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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原始时代就非常重视天文历法，后来更是如此，中国古代官方特设“钦天监”，专门观测天象，
编制历书，并由朝廷发布，指导全国。小国或地方势力若表示臣服，就说“奉××朝廷的正朔”。中
国历代天文观测资料之丰富世界无双；中国古代历法之精密合理举世瞩目。在我国，无论知识份子还
是平民百姓对天文历法历来存一种敬畏心和好奇心。外国也一样。托勒密、哥白尼、伽利略的故事广
为人知，进而发展了近代的天文历法，以耶稣诞生日为起点的公历沿用至今。
历法中既有科学问题又有社会历史问题，而且无论从科学上看还是从历史上看，历法都是一件非常复
杂的事情。在某种情况下，它甚至是一门基础课，对它缺乏了解，就难以作更深入的学习研究，比如
对学历史的人就是如此。即使一般人也应该有点常识，才好应付人生社会。然而，今天有些人却以为
历法是天经地义的，用不着费脑筋去想它。
今天，人类从农耕社会走向了工业社会，从听天由命到改造自然，从关心自然事物到更加关心人造的
事物，时代变了，人的生存状态变了，文化和社会心理也变了。现代都市人，他们叫不出任何一种小
虫的名字，却能分辩几十种汽车的牌号；他们分不清井水和河水的不同，却品尝着几十、上百种饮料
的滋味。像天文历法这样的问题，要么太玄奥（星象），要么太粗俗（日历），不能给人带来任何现
实的利益，似乎超出了人们关心的范围。
我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今年节气晚，所以天冷；今年年前打春，所以天气暖和得早。其实，正如 24 
节气歌所说的“上半年 6 、 21, 下半年 8 、 23 ”，即各节气的阳历日子，上半年的大约是每月的 6 号
或 21 号，下半年的大约是在每月的 8 号或 23 号，上下不超过一、两天，几乎可以认为是固定的。 24 
节气实际是表示地球绕太阳公转时均等划分的 24 个不同位置，所以说 24 节气实质上是阳历，只不过
因为我国传统上使用农历， 24 节气的日期才显得不固定。
还有更离奇的。不知因为什么缘由，有一次我有意问了三个人同一个问题，其中两位是 50 多岁的正处
级的干部，另一位是 20 多岁的年轻大专生科员。问题是这样的：每年的 2 月份共有多少天？两位处长
都回答 28 天。我进一步问：有没有不是 28 天的？比如有没有 29 天的时候？他们或者回答“都是 28 天
哪！”或者回答“不记得了。”只有那位年轻人才正确回答出了阳历闰年的道理。说实在的，我万万
没有想到，同样号称知识份子、活过 50 多年、工作了 30 多年的堂堂正处级干部，在历法知识上竟然
不如一个小学生。即使他不懂地球公转、自转这些道理，他也应该经历过不少 2 月 29 日，而对此他们
却一片茫然，真不知道他们每天都在想什么！我不能说人家傻，因为能当上处长就足以证明他们是出
类拔萃的人物。我不过替中国的文化悲哀。我觉得，一个由大批无法欣赏自然美、艺术美和科技美的
人治理的国家，他的前途很难说是光明的。
真正的知识份子不同于上述那样的知识份子。他们用人类的全部知识来武装自己。他们靠勤勉拥有了
广博的科学、社会知识，并用辛勤的劳动为人类造福；他们靠敏锐和好奇心，勇敢地向未知的领域探
索，不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同时也在扩展着人类的生存空间；他们培养了自己的道德鉴赏力、美学
鉴赏力、科学鉴赏力，以此证明人类自身的美同时也创造着新的美；他们凭借所有这一切享受人生并
服务于社会，进而促进整个人类的进步。
但是，具体到某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他的能力则是有限的，他不可能万事皆通。我们不能期望每个人
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他只要在自己的生命过程中不断地努力就好。在一技之长以外，他应该多
明白些科学和社会常识，提高一般文化水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而要达到这一点，首先得读点书。胡耀邦同志生前曾大力提倡读书，他说，高级干部至少要读 1 亿
字的书。他的意思不外是要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
话扯远了，还说历法。
我对天文历法感兴趣不完全是因为它们有用，而是出于好奇。小时候，看见派出所的警察办户口，手
里拿着一本书，阴历、阳历的生日换算一下子就查出来了，神奇之极。长大以后我才知道那本小书叫
《万年历》，后来还买过一本。但是《万年历》只是个名义，实际上它仅包括最近前后 210 年的资料
，过早和过晚的日子都无从查考。这就不够用。比如，看历史书，要想把旧历换算成公历，就得查更
完备的工具书，而这种工具书非一般人置备得起。有没有一个简便的算法，即通过几个公式就能算出
所有的阴阳历来？现在有了微机，编个程序随时计算，岂不方便？就像过去要用三角函数，非得查表
不可，现在有了计算器，谁还去查表？
前几年我因为编算命的计算机程序玩，需要这种换算，所以认真研究了一下这个问题。我发现，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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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算根本就没有简单的公式，只能查工具书。我只能把所需期间的大、小月、润月等数据存在一个数
据表里，由计算机程序来搜索，才能得出结果。这可太麻烦了。我不知道别人编的阴阳历程序是如何
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特别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按理，历书是依据太阳、地球、月球的运行编制的，而日月星辰都遵循着
严格的物理定律运行，那么，摆出几条公式一算，不就得了？肯定有这样的书，我特别想得到这么一
本书。结果就碰到了这本《历书百问百答》。
这是一本小书，只能简单介绍和解释一些历法上的常识，其他如天象的观测，历书的计算编制等，大
概因为过于复杂和专业了吧，完全没涉及。而我恰恰想知道这些较深的东西。
去年，在书店偶然碰上一本《四千年气朔交食速算法》。一看书名我的眼睛就亮了，因为这是“算法
”，不是“历书”，立刻买下——结果又大失所望。该书完全由表格组成，算什么都得查表，根本不
是什么公式之类的计算方法。它的独到之处在于，时间的范围扩大了，可计算的项目比一般换算类的
工具书多了，可以满足一般文史工作者的应用要求，但从实质上讲它还是“历书”，而不是“怎样编
历书”。这本书的作者从解放前就草创此法，直到五十七年以后的 1998 年，作者死后才得以出版，印
数仅 3000 册。由此我知道，历法和历书的编制计算实在是太复杂、太专业了、绝不是几个简单的公式
就能解决得了的。
记得文革结束后，徐迟先生的一篇《歌德巴赫猜想》不仅使陈景润同志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也使无
数有好奇心的人迷上了数论，并企图一举证明那个著名的有关素数的猜想，以致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收
到成麻袋的明显有误的证明，不得不公开劝告世人，不要轻易陷入其中，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去年
我还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残疾人，虽然过着食不裹腹的生活，却仍然执着地研究这一问题，在一般人看
来，他肯定病得不轻，但他自称其乐无穷。历法的问题没有那么迷人，没有那么尖端，而且它的观测
和计算方法业已解决，也不具有轰动效应，所以大概很少有人沉溺其中。但不能否认，它也是少数能
引起人好奇心的领域之一。对于我来说，对名噪一时的“歌德巴赫猜想”无动于衷，却对历法问题费
了不少脑筋，一方面说明我的不肯从众的怪癖，另一方面也说明我的好学。怪癖要不得，但正如哪位
古人说的：“人之无癖，其情不真”。我意，与其抛弃怪，无宁存其真。好学深思一般是好的，但也
应该把握一个分寸，切记“贪多嚼不烂”。所以，对历法问题就此打住正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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