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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法与时间有关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让人们确立了最基
本的时间量度“日”的概念。人类的一切活动，
都离不开时间的安排。早在上古时期，昼夜交
替、月相循环、四季更迭等自然现象就被人们用
来作为计量时间的单位。地球自转一周为 1
日，它是昼夜交替的周期。地球绕太阳公转一
周的时间称为1回归年，这是四季更迭的周期。
但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所花费的时间并不正好
是365日，1回归年的长度为365.2422日。月亮
圆缺变化的周期称为朔望月，长度等于29.5306
日。“年”和“月”的长度都不是“日”的整数倍，这
给日常生活中的计时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历法
就是巧妙地利用“年”“月”“日”这三种不同的单
位，使人们能够精确计量时间的一整套规则。
历法中的“年”和“月”，分别称为历年和历月，每
个历年和历月的长度都是“日”的整倍数。

古往今来，世界上最常见的历法可分为三
大类，即：阴历、阳历和阴阳合历，后者通常又简
称为阴阳历。根据月亮绕地球运动的周期制定
的历法叫阴历；根据地球绕太阳公转运动制定
的历法叫阳历，又叫公历。而我国的农历既不
是纯粹的阴历，也不是纯粹的阳历，它使用阴历
的历月，这可以保证每个历月中的第十五天或
第十六天都遇上满月。同时，它又采用阳历的
平均年长，使历年的平均长度尽可能接近于回
归年长度，这就属于阴阳合历。

现行公元纪年是阳历纪年法。有人曾似是而
非地称之为西历。其实，究其根源，这种历法并非
产生于西方，而是产生于6000多年前的古埃及。

炎热少雨的埃及，发展农业首先得益于尼
罗河的定期泛滥。尼罗河每年6月开始涨水，7
月至10月是泛滥期，这时的洪水挟带着大量腐
殖质，灌满了两岸龟裂的农田。几个星期后，当
洪水退去，农田上就留下一层肥沃的淤泥，等于
上了一次肥。人们11月进行播种，第二年3到4
月收获。尼罗河还有一个特性，那就是每年的
涨水基本是定时定量，虽有一些出入，但差别不
是太大，从没有洪水滔天淹没一切的大灾。这
就为古埃及人最早创建大规模水利灌溉系统和
制定历法提供了方便。古埃及人为了不违农
时，发展农业生产，逐渐认识到必须掌握尼罗河
泛滥的规律，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许多
经验。古埃及人发现尼罗河每次泛滥之间大约
相隔365天。同时，他们还发现，每年6月的某
一天早晨，当尼罗河的潮头来到今天开罗附近
时，天狼星与太阳同时从地平线升起。以此为
根据，古埃及人把1年定为365天，把天狼星与
太阳同时从地平线升起的那一天，定为1年的起
点。1年分为12个月，每月30天，年终加5天作
为节日，这就是埃及的太阳历。

埃及的太阳历将1年定为365天，与地球围
绕太阳公转一圈的时间（回归年）相差1/4天，这
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准确了。但是，1年相差1/4
天，经过4年就相差1天；经过730年，历法上的时
间就比实际时间推进了半年，冬天和夏天正好颠
倒过来。再过730年，才能回到原来的起点。

从努马历到儒略历

现行公历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罗马历。已知
最早的罗马历是古罗马建国者罗慕洛斯于公元
前738年以朔望月为基础制定的。它将1年分
为10个月共304天。新年从现在的3月开始，因
为这时农业活动开始进行，军队也开始出征。
岁末到现在的12月结束，其后便是由闰月组成
的冬季休闲季节。大约到公元前713年，相传
“王政时代”的第二个国王努马·庞皮里乌斯在
位时，受当时希腊历法的启发，在原来10个月的
基础上增加了两个月，即在原10月之后加上两
个新月份“詹纽累斯”（Januarius，即现在的1月）
和“弗勃洛斯”（Februarius，即现在的2月），将1
年的天数从304天延长到355天。由于增加了
51天，因此后添加的两个月的天数只能是25天
和26天，但他们把原有10个月中，天数满30天
的月份抽取1天分配到后添加的那两个月中，使
之分别变成29天和28天。

由于努马皇帝实行的历法属于阴历，1年的

天数比阳历少10天左右，因此3年过后就会出
现将近1个月的差距。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差
距越来越大，于是从公元前300年开始规定每两
年添加一次闰月。在努马历上，闰月的安排非
常特殊，即安排在2月23日和2月24日之间，这
是与他们计算日期的方法相关的。他们规定两
种天数的闰月，即22天的闰月和23天的闰月轮
流使用。于是，努马历1年的天数以4年为周期
依次为355天、377天、355天、378天。然而，即
使以这种方法添加闰月，每4年的总天数仍比太
阳历多4天，几十年过后还是出现月历与季节相
悖的现象。不知从何时起，努马历上每两年添
加一次闰月的制度也悄然消失，罗马人也像希
腊人那样采用了任意添加闰月的方法。

到恺撒大帝时期，历法的偏差已经非常严
重，因此恺撒决定进行历法改革以永久地让历
法和太阳运行规律结合起来。公元前46年，恺
撒在希腊数学家、天文学家索西琴尼帮助下制
定一部新历法，并在该年1月1日正式实行，以
取代原有的努马历。后来人们就把这一历法以
恺撒大帝之名命名为儒略历。

儒略历首先重新让四季与各月份吻合，恺
撒宣布自己当政的第一年（公元前46年）为闰
年，并调整岁首，将冬至过后的那个月作为第一
年的岁首。原来的努马历已经长期脱离现实，
春分日是太阳回归地球赤道平面的日子，意为
“白天与夜晚长度相等”。而公元前46年努马历
上的春分日已经比努马皇帝的时候（3月23日）
晚了3个月。为校正月历与季节之间的差距，索
西琴尼添加了天数分别为 23天和 67 天的闰
月。因此，公元前46年便成为史上最长的一个
年份，达到445天。

儒略历规定，平年每年365天，闰年366天。
因为恺撒的生日在7月，为了体现自己的威严，他
要求这个月必须是大月，于是将单月定为大月，
31天；双数月份为小月，30天。1年12个月。6个
大月6个小月使平年多出了1天，只能从某个月
中扣除1天。当时罗马的死刑都在2月份执行，
人们认为这是不吉利的月份，所以从这里减去1
天。这样，在儒略历法中，1年被划分为12个月，
单数月份31天，双数月份除2月份外30天，2月份
平年29天，闰年30天，每隔3年设置1个闰年，年
平均长度为365.25天。

确定公元元年

公元前44年，即改历命令宣布后刚两年，58
岁的恺撒就被其政敌刺杀，其义子屋大维登上
权力宝座。屋大维忙于巩固权力，无暇顾及历
法问题，那些僧侣们竟把儒略历中“每隔3年设
置1个闰年”曲解为“每3年设置1个闰年”，如
此，前45年、前42年、前39年、前36年、前33年、

前30年、前27年、前24年、前21年、前18年、前
15年、前12年、前9年都是闰年，比儒略历实际
日期多出3天。为纠正这一错误，屋大维规定，
取消其后3个年份，即公元前5年、公元前1年、
公元4年这3年的闰年，以补正累积误差天数。
待扣除这3天后再实行“4年1闰”。

作为罗马帝国的缔造者，屋大维统治罗马
长达43年。他结束了一个世纪的内战，使罗马
帝国进入相当长一段和平、繁荣的辉煌时期。
公元前27年8月，罗马元老院授予屋大维奥古
斯都（Augustus，意为“神圣”“高贵”“至尊至
圣”）称号。因为屋大维是在8月被授予奥古斯
都尊号的，所以元老院决定用“Augustus”来命
名8月，并将8月的天数增加1天，使之与恺撒
大帝命名的7月天数一样多。但这样一来，下
面大小月的顺序也就搞乱了，而且还会多出1
天。这1天只能在2月中扣除，于是2月就成了
平年只有28天的特殊月份。如此看来，历史上
的2月30日并不是没有过，一共出现过12次2
月30日，也就是从公元前42年到公元前9年中
的12个闰年中。

325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一次宗教会议
上，规定儒略历为基督教的历法，但没有规定哪
一年是它的起点。当时欧洲各国纪年方法不
一。公元7世纪时，英国史学家、神学家比德提
出以耶稣的生年作为公元元年。在我国，公元
元年相当于西汉末期汉平帝刘衍的元始元年。

被删除的10天

儒略历规定每4年1闰，而地球环绕太阳转
动一圈的时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1年，周期约是
365.2422天。因此，使用儒略历法之后，等于每
年多算了11分钟14秒。由于误差不太大，头几
年还没什么关系，但是，一年一年的误差累积起
来，渐渐就与实际的回归年不合拍了。到了16
世纪，这个偏差越来越大。到1582年，人们发现
春分已经提前到了3月11日，比原定的3月21
日提前了10天。

1545年至1563年间，天主教在意大利特兰托
举行宗教会议，决定为历法改革成立特别委员
会。1580年，委员会提交历法改革结论，获得教
皇格里高利十三世认可。1582年，新历法格里高
利历由时任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颁布实施。

首先，格里高利历把儒略历的1582年10月
4日的下一天定为新历法的10月15日，中间直
接删除10天，使春分重又恢复到3月21日。同
时，为避免今后再出现同样的误差积累，对儒略
历置闰的办法也作了改进：按儒略历每4年1个
闰年计算，平均每年就要多算出0.0078天，这
样，经过400年就会多算出大约3天，因此每400
年中要减少3个闰年。过去400年共计100个闰

年，现在改为400年中有97个闰年，从而大体上
弥补了11分14秒的误差。置闰的方法是：凡是
逢百年的那一年可以用400除尽的就是闰年，除
不尽的就不是（如：1600年是闰年，1700年、1800
年、1900年皆不是闰年，2000年是闰年）。这就
是人们通常所说的：4年1闰，100年不闰，400年
再闰。例如，2000年是闰年，2100年则是平年。

这样一来，格里高利历的历年平均长度为
365.2425天，与回归年只相差0.0003天。也就是
说，要经过3300多年两者才相差不到1天。比
起儒略历经过128年就相差1天，格里高利历显
然要精密得多。就实际使用的角度而言，这样
的历法应该说已经相当令人满意了。值得一提
的是，我国早在公元1199年行用的南宋统天历
中就采用了365.2425这个数值，比格里高利历
早了380多年。

格里高利历把历法的精确度大大提高了一
步，根据历法，400年中总共有97个闰年，总日数
应为365×400+97=146097天。因此，平均每年
的长度为146097÷400=365.2425天，这与回归
年实测值365.2422天相差只有0.0003天。正是
由于其精度很高，因此先是欧洲后是世界各国，
陆续都采用此历法，通称公历。

我国历朝历代颁行的历法

我国古代天文历法成就长期处于世界领先
地位。我国最早的成文历法是出现于春秋末年
的四分历，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它
的岁实（历年）是365.25日，这是当时世界上所
使用的最精密的数值。四分历规定19年7闰，
十分精确地调整阴阳历。汉武帝太初元年（前
104年）实行的太初历是由西汉时期的民间天文
学家落下闳创制的。这是自有科学历法以来，
第一部资料完整的传世历法。它规定以正月为
岁首，并首次引入中国独创的二十四节气，首次
计算了日月交食的发生周期。历中所采用的行
星汇合周期的数值也较为准确。南北朝时期杰
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祖冲之编制了大明历，首
次引用了岁差。大明历还采用391年设144个
闰月的新闰周，比古历的19年 7闰更为精密。
他推算的回归年日数为365.24281日，与现测值
很接近。唐代杰出天文学家一行编制大衍历，
已经正确掌握太阳周年视运动的规律，纠正了
过去历法中把全年平分为二十四节气的错误。
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王恂等经过推算，确认南
宋杨忠辅制定的统天历所用回归年长365.2425
日是最为精密的，郭守敬按照《尚书·尧典》中
“敬授民时”一语，将新历定名为授时历，于至元
十八年（1281）颁行。授时历吸取了历朝历代历
法的先进经验，所用天文数据几乎都是历史上
最先进的，成为中国古代也是世界上当时最先

进的历法。
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明清时期我国科学技

术的停滞，历法已经落后于西洋历法。如明朝使
用的大统历导致钦天监接连测算日食失误。

民国肇始，万象更新。临时政府在服饰、称
谓、习惯、历法等各方面都在努力“与国际接
轨”。1912年1月2日，临时政府发布《改历改元
通电》，通电写道：“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
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即辛亥十一月十三日，为
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强调“现在共和政体业已
成立，自应改用阳历，以示大同”。“阳历”即采用
西方历法，“大同”即与世界的接轨，以民国建立
作为新的纪元开始。临时政府虽强力推行新历
法，但也考虑到民众生活的需要，新历下还附有
旧历。自此以后，公历新年称元旦，农历新年则
称为春节。

不过，民众适应新历法还需有个过程。改
历之初，旧历在民众中仍占据主导地位，除民
国纪年外，对西历并未完全接受，从而形成了
历法问题上的“二元社会”：上层社会——政府
机关、学校、民众团体、报馆等，基本上采用西
历；而下层民众——广大农民、城市商民等，则
仍沿用旧历。公历新年，只有政府机关相互拜
年，民间则冷冷清清。反观春节时民间却热闹
异常，许多商人也在春节时关门谢客并贴上传
统的春联。

为推行新历法，民国时期曾强行取消春
节。民国初年，不论是除夕还是大年初一，政府
各个机构都要正常上班。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
后，再次颁布命令，要求自1929年1月1日起，在
全国范围内使用国历，废除农历。为了雷厉风
行贯彻这一命令，政府还规定机关、学校、商店
不得在春节期间擅自放假，否则就要对相关负
责人实行严厉的制裁和处罚。为配合新历法，
1931年，教育部颁布了《修正学校学年学期及休
假日规程》，其中寒假统一为1月18日到1月31
日。这样的假期规定，完全以新历法为标准，从
而很难保证春节时正好放寒假。

但农历春节在中国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
民俗事象丰富。民间依旧将春节作为一年中最
重要的节日。当时有报纸评论说：“阳历势力范
围统一了各机关的案头日历。然而阴历尽管人
们没有大字通书，却被牢牢地记着。这阴阳两
家各自划定势力范围，分疆而治，这才是阴阳合
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1930年1月2日，
国民党的《上海党声元旦特刊》发表《推行国历
废除旧历的工作》，也承认实行阳历推行艰难，
“习俗相沿，积重难返”。

鉴于此，1934年初，南京国民政府也不得不承
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
于干涉”。民间又可名正言顺地过农历春节了。

采用公历为新中国纪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
的斗争，建立了新政权。1949年6月，新政协筹
备会经第六小组及常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后，
将纪年连同国旗等方案确定一并提交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审议。确定
纪年方式的工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由以马叙
伦为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为副组长的第六小
组具体负责。

从6月16日到9月14日，第六小组全体成
员和有关专家们共开全体会议4次，座谈会多
次，进行讨论。最初，分歧很大。后来，经第六
小组有关人员查阅北平各图书馆和北京大学的
相关资料，发现世界各国采用本国纪元的只是
少数，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公元纪年。经过多
次反复讨论，大家一致同意采用公元纪年。这
是因为它是国际上通用的纪年，统一、方便，而
且当时各解放区早就在使用了。

9月25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
丰泽园主持召开了关于国旗、国徽、国歌、国都、
纪年等问题的协商座谈会。会上，对于纪年，大
多数人赞成公元纪年。经过热烈的讨论，大家
一致鼓掌同意采用公历为新中国纪年。9月27
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

不过，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中国传统的农
历仍然沿用于推算传统节日如春节、中秋节、端午
节等，而春节仍然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2024年1月1日，是画家齐白石诞辰160周
年。白石老人生于1864年1月1日，1957年9月
16日病逝，享年93岁。他晚年在书画作品上，有
相当一部分都题写了自己的年龄，如“戊子八十
八岁白石”“九十四岁白石老人”等，甚至创作于
1957年的作品上，还出现了自署“九十七岁白
石”（《牡丹》图）的情况。白石老人为何要为自
己添加年龄呢？

齐白石请胡适写传记

1946年秋，胡适结束了在美国任职9年的外
交工作返回北平，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彼时，耄

耋之年的齐白石正找人帮他写传记，首选对象
便是胡适。齐白石曾为胡适篆刻过印章，胡适
早年也曾收藏过齐白石的画作，但二人并不十
分熟稔，于是，齐白石通过他人请胡适为自己撰
写传记，胡适表示“我很感谢他老人家这一番付
托的意思”，欣然接受了这项写作任务。

齐白石为胡适提供了10多种资料，包括自
撰的《白石自状略》初稿、发表稿、写定本数种，
杂记稿本《三百石印斋纪事》一册，残页《入蜀日
记》，自撰《齐璜母亲周太君身世》，友人王森然
所作《齐白石传》一册，另有《借山吟馆诗草》（自
写影印本）《白石诗草自叙》初稿、改定本和《白
石诗草》残稿本等诗作，以及一些参加活动的剪
报、函件等。

由于事务繁忙，胡适一直到第二年暑假，才
开始着手写作。胡适治学严谨，精于考证，他在
编撰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疑点，即在不同的资料
中，关于齐白石年龄的记载，上下前后颇不一
致，起码有2岁的误差，因此认为齐白石的真实
年龄值得推敲。譬如，齐白石80岁写的《白石自
状略》，当时是民国二十九年（1940），以此往前
推算，他的生年是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而

齐白石自撰的《齐璜母亲周太君身世》一文中，
他的生年却是同治二年癸亥（1863）。胡适顿生
疑虑，认为这里或有隐情，他不便直接去问齐
白石本人，就把疑问与考据一一记在初稿的小
注中。

1947年8月，胡适依靠有限的资料，完成了1
万多字的初稿。他将抄清本送交齐白石审核，原
稿请与齐白石有多年交情、又是自己好友的语言
文字学家黎锦熙添补改削，顺便帮忙解答自己的
疑问，后又将此稿交给史学家邓广铭补充。

胡适考证“白石老人变戏法”

黎锦熙与齐白石都是湖南湘潭人，两家是
世交，齐白石年轻时曾在黎家做过事。受胡适
委托，黎锦熙除了在自己的日记中摘抄出相关
资料予以补充，还不时前往齐家，与白石老人促
膝话旧。黎锦熙终于了解到，齐白石早年在长
沙的时候，有一个叫舒贻上的算命先生曾替他
测过生辰八字，说他75岁时大限将至（有大灾
难），给出的破解之法是，让齐白石在1937年的
农历三月十二日戌时，念佛3遍，佩戴金器，避开
属龙和属狗的小孩，如此可祛凶转运。并在手

批的“命书”封面上，题写“十二日戌刻交运大
吉”，又在“命书”里写下：“宜用‘瞒天过海’法，
今年七十五，可口称七十七，作为逃过七十五一
关矣。”齐白石深信不疑，为躲避灾难，他在75岁
那年给自己增加了2岁。就这样，1937年原本
75岁的齐白石一下子变为77岁，跳过了“不祥”
年份，这就是所谓的“瞒天过海”法。

后来，胡适据此在“年谱”中齐白石的“生
年”一节，添加了一段按语：“周太君年十七嫁齐
家，年十九生白石。太君生于道光二十五年乙
巳（1845），十七当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十九
岁当同治二年癸亥（1863）……白石当七十五岁
时，采用星命家‘瞒天过海’法，自己增加了两
岁。他自己在八十岁时写《自状略》，其实他那
时只能算七十八岁，世人依据《自状略》上推他
的生年在咸丰十一年辛酉，实在是被他‘瞒’
了。”同时，在“年谱”民国二十六年丁丑
（1937），齐白石75岁那年，加了一段说明：“自
改为七十七岁，在北平。长沙舒贻上（之鎏）曾
为白石算命，说‘是年脱丙运交辰运，美中不
足’。白石在名册上批记云：十二日戌时交运
大吉……宜用‘瞒天过海’法：今年七十五，可
口称七十七，作为逃过七十五一关矣。”胡适因
此感慨：“白石老人变的戏法能‘瞒天’，终究瞒
不过历史考证的方法。”

胡适还原齐白石真实年龄

可是，1937年 75岁，依然不是齐白石的真
实年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又得从公元纪

年、中国农历纪年说起。按照中国民俗普遍采
用1岁为人生起点的计岁（民间所谓的虚岁）方
法，人一出生就算1岁。此后，每到农历过年，就
再添加1岁。齐白石出生于清同治二年（1863），
具体出生日期是农历癸亥年的岁底十一月二十
二日（公历1864年1月1日），按农历来计算，出
生就1岁，到了次年的农历春节，即为2岁。也
就是说，齐白石出生在阳历元旦、阴历年底之
前，他在零周岁这年，按虚岁计算就已2岁。这
样一来，齐白石的虚岁年龄就比实际年龄又多
出了2岁。

于是，胡适坚持人物传记必须遵从生活真
实的原则，在编撰齐白石“年谱”时，对其生平纪
年作了更正，还原了齐白石的真实年龄，特别是
书画落款在1937年之前的，或自署小于75岁的
作品，一律减去2岁；而落款在1937年以后，或
自署大于77岁的作品，统一减去4岁。

1949年3月，胡适将《齐白石自述编年》改名
为《齐白石年谱》（增补至3万余字），请画家汪亚
尘的夫人荣君立、著名学者顾毓琇从他们收藏
的齐白石画作中挑选出10余幅，加上罗寄梅为
齐白石拍摄的一幅照片，以胡适、黎锦熙和邓广
铭三人合作编撰的名义，交商务印书馆（上海）
出版发行。

然而，胡适的考证与齐白石内心希望传记
写得丰富饱满、妙笔生花的初衷背道而驰。据
说，齐白石对胡适“戳穿”了他“瞒天过海”添加
年龄的做法，很不满意、颇不愉快，为此还请艾
青为他重写传记，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改用阳历 以示大同”

国际通用历法的诞生和推广
黄金生

胡适考证齐白石年龄
周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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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正式通
电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
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自此，中国也像当时世界绝大
多数国家一样，采用公元纪年，实行新历法，即格里高利历。
历法的统一，对于人类文明进步发展而言无疑具有进步意

义。那么，如今的世界各国为何普遍采用格里高利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