印套色年画问世，年画上三分
之二的布局是画面，三分之一的布局是
日期、节令。

20 世纪 30 年代末，摄影作品被应
用于挂历画页，一般以美女照为主要
内容。20 世纪 70 年代初，小巧玲珑的
年 历 开 始 流 行 ，那 时 的 挂 历 仍 不 多
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节奏
的加快，人们已不耐烦天天撕日历纸，
且觉得年历不够气派，于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挂历开始风行，并逐渐成为
每 个 家 庭 每 年 必 不 可 少 的 室 内 装 饰

品。
我国挂历最受欢迎的时期为 20 世

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这个
时期家家户户都会因为得到一本或几
本精美挂历而感到自豪。

“20 世纪 50 年代的日历更多的是
农家历，里面介绍了天文历法知识、各
月气候与农事等，主要供农家日常生活
参考。”80 多岁的老林说，大概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挂历开始流行，日历的图
案也精美了许多。

63 岁的市民张阿姨也有这样的记
忆，她称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以挂
历为主的传统日历逐渐走入寻常百姓
家。那时的挂历花样繁多，当红明星
纷纷成为“挂历女郎”。

传统日历中蕴藏着中华民族的传
统文化，饱含着百姓对美好生活的祈
盼。更重要的是，不同年代的日历有不
同的风格和主题，从中能让人了解当时
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

“往年一到 11 月就迎来挂历的销
售旺季，不仅零售，还往农村市场大量
批发。如今，这种热闹的场景早已不
见，买挂历、台历的人寥寥无几。”11 月
28 日，在市区劳动路，正推车卖挂历、日
历的张大爷说，它们的销量已大不如
前，一天也卖不出几本。

记者走访了市区多家书店和文具
店，发现售卖挂历的店铺很少。

在市区一家书店，记者看到架子上
挂着几款 2024 年挂历。“我们店的挂历
样式多、价格便宜。”见记者翻看挂历，
店主刘女士忙向记者推销起来。刘女
士说：“现在挂历市场跟以前没法比。
十几年前，各种挂历挂满这面墙，一到
年末，天天有人买。”

采访中，记者随机询问了几名年轻

市民，他们大多认为传统日历已经过
时。市民王红认为，如今电子日历既方
便又快捷，比传统日历实用多了。

年近六旬的黄先生说，以前传统日
历上内容丰富，老年人喜欢通过传统日
历挑选日子、查看节气，还能从中学到
传统文化。多年来，黄先生一直保持着
一个习惯——在日历上记录重要时刻。

曾几何时，挂历是人们家里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随
着电子产品的普及、消费观念的改变，
这个文化商品已经“失宠”。

“挂历、台历的功能越来越弱，逐渐
被电子万年历等取代，市场遇冷是必
然。”市民张颂认为，在便捷实用方面，
挂历比不上电子日历；在美观度方面，
挂历比不上装饰画。

你家还有挂历吗？1.

传统日历记录着时代变迁2.

旧日历里寻旧时情怀3.

老挂历：定格的往事 凝结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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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岁末年初，亲戚、朋友、同事互
送挂历蔚然成风，挂历成了普通人家必不可少
的室内饰品。

在电脑、手机、网络还未兴盛的年代，日子
在翻转的日历中逝去，每月一翻篇，每年一更
新，提醒着岁月更迭，提醒着光阴流转。

挂历和年画，一个时代的特色，总能唤起
我们对往昔的怀念。

又逢年末岁尾，街头也很难找寻售卖日
历、挂历的门店。人们延续着或传统或新潮的
辞旧迎新的方式，可风靡一时的挂历似乎被遗
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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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挂历曾风靡一时，互送挂历是一种时尚。如今挂历却难得一
见，那些老挂历也成为一种收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