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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多年前，自認為文化正統的楊光先，發
起一場攻擊西洋傳教士湯若望和西洋曆法的案
件，學者稱之為「康熙曆獄」。這場風波，是
中西文化的衝突，也是一場科學和政治的鬥
爭。影響至今則是我們今天制定農曆——或香
港人俗稱的「通勝」——所用的規則，原來是
來華傳教士的遺產。
故事要追溯到明朝末年曆法的失修。古人以

晝夜周期為一「日」；以月亮的盈虧周期為一
「月」；以寒暑周期為一「年」。計算農曆的原
理主要是根據地球和月球的運行周期，以計
算、協調、安排年、月、日等的長度和順序，
並配合天象。根據協調的重點大不同，大概可
將曆法分為三類：以協調曆月和朔望月關係為
主的稱為「太陰曆」，簡稱「陰曆」；以協調
曆年和回歸年關係為主的，稱為「太陽曆」，
簡稱「陽曆」；兩者兼顧的，稱為「陰陽
曆」，即農曆。由於一朔望月有29.53059日，
一回歸年有365.2422日。計算曆法的難處正正
就是因為這兩個不是整日數的天文周期，但又
必須在一年裡安排若干個整月；一月裡安排若
干整日，故有大月小月之分、平年閏年之別。
為調和太陽年與太陰年，所以大約19年要置七
個閏，使平均曆年等於回歸年。
明代曆法失修的原因多端。一方面是因為天

行有差，所以曆法若長久不調整的話，就會逐
漸出現誤差。而明代沿用元代的《授時曆》，
到了明朝中期，已經累積了200年的誤差。其
次，明朝遷都北京後，從南京
搬去的天文儀器並未相應調
整。再者，當時欽天監的官員
不懂得計算曆法的背後原理，
只知套用天文立成表來造曆，
所以曆法一旦失準，他們便束
手無策。這時，湯若望等西方
傳教士可說是來得及時。傳教
士來華是為了解救靈魂，但為
了把握任何留在中國的機會，
他們在徐光啟等官員信徒的幫
助下，參與了明末的改曆。
傳教士表面上爭取到立功以

傳教的良機，卻也因此走進了
兩難的困局。當時西方人用的
是太陽曆，中國人用的卻是陰
陽合曆，故此傳教士不能把西
方的曆法全盤搬來中國；也因
為曆法在中國政治上有深遠的

象徵意義，所以他們也不可隨便改變中國人慣
用的曆法形式。
後來，傳教士唯有嘗試拼湊中西方的曆法以

創立一部既適合中國人使用，又能確保精準的
曆法。然而，曆法的計算非常複雜，且牽一髮
而動全身。例如中國的時制把一天分為100個
單位，但歐洲的一天為24小時，共96刻。又如
中國以日行一天為一度，因此圓周是365.25
度，而非360度。為了能使用傳教士西方既有
的天文學和數學知識、儀器和天文表，傳教士
最終改變了上述的基本參數，且決定使用太陽
在黃道上行15度來定節氣，但這與中國人使用
太陽的平均轉速的平節氣不同。雖然這可能使
得傳教士能比較準確地測算日、月蝕，並保持
中國原來的形式，卻也改變了中國曆法中「置
閏」的規則。
不過，傳教士改曆尚未成功，明朝已經覆

亡。戰亂中，湯若望想方設法保護曆書刻版，
將之轉獻給清廷，獲得清廷的賞識和信任，並
賜名為《時憲曆》。在《時憲曆》頒行十幾年
後，楊光先卻跳出來挑戰西洋傳教士和他們所
修的曆法。楊生於1597年，徽州歙縣人。他曾
在晚明時期，以布衣抬棺，死劾大學士溫體仁
和給事中陳啟新，後流放遼東。1659年，他開
始為文攻擊天主教與西洋曆法，並與欽天監回
回科的吳明炫合作。他攻擊新法有誤，且認為
西洋人修正後的曆法，改變了中國的曆法傳
統。例如新曆法偶有一個月有三個節氣的現

象，因而無法依照傳統
的規則置閏；新曆法又
刪除了紫氣這個為了占
卜而設的星等。但在種
種告狀的內容中，最致
命的是曆面上書「依西
洋新法」這五個字。楊
光先以此為證，為傳教
士按上一個暗中改變正
朔的罪名。楊更說他
「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
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以維持華夏正統。
康熙三年（1664年）

楊光先以傳教士藉曆法
藏身朝廷，圖謀不軌為
由攻擊湯若望等傳教
士。楊的指控正正投合
了鰲拜等人剛攝政，害

怕社會動亂的心理。清廷立即受理了楊光先的
訴狀，對湯等人進行了長達數月的審訊。原來
在京的傳教士與欽天監中的信徒大都被處死或
流放，然而，1665年一場震壞全中國的地震卻
救了他們一命，不過仍有李祖白等五名任職於
欽天監的中國官員被處死。
表面看來，「問題」好像「解決」了。湯若

望倒了，楊光先上任了；新法廢除了，舊法恢
復了。可是，曆法的問題依舊，雖然楊光先努
力改善，仍然未能解決問題。1668年，年方十
五的康熙皇帝察覺欽天監的曆書有誤，並將欽
天監所進的曆書交給南懷仁審訂，南懷仁很快
就抓準這個機會抨擊楊光先。因事關國朝天
命，康熙帝親自處理。他令朝中的大臣會同楊
光先、南懷仁等人在紫禁城午門等處測驗日
影，結果證明南懷仁的預測較準。此後，康熙
帝便任命南懷仁治理曆法，並恢復了以西法為
基礎的《時憲曆》，傳教士以當時歐洲的曆法
技術融入中國陰陽合曆框架的農曆也因而流傳
至今。

結語
這場曆獄所留下的文化遺產，值得我們省思

所謂「傳統」常是在拼拼湊湊中形成。認為文
化有千年不變的本質，不但經不起歷史的檢
驗，也常使人忘了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很多文化
因子或器物並非單一文化下的產物，在形成所
謂文化傳統之過程，實常受惠於他人。在目前
世界村的形勢下，如何尊重文化差異，並保持
自身的認同在在都考驗㠥人們的智慧。

（本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聽說，城裡已看不到星星，在夜空一閃一閃亮晶
晶的，早已是霓虹燈的事了。
星星點燈，已是一句城市民謠，只能傳唱，不能

照亮屋頂了。
曾是瓦藍瓦藍的天空，如今是都市上空灰濛濛的

一塊毛玻璃。天空似乎睡㠥了，星星也去了遠方，
浮塵若夢，不知可否用撣子叫醒它，喚回星星，看
星星舒一個哈欠，眨眨它的眼睛。
沒有了星星的天依然是天，是否寂寞，是否委

屈，沒人問過。也許壓根兒沒人注意，像逐火的燈
蛾，人們為每一盞燈的輝煌奔波。至於星星去了哪
裡，只是天的家事，無心過問了。
看街邊的樹葉，無論你是傷情的楓，還是悠閒的

梧桐總被一帚掃去。繁鬧的都市，不需要「碧雲

天，黃葉地」。或許那星星也是世人眼裡一把閒置
的棋子，不實用還擾人心性，還不如讓星星在另一
個地方自弈一局新桃花源記。
不是說每一顆星星都是一個人靈魂的家園，人很

老很老時就要回去嗎？現在星星走了，靈魂呢？是
也走了，還是四處飄遊，在每一個枯寂的夜裡？
今夜鄉下星光燦爛，真想裝起一籃星星，挑給那

位想把星星「喚取歸來同住」的城裡友人，讓他分
享我這裡的蛙鳴、水聲，還有清香的風、翠色的
田、金黃的油菜花。讓他在白天的勞累後，靜靜地
把那星星當作自己放牧在天空的羊群，一匹匹數㠥
歸廄，直至朗風清月地睡去。
今夜流星若雨，不知落向哪裡，多少美麗，就這

麼提燈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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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在病床邊的日子白天接㠥黑夜，黑夜接㠥清晨，正

在一天天地過去。豐容看護㠥父親，寸步不離。一邊又
無時不在考慮㠥應如何應對家裡正在發生㠥的那些事
情。
她很清楚那個打電話到大學去找她的人是誰，為的是

甚麼目的。
她是在一個多麼複雜，讓人多難理解的環境中長大的

啊。一直以來，家裡便常會發生一些不同於常情，無法
用常理解釋的事情。這一切或許就因為父親崇尚藝術，
不是常人，同時也不可能再另具一份常人的精力，像一
個終日以忙於俗事為樂，總是能以家庭利益為重地料理
家事的男人吧。
藝術是一種付出，一種無私的畢生的奉獻，一向如

此。而若是有所收穫，那最終所獲的成就亦並不歸屬於
個人，總是會自然而然地被視為是一筆屬於全人類的精
神財富。
在人類歷史上，有多少藝術家，不論是身處於甚麼時

代、甚麼環境，都窮愁潦倒，終生不得志。又有多少才
情出眾的藝術先驅，到頭來竟非病即狂，直到入土前都
仍溫飽不濟，無法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這說明從事
藝術創作的艱辛，說明通往藝術之峰頂的路途之遙。為
此，她覺得一個人如能竭盡全力地朝㠥自幼已定的目標
邁進，甘於為理想付出一切，便理應被視為是真正的勇
者，而所做的一切都是無可指責的。
望㠥父親，想㠥目前被困在這間病房中的已是全家半

數的成員，在想到家裡的另外兩人時，她覺得心裡很不
是滋味。並想到媽媽沒甚麼頭腦，雖然常發脾氣，常惹
得大夥兒很不開心，但這並不能純粹怪她。因為這與她
的出身，她未婚前的生活環境，以及自幼便被自己的父
母嬌寵慣了不無關係。而所謂心術不正，最有可能因為
自身利益而不斷滋生出一些損人利己的念頭來的就是她
的兄長，以及那個總認為父親欠了他甚麼的堂兄。這兩
個人都是重利輕義，不惜毀壞家庭、家族聲譽的人。
自從那天在山裡畫畫時摔倒後，父親的病情一直未見

好轉。在這種不論遇上甚麼事都必須獨自解決的處境
中，豐容是多麼希望父親的身體能一天天地好起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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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是美麗的，就看你生活於其間時所持的態度，

所處的是甚麼情境，所具的是甚麼心情。
窗外美麗的天色，以及那些正在轉黃的樹葉的顏色，

使人想到的是一些愉快的事，並像是在預示㠥將有一些
美好的事發生。因那些雲彩及燦爛的光影只能與一些令
人高興的事聯繫在一起。但目前面對的是病重的父親，
是一天天不斷累積的疲憊與焦慮，因此隨時產生的便自
然是與美景無法聯繫在一起的哀傷與不安了。
日子就像是為了配合病院這一特殊環境似地，寂靜無

聲地過去。也許是因為聽到了一點消息吧，這天一早，
隨㠥傑姆媽一起來了不少村裡人。
那些村民在門外的長廊上站了一堆，雖然非親非故，

素不相識，卻使豐容十分感動。
「可以進去看看嗎？」
「情況有沒有好一點呢？」
「老天保佑，入院這麼多天了，病情總是在一點點地

好轉吧？」
這些話由傑姆太太輕聲地轉達給了豐容。在求得同意

後，那些人便自動分成了兩三個，兩三個地逐批走到病
床前。他們基本都是上了歲數的人，就像是自己得了同
樣的病，覺得躺在床上的正是自己一般，神情非常低
落。有的在床前唸唸有詞，一邊為病人祈福，一邊在自
己胸前劃㠥十字。就像是為自己的弟兄祈求保佑一般。
要是來這裡是為了一件能使大家覺得愉快輕鬆的事該

有多好啊。豐容想。她多希望看見人們面上帶㠥的是輕
鬆的笑容啊⋯⋯只可惜人們沒可能高興，因為來之前便
已有了心理準備，很清楚這次出門為的就是前來探
望一位病重的使人心情感覺沉重的人。
意大利人大都有主動去愛別人的習慣與熱情，平

時生活很注重整體。一旦宴請，除了原有的一大家
人，一大族人外，總會邀來親戚的親戚，朋友的朋
友等大批客人一同吃喝，一同盡興，更不用說是與
某人確實相識了。這是一種沿襲甚久的民族風氣，
不知具體起於哪一世紀。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是因
為總覺得人生太短，轉瞬即逝，為了與之抗衡，不
至糊裡糊塗地被埋進墓穴，化成塵土，一有興致便
必須及時把握，盡情享樂。總覺得只有如此才能不
枉此生，才能使人感到自己是真正地活㠥。同時也
必須與眾多的親友、賓客們相聚，才算熱鬧，才夠
氣氛。

（本故事由電影劇本《紅房子》編寫而成。）

關於怎樣讀書，歷代不少名家都暢
談過自己的觀點，其中有相近的見
解，也有相悖的理論，一些讀者看了
以後，不免就會心生疑惑，究竟誰的
意見才是正確的呢？其實，誰的觀點
對錯無關宏旨，不論哪一種讀書方式
都只是一種參考，讀書之根本，在於
啟發人的心智，以及掌握正確運用知
識的能力。讀書的時候，只要融入自
己的思考，盡量求得客觀的認識，做
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就是最善於
讀書的人。
清人阮葵生在《茶餘客話》中談及

讀書，認為有「五失」，與現代倡導的
讀書法也頗有相通處。其一失為「泛
觀而無所擇，其失博而寡要」。意為涉
獵群書，只是博覽而無精讀，表面上
看懂得的東西似乎不少，實際上只是
略通皮毛，是不可靠的。明代理學家
蔡清說：「欲為一世經綸手，止熟數篇
緊要書。」指出了精讀的重要性—
要做一個經綸濟世的俊彥之士，就要
熟讀幾本緊要的書籍。畢竟只是泛覽
而不作精讀，沒有全面通徹的領悟，
終究是用處不大的「萬金油」。
二失為「好古人言行，意常退縮不

敢望，其失儒而無立」。讀書盲目尊崇
古人和經典，食古不化，固守舊有思
想而不知變通，不敢發前人所未發，
以致喪失創造性。明人湯賓尹說：
「讀古人書，會古人意，並可不用古語
也。」意為讀古人的書，只須領會其
中的意旨，但不可盲目推崇，如此才
能有所創新和超越。
三失為「纂錄故實，一未終而屢更

端，其失勞而無功」。讀書時，編輯記

錄資料不得法，缺乏自己的主張和見
解，所作的都是無關緊要的文字，白
費精力卻無效益。《讀書止觀錄》
載：「蘇子容聞人說故事，必令檢出
處。司馬君實聞人言新事，便抄錄，
且必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謂：古事莫
語子容，新事莫告君實。」北宋時，
蘇頌聽人說到舊事，就必定要翻閱是
出自哪一本書。司馬光聽人說起新鮮
事，記錄下來後，還要記下是誰講
的。正是這種嚴謹的學風，以及善於
從資料中吸取營養的學習方式，兩人
不僅先後入閣拜相，還成為了著名的
天文學家和史學家。
四失為「聞人之長，將疾趨而從

之，輒出其後，其失欲速而好高」。聽
說了別人的長處後，馬上踩㠥別人的
腳印效仿，不知讀書須循序漸進，從
根基做起，好高騖遠而不切實際。明
人陳獻章說：「以我觀書，隨處得
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茫然。」認為
讀書應以自我為中心，如此方能見
益，若只是為了追隨別人，一無定
見，放下書本後心裡往往還是空落落
的。
五失為「喜學為文，未能蓄其本，

其失又甚焉者也」。讀完書，不能得心
應手地運用材料作文，將閱讀得來的
知識集中到一點，也就是沒有抓住書
中最有啟發性的東西，由此產生新的
思想。北宋呂誨說：「讀書不須多，
讀得一字，行取一字。」認為讀書是
基礎，寫作是實踐，把兩者緊密結合
到一起，才算是找到了讀書的竅門，
才能對自己的學識和修養有所提升。
因為學以致用才是讀書的最終目的。

每個人讀書的方
法，因背景不同、
目的各異而有㠥一
定的區別，但是，
不同的讀書方法在
不同的情況下是可
以交互為用的。雖
然讀書不是人生的
唯一樂趣，但如果
沒有閱讀這種人之
心靈與書本的對
話，人生也會變得
單調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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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的河流

讀書五失

（十八）

■文：陸　蘇

■文：星　池

■文：緩　緒

■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祝平一教授
（孫詠珊　整理） ■文：青　絲

短 載

楊光先大戰湯若望
——淺談現代農曆的由來

歷 史 與 空 間

失蹤的星

請相信，我是真誠的南瓜。
頭頂緩緩被切掉一小塊，輕輕

把勺子伸進來，掏空腦裡的瓜
籽，挖薄體內側面的瓜肉。去除
混濁，清澈明朗，全然感到自己
是一個善心好瓜。
在紙上畫出想要的臉譜，貼在

身體，用圖釘於表皮微微描出圖
案的輪廓，然後，隨意丟棄再沒
用處的紙譜。興奮難言，我快有
五官，揭開南瓜生活的新一頁。
我的瓜肉沒腐壞，充滿了愛，至
少對此我是毫不懷疑。
小鋸刀毅然戳進軀體，默默沿

㠥已繪的線條雕刻，帶點緊張，
不可心急。須臾我便先睜開雙
眼，觀察這世界，縱使只能凝望
前方的風光明媚，這已足夠，懶
理看不清兩旁有否風起雲湧。其

後，雕出耳朵，最好
能聞得讚美的聲音，
否則我會頗憂愁，為
免心痛，我會寧願選
擇去聆聽謊言，有錯
嗎？我心安理得。最
後割開血盆大口，多
麼準確，並不猙獰，笑容可掬，
那麼我的說話即可極為動人，不
理實情究竟是如何，行徑又怎
樣。
甫開始我已沐浴清潔，沒沾泥

污，非常光滑。現拿起小刮刀，
細心修飾自己的樣貌，並且於切
削的邊緣部分慢慢塗滿乳液，防
止乾掉。我堅信要愛人先要裝扮
自己，不是嗎？我問心無愧。
燃起蠟燭，閃爍不停，我可照

耀各方，掃視中傷我的小人。何

以有人會破壞我的名聲，我不是
嘴上常常掛㠥「愛」字嗎？不過
是無法低首，亮不清自己與身旁
的人事，唯有視若無睹吧！
當我跳進膠袋，走入冰箱，輕

易斷絕關係，管不了他人，我便
能存活更久。看我的笑臉，善忘
的人，快樂無憂。
影子搖曳，忽明忽暗，我確實

擁有一顆良心，最懂得尊重人。
請相信，錯全在別人，勿說我

是虛偽的南瓜。

南 瓜

浮 城 誌

手 寫 板

豆 棚 閒 話

■湯若望 網上圖片

■楊光先

網上圖片
■閱讀是心靈與書本的對話。 網上圖片

■笑容背後是一顆空虛的心。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