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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与1996年日历“撞脸”
阳历日期与星期数完全一致

买本旧历
过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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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和情怀相互成全
近日网上掀起的“买本旧历过新年”的热

潮，是怀旧党“杀疯了”，还是商家“想钱想疯
了”？对此，有网友表示，对于喜欢的人来说，
这些日历可能是一种怀旧的情感；也有网友
认为，这就是商家的噱头营销，“休想赚我一
分钱”。这两种心态其实恰恰展现了类似买
卖的开放性：你情我愿。

其实，卖旧日历的生意一直都在。旧日
历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有些人还会
特意购买那些对自己有着特殊纪念意义年份
的日历。只不过当人们发现了 1996 年老日
历的特殊性，就额外增添了一份兴致。

岁月的沉淀会有所溢价，20多年前的日
历也可以抬一抬身价。毕竟，单是把日历保
存到现在，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也需要付
出一定的心力和成本。

至于那些标价过高的旧日历，其实就跟
所谓的艺术品一样，如果有人愿意为其买单，
出多高的价钱那么它就值多少；如果完全没
有人愿意为其买单，那么它就一文不值。所
以，也完全没必要因为部分卖家开出天价，就
对其报以鄙视和谴责。

一来，日历并不是生活当中的刚需，尤其
是在电子日历成为手机标配的时代。二来，
就目前来看，如果是公开透明，建立在双方知
情、自愿基础上的公平交易，就不存在强买强
卖。更何况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哪怕必须
买日历，也完全可以买全新的2024年日历。

明码标价，一个愿卖，一个愿买，这就是
市场最初的样子。卖家做的是生意，买家消
费的是情怀和回忆，这并不矛盾，也完全可以
相互成全。我们既要尊重这样的市场，也要
捍卫自主、平等的交易。

当然，也有必要建议一句：无论什么消
费，都需要量力而行，不可盲目跟风。如果买
来之后只是将其随意地丢弃到一旁蒙尘，那
这消费又未免冲动了。

另外，虽是老物件，也有质量可言，比如
够不够老、是不是真的老，消费者也有必要查
验是否真的如商家承诺的那样“包老”。如果
是一些商家临时赶工出来的复制品，那就可
能涉嫌欺诈，消费者也可以进行相应的维权。

综合新华社、华商报、红星新闻

老日历掸掸尘还能接着用，就好像时光依
旧，岁月依然。

这是步入2024年新年以来，网友们掀起
的一股“怀旧”风潮——买本“旧历”过新年。

起因是2024和1996两个闰年年份之间所产生的奇特
“时间重合”：阳历日期与星期数完全一致。

印有米老鼠、奥特曼等1996年的特色日历商品走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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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日历

售价要明显高于手撕黄历本，价格从数十元
至200多元不等，留言咨询人数也更多。印
有日历表的不少物件也成了畅销货，各色生
肖日历瓷盘的图案与设计更是满满的年代
感。

有买家调侃说，旧日历都成了理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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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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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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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在不停前进的旅程中，过好当下
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2024年1996年阳历日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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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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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的阳历日期分布确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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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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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波有关日历重合、旧历新用的讨
论中，不少人调侃，“农历不一样，用起来会被
带偏”“阴历阳历都相同才比较具有收藏价
值，更何况现在谁还用纸质日历？”

对此有网友猜想，在人们逐渐习惯用手
机“丈量”时间脚步的当下，旧日历突然的翻
红，背后多是大家对于特定时间和岁月的一
份珍视，就像很多人喜欢收集特定年份的邮
票一样。

翻箱倒柜找到1996年旧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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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发现，1996年
的手撕日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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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同是1996年的旧版日历，但“特色
日历”的价格明显更高，也更抢手。米老鼠日
历卡、奥特曼日历卡、“四大天王”海报挂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