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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
到有需要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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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复始新年到，二龙戏珠春意闹，

三阳开泰恭喜你，四季发财赚钞票，

五福临门快进来，六六大顺步步高，

七星捧月就是你，八面威风志向高，

九霄云外是烦恼，十全十美最最好，

百折不挠祝福你，千言万语都嫌少，

万紫千红春光美，你在花丛眯眯笑。

《过年红》

红红的对联门上挂，大红的福字墙上贴;

红红的鞭炮震天响，大红的灯笼高高挂;

红红的笑脸迎新年，家家户户过年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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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元旦，据传说起于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距今已
有3000多年的历史，

“元旦”一词最早出现于《晋书》：“颛帝以孟夏正月为元，
其实正朔元旦之春”的诗中。南北朝时，南朝萧子云的《介
雅》诗中也有“四季新元旦，万寿初春朝”的记载。

中国最早称农历正月初一为“元旦”，元是“初”、“始”
的意思，旦指“日子”，元旦合称即是“初始的日子”，也
就是一年的第一天。正月初一从哪日算起，在汉武帝以前也
是很不统一的。因此，历代的元旦月、日也并不一致。夏朝
的夏历以孟喜月(元月)为正月，商朝的殷历以腊月(十二月)
为正月，周朝的周历以冬月(十一月)为正月。秦始皇统一中
国后，又以阳春月(十月)为正月，即十月初一为元旦。从汉
武帝起，才规定孟喜月(元月)为正月，把孟喜月的第一天(夏
历的正月初一)称为元旦，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但这是夏历，
亦即农历或阴历，还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元旦。

公元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
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
以便统计”，民国元年决定使用公历(实际使用是1912年)，
并规定阳历(公历)1月1日为“新年”，但并不叫“元旦”。

今天所说的“元旦”，是公元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决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
时，也决定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并将公历1月1日正
式定为“元旦”，农历正月初一改为“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