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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
“国庆”一词，本指国家喜庆之事，最早见于西晋。西晋的文

学家陆机在《五等诸侯论》一文中就曾有“国庆独飨其利，主忧莫与
其害”的记载，我国封建时代国家喜庆的大事，莫大过于帝王的登
基、诞辰（清朝称皇帝的生日为万岁节）等。因而我国古代把皇帝
即位、诞辰称为“国庆”。今天称国家建立的纪念日为国庆。

1949年9月的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决定把10月1日定为
国庆节。在1949年10月1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
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转变。

中秋节
“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根据我国古代历法，农历

八月十五在一年秋季的八月中旬，故称“中秋”。一年有四季，
每季又分孟、仲、季三部分，因为秋中第二月叫仲秋，故中秋也
称为“仲秋”。到魏晋时，有“谕尚书镇牛淆，中秋夕与左右微服
泛江”的记载。直到唐朝初年，中秋节才成为固定的节日。《唐
书·太宗记》记载有“八月十五中秋节”。中秋节的盛行始于宋
朝，至明清时，已与元旦齐名，成为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这也
是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

10月1日 国庆节
10月3日 中秋节
10月8日 寒露
10月9日 世界邮政日
10月10日 辛亥革命纪念日
10月13日 世界保健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