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曆法曆法

‧記事

–結繩

‧算日子

–規律的大自然現象



算日子算日子

‧怎樣叫一天？

‧怎樣叫一個月？

‧怎樣叫一年？



怎樣叫做一天？怎樣叫做一天？



怎樣叫做一天？怎樣叫做一天？

‧日常的規定：

–看到太陽在特定位置到
下一次太陽又到特定位
置間的時間。

–太陽日

‧天文上的規定：

–地球自轉一圈

–恆星日



那個日是那個日？那個日是那個日？

‧平均太陽日：

–86400秒

–24小時

‧平均恆星日：

–23小時56分鐘04秒



差那四分鐘～！！差那四分鐘～！！



對於星星的影響對於星星的影響

周日運動周日運動



週日運動週日運動



週日運動週日運動



地球自轉地球自轉

‧由西向東自轉
–天體看起來每天東升西落。
–地球自轉軸指向天北極，故北極星不東升西落。

‧北極星仰角等於觀測者（北半球）所在的緯度。

‧每日看起來繞北極星轉一周
–每小時轉15度
–一度需4分鐘

‧不同緯度的觀測者，所見的星空不同。



怎樣叫做一個月？怎樣叫做一個月？



怎樣叫做一個月？怎樣叫做一個月？

‧日常的規定：

–看到滿月到下一次滿月
間的時間。

–朔望月（盈虧月）

‧天文上的規定：

–月球公轉一圈

–恆星月



那個月是那個月？那個月是那個月？

‧平均朔望月：

–29.5306日

‧平均恆星月：

–27.3216日



怎樣叫做一年？怎樣叫做一年？



怎樣叫做一年？怎樣叫做一年？

‧日常的規定：

–季節變化的一個循環

‧天文上的規定：

–地球繞太陽公轉一圈

–回歸年



回歸年回歸年

‧平均地球回歸年：

–365.2422天



對於星星的影響對於星星的影響

周年運動周年運動



一年裡的太陽運動一年裡的太陽運動



太陽照射的角度不同太陽照射的角度不同



單位面積所接收的能量單位面積所接收的能量



四季變化四季變化



星座的變化星座的變化——週年運動週年運動



地球公轉地球公轉
‧公轉軌道上地球每天會前進一度，

–造成恆星比前一晚提前4分鐘昇起。
–每延後一月，提前2小時昇起

‧正午的太陽高度
–季節的分辨

‧由於恆星的相互位置看起來是不變的
–指認方向
–各季星座的形成



曆法的形成曆法的形成

‧以時記物

‧記物以時



曆法的形成曆法的形成

‧陰曆

‧陽曆

‧陰陽合曆



陰曆陰曆

‧以月亮盈虧變化為主

‧游牧民族較易採用

–文化因素

–節慶與作息



陽曆陽曆

‧以四季變化為主

‧農耕民族較易採用

–配合農事作息

‧凱撒獨裁，改羅馬曆
為純陽曆



陽曆陽曆

‧只管太陽的變化

‧主要量測回歸年長度

–春分到春分所經過的時間

–365 1╱4日



陽曆陽曆——復活節的決定復活節的決定

‧春分後，第一個月圓後的第一個星期天；
如果第一個月圓是星期天，就順延一星期

‧春分、月圓、星期天

‧陽曆？



陽曆陽曆——春分（天文）春分（天文）



陽曆陽曆——春分（實際）春分（實際）

‧vernal equinox：

–vernal：春天

–equinox：日夜長度相等



陽曆陽曆——閏年閏年

‧埃及人計算出的回歸年：365 1╱4日

‧凱撒每四年的第四年，多加一天

‧多加的一天放置在二月的最後一天



陽曆陽曆——為什麼是二月為什麼是二月

‧人為的訂定大月31天、小月30天

–二月28天是因為剩下的最後天數

‧古羅馬曆歲首由三月開始

‧真實字首

–October的Oct：第八的



陽曆陽曆——不置閏不置閏

‧西元1582年
–天文上的春分比日曆上的春分早到

–回歸年時間應該更短

‧實際確認
–回歸年365 97╱400日

–原本應該在3月21日，實際卻在3月11日

‧修正
–改用新曆把該年10月5日直接改成10月15日

–由1600年之後的1700年等三個百年不置閏



世界就和平嗎？世界就和平嗎？
後面還有呢～後面還有呢～



陰陽合曆陰陽合曆——農曆農曆

‧中國為主

–農耕社會→需要陽曆

–文化需求→無法割捨陰曆

‧複雜→政治化

–月亮變化

–四季變化

–行星運行

‧經常改曆



陰陽合曆陰陽合曆——中國的曆法中國的曆法

‧回歸年的設定

–由冬至到下一次冬至之間的時間

–歲實為365 97╱400日

‧陰曆月的設定

–大月30日、小月29日

–利用中節氣來標示



陰陽合曆陰陽合曆——如何決定大小月如何決定大小月

‧唐朝之前
–陰曆月一大一小排列

–大差距時，置連兩大月

–平朔

‧唐朝之後
–按實際月亮盈虧決定陰曆月

–可能連四大月、三大月

–定朔



陰陽合曆陰陽合曆——中節氣中節氣

‧以中氣訂月份

‧以節氣標定農事作息

農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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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合曆陰陽合曆——中節氣中節氣



陰陽合曆陰陽合曆——原罪原罪

‧回歸年與陰曆月不匹配

–回歸年： 365 97╱400日

–12個陰曆月：29.5306 × 12 ＝354.3672

‧改善

–置閏月

–默冬章：十九年置七個閏月



陰陽合曆陰陽合曆——如何置閏如何置閏

‧漢武帝改制前

–歲首為冬至月

–當回歸年與陰曆年相差一個陰曆月時

–閏月置於當年的最後一天

‧漢武帝改制後

–歲首改制為現在一月（雨水月）

–以中氣置閏月



陰陽合曆陰陽合曆——中氣置閏月中氣置閏月

‧中氣與陰曆月的脫鉤

–中氣相距30或是31日

–陰曆月29或是30日

‧中氣與中氣相差超過一個陰曆月時置閏月

–2月（春分）、3月（無）、4月（穀雨）

–2月（春分）、閏3月（無）、3月（穀雨）



那到底會閏哪一個月？那到底會閏哪一個月？



陰陽合曆陰陽合曆——中氣間隔中氣間隔

‧固定的中氣間隔時間
–太陽等速移動

–平氣

–閏月各月份都有時間出現

‧變化的中氣間隔時間
–克卜勒運動定律

–定氣

–閏月只會集中在某些月份



陰陽合曆陰陽合曆——克卜勒運動定律克卜勒運動定律

‧速度

–近日點（冬至）快

–遠日點（夏至）慢

‧時間

–冬至附近短

–夏至附近長

‧閏月

–冬至附近無閏月

–夏至附近多閏月



陰陽合曆陰陽合曆——克卜勒運動定律克卜勒運動定律

平氣（1368年～1669年）

閏月

月份

正
月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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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數 7 11 6 15 8 12 9 7 10 6 1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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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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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定氣（167-年～2000年）



藍月藍月

‧blue moon

‧一個月內出現的第二次月圓

‧十九年有7個閏月，228個陽曆月

–平約33個月有個藍月

–一百年出現4次，一年內有兩個月有藍月



To Be Continued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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