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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农历是我国正式行使的传统历法。六十干支周是

农历的组成部分，它在生产、生活、科研等领域具有广

泛的实用价值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当前一些

日历产品对于干支纪时的历法属性表述各异，农历月与

干支月、农历年与干支年编排不一致，干支月推算方法

繁琐，给出的一些公式互不相同且缺少对公式意义的解

析，引起了公众的困惑和质疑。因此，为了保证干支纪

时编算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有必要以国家标准《农历的

编算和颁行》为基准，深入解读干支纪时的原理和编排

规则，并构建完善的纪年纪月纪日计算系统，从而使干

支纪时系统更好地服务于民众的生产和生活。[1]

二、六十干支周及其纪时系统

六十干支周是把甲、乙……癸等十个天干和子、

丑……亥等十二个地支各循序取一字相配成一对干支，

形成由甲子、乙丑……癸亥共六十对干支组成的计序符

号系统，循环使用，通常用于纪年、纪月和纪日。如表

1所示，如果今年是甲子年，明年就是乙丑年，60年以

后又是甲子年。纪月（或纪日）也是如此，以60月（或

60日）为周期，循环使用。六十干支周长度稳定，且行

用几千年也未中断和改变，因此在计序、纪时、修订历

史文献纪日误差、整理古代天文纪录等方面都有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下面就依次讨论干支纪年、纪日和纪月三

种纪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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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国家标准《农历的编算和颁行》，深入解读干支纪时系统的编算规则并构建了干支纪年纪月纪

日公式。本文通过对公式的构建和对证明过程的解析，全面阐释干支纪时系统的编历原理，建立了完整的干支纪年

纪月纪日的计算系统，加快计算速度，简化推算方法，使干支纪时系统能更好地服务于民众的生产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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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六十干支周

序号 干支 序号 干支 序号 干支 序号 干支 序号 干支 序号 干支
1 甲子 11 甲戌 21 甲申 31 甲午 41 甲辰 51 甲寅
2 乙丑 12 乙亥 22 乙酉 32 乙未 42 乙巳 52 乙卯
3 丙寅 13 丙子 23 丙戌 33 丙申 43 丙午 53 丙辰
4 丁卯 14 丁丑 24 丁亥 34 丁酉 44 丁未 54 丁巳
5 戊辰 15 戊寅 25 戊子 35 戊戌 45 戊申 55 戊午
6 己巳 16 己卯 26 己丑 36 己亥 46 己酉 56 己未
7 庚午 17 庚辰 27 庚寅 37 庚子 47 庚戌 57 庚申
8 辛未 18 辛巳 28 辛卯 38 辛丑 48 辛亥 58 辛酉
9 壬申 19 壬午 29 壬辰 39 壬寅 49 壬子 59 壬戌
10 癸酉 20 癸未 30 癸巳 40 癸卯 50 癸丑 60 癸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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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干支纪年系统

纪年是干支纪时系统最常见的一种应用。研究我

国历史需要解读史书，并将史书中的干支纪年换算为公

历年，这就需要构建公式进行计算。《农历的编算和颁

行》中规定了干支纪年的循环参考时间：对应于公历

1984年2月2日（春节）0时起到1985年2月19日（除夕）

24时截止的农历年为甲子年。本文以此甲子年为计算起

点，构建干支纪年与公历年之间的转换关系。

1984年为甲子年，定其年干支序号A=1；1985年

为乙丑年，则A=2；余类推。年干支序号和公元年都是

以“1”为公差的等差数列。为了更清楚地展示公元年

与干支序号之间的关系，以公元年Y为横坐标，年干支

序号A为纵坐标，画出A与Y函数关系的图像，如图1所

示。该图像由许多排列均匀而孤立的点组成，这些点

均在斜率为1的相互平行的直线段（图中细点虚线段）

上；直线段上满足整数对(Y,A)点的坐标就是某公元年

份及其对应的农历年干支序号。

图1 公元年份与其对应农历年干支序号的关系

在图1中，点P1(1984,1)、P2(1985,2)在直线段L上，

易得直线段L的方程为A=Y-1983。因为年干支以60年

为周期循环纪年，将上式用同余式表示，[2]两边对模60

同余，即A≡(Y-1983)(mod 60)≡(Y-3)(mod 60)，得某

一公元年YA.D.的农历干支纪年序号A(YA.D.)公式： 

A(YA.D.)=(YA.D.-3)(mod 60)                             （2-1）

即某一公元年的干支序号为其年份减去3的差对

60的余数。根据公式（2-1），可以快速准确地求算任

意公元年的干支序号。例如，公元2023年的干支序号

A(2023)=(2023-3)(mod 60)=40，该年为癸卯年；公元

1911年的干支序号A(1911)=(1911-3)(mod 60)=48，该

年为辛亥年；公元1894年的干支序号A(1894)=(1894-3)

(mod 60)=31，该年为甲午年。 

需要注意的是，公元纪年没有“0”年。为了使

正负运算统一，公元前某年YB.C.的干支公式可表示为

（YB.C.用负数来表示，即公元前一年记为“-1”，前二

年记为“-2”，余类推）： 

A(YB.C.)=(YB.C.-2)(mod 60)                             （2-2）

即公元前某年的干支序号为其年份（用负数表

示）减去2的差对60的余数。例如，孔子生于公元前

551年，其年干支序号A(-551)=(-551-2)(mod 60)=47，

即孔子出生于庚戌年。根据上述公式计算：Y=2，

A=59；Y=1，A=58；Y=-1，A=57；Y=-2，A=56；余

类推。公元前和公元的干支年连续衔接。根据《农历的

编算和颁行》规定，干支纪年从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一北

京时间0时开始。

2. 干支纪日系统

干支纪日是按顺序用六十干支命名，从甲子日、

乙丑日……到癸亥日，六十日一个循环，周而复始。即

公元日期每增加1日，农历日干支也增加1日。干支纪日

不仅是迄今世界上已知历史最长的一种纪日和计序系

统，还是不同历法之间相互转换的重要工具。

(1)公式的构建(1)公式的构建

为了方便计算，下面构建干支纪日与公历日换算

的关系式。如图2所示，图中展示了时间轴（横轴）上

某一日期的干支纪日序号的推算过程。对于需要进行换

算的某一日期，Y为其所在年（用四位数表示），m为

其所在月，d为其在此月中的日期，O为计算起点，即

公元前1年（根据上文公元前年份的规定，其年份记为

“-0001”）的岁末，A为所求年Y的前一年岁末，B为

所求月m的前一月月末，E为所求年Y的岁末，[x]为下

取整函数。

图2 年月日各时段天数及其相互关系

对 起 算 点 O ， 按 扁 平 公 历 推 算 其 日 干 支 序 号

DO=15，即日干支序号计算的起点。自O起计量到点d

截止的间隔天数为|Od|。因为干支纪日以60日为循环

周期，所以用60除|Od|，得整数商q和余数r，即r=|Od|-

60q。令|OP|=60q，即|OP|能被60整除，则点P的日干

支序号也是DO。因为公历日每增加1日，干支日也相

应增加1日，所以余数r就是点d离开点P的日数，则点d

的日干支序号D(d)=DO+r=DO+(|Od|-60q)=DO+|Od|(mod 

60)。由图2可以看出，|Od|=|OA|+|AB|+|Bd|=(|OE|-

365)+(AB)+d，其中|OE|=365Y+[Y/4]-[Y/100]+

[Y/400]，|AB|=30m+[0.6(m+1)]-33。代入上式得

D(d)=D O+(365Y+[Y/4]-[Y/100]+[Y/400]+30m+

[0.6(m+1)]-398+d)(mod 60)。设年份Y的前两位数

为c，后两位数为y，则c=[Y/100]，y=Y-100c，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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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00c+y。代入上式并化简，得公历日期的农历日

干支序号公式（适用于公元1582年格里历开始应用

之后）：

DG(d)=([c/4]-16c+5y+[y/4]+30m+[0.6(m+1)]+d-23)

(mod 60)                                                                   （2-3）

儒略历是公历的前身，根据其置闰规定和日期编

排规则，仿照公式（2-3）的推导思路，可推导出儒略

历的干支纪日序号公式： 

DJ(d)=(-15c+5y+[y/4]+30m+[0.6(m+1)]+d-25)(mod 

60)                                                                            （2-4）

上述公式中，1、2月要分别看作上一年的13、14

月来计算。用（2-4）式减去（2-3）式，就得出上述

两种历法的日期差公式：  

⊿d=c-[c/4]-2                                                 （2-5）

(2)公式的应用(2)公式的应用

利用公式（2-3）和（2-4）可以准确且方便地将

公历或儒略历中的日期换算为干支纪日。例如，开国大

典日（公历1949年10月1日）的干支序号DG(d)=([19/4]-

16×19+5×49+[49/4]+30×10+[0.6(10+1)]+1-23)-

60×4=1，即干支序号为1，该日为农历甲子日，与

《农历的编算和颁行》中规定的干支纪日的循环参考

时间吻合。[3]又如，牛顿的出生日期为公历1643年1月4

日，根据公式（2-3）可算得该日为农历庚戌日；其儒

略历日期为1642年12月25日，根据公式（2-4）亦可算

得该日为农历庚戌日。根据公式（2-5）算得⊿d=10，

即由于公历和儒略历的不同，同一天在这两种历法中相

差10日。[4]类似地，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在公历1917年11

月7日，儒略历1917年10月25日，根据公式（2-3）和

（2-4）都可算得该日为癸丑日，根据公式（2-5）算

得⊿d=13，即将儒略历日期转换为公历日期时，需要

将其加上13日得到公历日期。

由此可见，干支纪日系统可以将儒略历和公历联

系起来。以日干支作为参考，可以计算两种历法之间的

日期差，更方便地进行二者之间的转换。

3. 干支纪月系统

干支系统也可以用于纪月。学术界对于干支纪月

系统的历法属性有两种不同的解读，分别是阳历版本和

阴阳历版本。下面以《农历的编算和颁行》为参照标

准，解释两种版本的制历原理，拟定制历规则，并构建

通项公式简化干支纪月的计算。 

(1)阳历版本的干支纪月系统(1)阳历版本的干支纪月系统

①原理及编算规则

阳 历 版 干 支 纪 月 系 统 的 原 理 相 对 简 单 。 其 以

二十四节气即回归年长度定年长和年中的月数，用

二十四节气划分出12个干支月，以干支定月序，每月

包含2个节气，不设闰月。拟制定的干支月编算规则

如下。

（A）立春日为干支年首日。

（B）包含节气立春在内的干支月为干支年首月。

（C）12个节气日(非中气，下同)分别是12个干支

月首日。

（D）干支月长度是从某个公历月的节气日（含）

起计量到次月的节气日（不含）截止的时间间隔。

（E）十二地支与12个公历月一一对应，其中子、

丑……戌、亥分别对应于12、1……10、11月，子月分

别对应农历十一月和公历12月，因为三者均包含中气冬

至在内，余类推。

（F）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相配，60月（即5年）一

周期，循环使用。

②公式的构建和计算

仿照公式（2-3）的推导方法，得所求m月的干支

序号公式为：M(m)=(MO+((Y-1800)×12+(m-1)))(mod 

60)。上式中，计算起点O是公元1800年1月干支丁丑月

（MO=14），即所求月干支序号等于自计算起点到所

求m月截止的间隔月数加上计算起点的月干支序号的和

除以60的余数。将上式化简得M(m)=(12Y+m+13)(mod 

60)=(12(100c+y)+m+13)(mod 60)，即：

M(m)=(12y+m+13)(mod 60)                          （2-6）

例 如 ， 2 0 2 3 年 立 秋 日 8 月 8 日 的 月 干 支 序 号

M=(12×23+8+13)(mod 60)=57，即该月为庚申月。8月

8日立秋日（即当月上半月的节气日）是庚申月首日，

庚申月从8月8日起到9月7日截止，9月8日白露日（即次

月上半月的节气日）则是辛酉月首日。当月上半月8月8

日立秋日（不含）之前的公历日，属于庚申月的前一个

干支月范围，因此月干支序号应减去“1”，即M=57-

1=56，为己未月。

进一步还可分解求得月天干和月地支的序号。天

干以10为循环周期，则年份Y（以四位数表示）、Y的

前两位数c、后两位数y、个位数u之间的函数关系用同

余式可表示为Y≡100c+y≡y≡u(mod 10)。10和12都是

60的因数，由公式（2-6）得月天干序号MC(m)和月地

支序号MT(m)分别为：

MC(m)=(12y+m+13)(mod 10)=(2u+m+3)(mod 10)                

                                                                                 （2-7）

MT(m)=(m+1)(mod 12)                                   （2-8）

需要指出的是，干支纪月系统是名副其实的阳

历，其编历核心以二十四节气为基准，它标记和度量视

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和时刻以及周年视回归运动，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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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季节、气候、农时和物候特征，因而具有较高的科

学性和实用价值。公历虽然也是阳历，但是它的公历月

却是人为主观划分，且大月与小月日数相差1~3日，大

小月排列也较紊乱，从这方面来比较，干支月优于公历

月。由于干支纪月系统的上述优越性，学术界对于阳历

版干支纪月的支持率比较高。近期比较盛行的《日梭万

年历》和《寿星万年历》等日历就是根据上述编算规则

制作的。 

然而，干支纪月最终并没有被纳入国家标准，其

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我国至迟从殷商时代起的传统

历法就是阴阳历，而农历属于阴阳历。干支纪月虽然与

公历同属于阳历范畴，但公历是世界通用历法，而干

支月的普及率和影响范围比公历小，因此我国的法定历

法是公历和农历。其次，和农历数序纪月相比，干支纪

月的纪月方式并不具备优越性。数序纪月属于阴阳历，

根据朔望月定月长，并设置闰月，拥有阴历和阳历的双

重优点，科学性、实用性强。数序纪月具有深厚的华夏

历史文化渊源，它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及重要的传统节日

如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除夕等与亿万民众

的生活息息相关，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再次，干支纪

月系统是纯粹的阳历，干支纪月与农历数序纪月、干支

月首日（公历月上半月的节气日）与农历月首日（朔

日）、干支年首日（立春日）与农历年首日（正月初

一）均不一致。最后，如果干支纪月和农历数序纪月并

用，则每一农历月必将跨两个干支月，两者不能兼顾。

这也是干支纪月没有被纳入国家标准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阳历版本的干支纪月系统未被纳入国家标准，但它

仍属于我国众多传统历法中一种较典型的阳历，在古

代天文学史和历法研究、历史、民俗领域中占有重要

位置。

(2)阴阳历版本的干支纪月系统 (2)阴阳历版本的干支纪月系统 

①原理及编算规则

干支系统是农历的一部分，干支纪年、纪日既已

被纳入农历的国家标准，干支纪月系统顺其自然应与国

家标准保持一致：地支与农历数序纪月相对应，天干与

地支相配，以60月为周期循环纪月；以朔望月定干支月

长，以二十四节气即回归年定年长；1年分12个月，并

通过设置闰月使平均干支年近似等于回归年。仿照《农

历的编算和颁行》中农历月的编排规则，拟制定的干支

月编算规则如下。

（A）以北京时间（即120°E标准时）为标准

时间。

（B）干支日的计量是从北京时间0时起到北京时

间24时截止的时间间隔。 

（C）朔日为干支月的第一个干支日。

（D）从某个朔日起到下一个朔日（不含）截止的

时间间隔为一个干支月。

（E）包含节气冬至在内的干支月为子月（对应农

历十一月）。

（F）寅月为干支年首月（对应农历年正月）；寅

月第一个干支日为干支年首日（对应农历正月初一）。

（G）十二地支纪月与农历的十二数序纪月一一对

应，即子月对应十一月，丑月对应十二月。

（H）如果从某个子月开始到下一个子月（不含）

之间有13个干支月，则取其中最先出现的一个不包含中

气的干支月为闰月；闰月采用在其前一个干支月的名称

前加“闰”字的方法命名。

（I）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相配，则各月的干支互不

相同，以60月为周期循环纪月。

年天干与月干支固定对应关系如表2所示。

表2 年天干（或公元年份的个位数）与月干支对照表

农历月 月地支 甲或己年（4或9） 乙或庚年（5或0） 丙或辛年（6或1） 丁或壬年（7或2） 戊或癸年（8或3）
正月 寅 丙寅月 戊寅月 庚寅月 壬寅月 甲寅月
二月 卯 丁卯月 己卯月 辛卯月 癸卯月 乙卯月
三月 辰 戊辰月 庚辰月 壬辰月 甲辰月 丙辰月
四月 巳 己巳月 辛巳月 癸巳月 乙巳月 丁巳月
五月 午 庚午月 壬午月 甲午月 丙午月 戊午月
六月 未 辛未月 癸未月 乙未月 丁未月 己未月
七月 申 壬申月 甲申月 丙申月 戊申月 庚申月
八月 酉 癸酉月 乙酉月 丁酉月 己酉月 辛酉月
九月 戌 甲戌月 丙戌月 戊戌月 庚戌月 壬戌月
十月 亥 乙亥月 丁亥月 己亥月 辛亥月 癸亥月

十一月 子 丙子月 戊子月 庚子月 壬子月 甲子月
十二月 丑 丁丑月 己丑月 辛丑月 癸丑月 乙丑月

注：表头括号中数字指农历年首日对应的公历年的个位数。

②公式的构建和计算

首先，绘制年天干与月干支对照表，再根据年天

干与月干支的对应关系构建计算公式。因为干支月以60

个月（5年）为周期循环使用，所以本文仅推算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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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公元1984年2月2日（农历甲子年正月初一）0时起

到1989年2月5日（农历戊辰年十二月除夕）24时的共

60个干支月，并绘制对照表。根据干支月的循环参考时

间——1983年农历癸亥（猪）年十一月为甲子月推算：

1984年农历甲子（鼠）年正月为丙寅月，二月为丁卯月

……1988年农历戊辰（龙）年十一月为甲子月，十二月

为乙丑月。根据表2可以查询某一年干任意数序月的月

干支。根据表2第一行由公式（2-1）得出的年干对应

的公元年的个位数还可以直接查询任意干支月，更加

简便。

10个年天干分为5组：甲和己、乙和庚、丙和辛、

丁和壬、戊和癸。每组有2年，组内间隔5年（共60个

月，为一周期），因此组内的月干支是相同的。由表2

和编算规则可知，各月地支是固定和已知的，因此仅

需求出各月天干，然后与地支相配即可得出各月干支序

号。将表2第一行的5组年天干与第二行的正月天干之间

的关系总结如表3所示。

表3 年天干与正月天干对照表

年天干 正月天干
甲（1）或己（6）年 丙（3）
乙（2）或庚（7）年 戊（5）
丙（3）或辛（8）年 庚（7）
丁（4）或壬（9）年 壬（9）
戊（5）或癸（10）年 甲（11或1）

注：表中括号内数字为天干序号。

从表3中可以看出，左列年干序号为非0的有限

自 然 数 列 。 将 年 干 序 号 Y C看 做 数 列 的 项 序 号 ， 则

右列月干为首项为3、公差为2的等差数列，由公式

（2-1）可知，年干序号YC与年份Y之间的同余关系

为YC≡Y-3≡u-3 (mod 10)，且Y≡100c+y≡y≡u(mod 

10)。则农历正月天干M c（等差数列的项）与年天

干YC（数列项序号）之间的同余关系为Mc≡3+(YC-

1)2≡2×Y C+1≡2(u-3)+1≡2u-5  (mod  10 )。则

Mc=(2×YC+1)(mod 10)=(2u-5)(mod 10)，即正月天干序

号Mc等于年的个位数u的2倍减去5的差除以10的余数。

已知某年的个位数u，根据上式，可以直接求出正月天

干，而不用再求算年天干了。例如，2023年农历正月天

干Mc=(2×3-5)(mod 10)=1，即天干为“甲”，地支固

定为“寅”，得2023年正月为甲寅月。

已知正月天干，其他月天干就可以在正月天干

基础上按照10天干顺序依次推算。据此导出任意月

份天干的同余式（m0为某农历月数，正月数为1，二

月数为2，余类推）Mc≡2u+(m0-1)-5≡2u+m0+4(mod 

10)，即：

Mc=(2u+m0+4)(mod 10)                                  （2-9）

例如，由公式（2-9）得2023年农历八月的天干

Mc=(2×3+8+4)(mod 10)=8，天干为“辛”，八月地支

固定为“酉”，得2023年农历八月为辛酉月。

干支纪月序号也可以直接用下式计算： 

M=(12y+m0+14)(mod 60)                             （2-10）

例 如 ， 2 0 2 3 年 农 历 八 月 的 干 支 序 号 M = ( 1 2 ×

23+8+14)(mod 60)=58，即辛酉月。

阴阳历干支纪月法与农历数序纪月法的编排规则

相同，寅月首日和农历正月初一、干支年首日和农历年

首日、干支月和农历月一一对应，表述方法符合我国

主流传统历法体系的历史传承。可以用公式（2-9）和

（2-10）将数序纪月换算为干支纪月，数序纪月和干

支纪月两者并用平行纪月序。

三、结语 

六十干支周是农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

历法的结晶，具有悠久的华夏文化渊源，目前不仅在我

国被广泛应用，也被全球华人普遍使用，因此六十干支

周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联系华人世界等方面具有无可

替代的重要意义。六十干支周在纪时和计序以及修订历

史记事、实现不同历法之间的换算等方面也有着广泛的

实用价值。本文以国家颁布的农历编算标准为根据，通

过构建公式，提供了一种快速计算年、月、日干支序号

的方法，更有利于六十干支周的应用、传承和发展。

说明：由于农历年和公元年的起始不一致，所以

某一干支年实际上跨过了两个公元年。“公元某年是某

干支年”的意思是公元某年大部分都属于某干支年，此

公元年即为此农历干支年首日所在的那个公元年。例

如，“1984年为甲子年”指的是1984年的大部分都是甲

子年，即1984年2月2日（春节）起开始的这个农历年是

甲子年。本文中的计算和讨论均采用此种公元年和干支

年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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