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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旦
﹂
一
詞
，
﹁元
﹂
是
開
始
、
第
一
之
意
；
﹁旦
﹂
是
早
晨
、
一

天
之
意
。
﹁元
旦
﹂
就
是
一
年
的
開
始
，
一
年
的
第
一
天
。

再
從
字
面
上
看
﹁旦
﹂
字
︱
︱
這
﹁旦
﹂
下
的
一
橫
代
表

地
平
線
，

一
輪
紅
日
正
從
遠
處
地
平
線
上
噴
薄
而
出
，
放
射

燦
爛
輝
煌
的
光
芒
。
這

個
象
形
字
反
映
了
旭
日
東
升
的
現
象
。
把
﹁元
﹂
與
﹁旦
﹂
合
在
一
起
，
就

是
要
人
們
以
蓬
勃
的
朝
氣
和
奮
發
的
鬥
志
，
來
迎
接
嶄
新
的
開
始
，
開
創
新

的
輝
煌
。﹁元

旦
﹂
這
一
名
稱
，
據
說
起
自
五
帝
之
一
的
顓
頊
。
顓
頊
以
陰
曆
正

月
為
﹁元
﹂
，
初
一
為
﹁旦
﹂
。
此
後
，
夏
、
商
、
周
、
秦
、
漢
的
元
旦
日

期
並
不
一
致
，
如
夏
代
在
正
月
初
一
，
商
代
在
十
二
月
初
一
，
秦
始
皇
統
一

六
國
後
，
以
十
月
初
一
為
元
旦
，
漢
武
帝
時
又
恢
復
夏
曆
，
以
正
月
初
一
為

元
旦
，
此
後
至
辛
亥
革
命
前
，
相
沿
未
改
。
辛
亥
革
命
後
，
又
把
正
月
初
一

改
稱
為
﹁春
節
﹂，
把
陽
曆
一
月
一
日
稱
為
﹁新
年
﹂
，
但
不
稱
﹁元
旦
﹂
。

一
九
四
九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
中
國
人
民
政
治
協
商

會
議
，
通
過
使
用
公
元
紀
年
法
，
才
將
陽
曆
一
月
一
日
正

式
定
為
﹁元
旦
﹂
。

據
司
馬
遷
《
史
記
》
和
班
固
《
漢
書
》
記
載
，
正
月

初
一
為
﹁四
始
﹂
（
歲
之
始
、
月
之
始
、
日
之
始
、
時
之

始
）
和
﹁三
朝
﹂
（
歲
之
朝
、
月
之
朝
、
日
之
朝
）
。
正

月
初
一
古
稱
元
旦
、
元
日
、
元
辰
、
元
正
、
元
朔
；
俗
稱

﹁過
年
﹂
、
﹁新
年
﹂
、
﹁年
初
一
﹂
。
隋
代
杜
台
卿
在

《
玉
燭
寶
典
》
中
說
：
﹁正
月
為
端
月
，
其
一
日
為
元
日

，
亦
云
正
朝
，
亦
云
元
朔
。
﹂
﹁元
﹂
的
本
義
為
﹁頭
﹂

，
引
申
為
﹁開
始
﹂
。
北
宋
王
安
石

《
元
日
》
詩
云
：
﹁爆
竹
聲
中
一
歲

除
，
春
風
送
暖
入
屠
蘇
。
千
門
萬
戶

曈
曈
日
，
總
把
新
桃
換
舊
符
。
﹂

﹁元
旦
﹂
一
詞
，
最
早
見
於
南

朝
梁
蕭
子
雲
的
《
介
雅
》
詩
：
﹁四

氣
新
元
旦
，
萬
壽
初
今
朝
。
﹂
宋
吳

自
牧
《
夢
粱
錄
．
卷
一
．
正
月
》
說

：
﹁正
月
朔
日
謂
之
元
旦
，
俗
呼
為
新
年
。
﹂
元
旦
，
《

尚
書
．
舜
典
》
稱
為
元
日
；
漢
崔
瑗
《
三
子
釵
銘
》
謂
之

元
正
；
晉
庾
闡
《
揚
都
賦
》
呼
作
元
辰
；
唐
德
宗
李
適
《

元
日
退
朝
觀
軍
仗
歸
營
》
中
寫
成
元
朝
。
漢
字
多
同
義
，

以
上
諸
稱
皆
通
。

民
國
時
期
，
將
農
曆
（
陰
曆
）
正
月
初
一
的
﹁元
旦

﹂
之
稱
改
為
﹁春
節
﹂
（
一
般
都
在
立
春
前
後
）
。
春
節

是
中
國
所
有
節
日
中
最
隆
重
的
節
日
，
漢
、
壯
、
布
依
、

侗
、
朝
鮮
、
仡
佬
、
瑤
、

、
京
、
達
幹
爾
等
民
族
都
過

春
節
。
﹁元
旦
﹂
的
詮
釋
，
到
此
畫
上
句
號
。

把
春
節
叫
做
﹁年
﹂
的
不
同
叫
法
，
據
古
籍
記
載
：
唐
、
虞
時
叫
做
﹁

載
﹂
，
是
萬
象
更
新
的
意
思
。
夏
代
叫
做
﹁歲
﹂
，
是
表
示
新
年
一
到
，
春

天
就
來
了
。
商
代
叫
做
﹁祀
﹂
，
是
表
示
四
時
已
盡
，
該
到
編
入
史
冊
的
時

候
了
。
周
代
開
始
才
叫
做
﹁年
﹂
。

古
人
過
﹁年
﹂
，
總
是
和
祭
祀
活
動
聯
繫
在
一
起
的
。
人
們
用
自
己
勞

動
獲
得
的
肉
食
、
穀
果
等
物
，
祭
祀
祖
先
和
鬼
神
，
飲
酒
宴
樂
，
祈
求
幸
福

。
後
來
，
佛
教
、
道
教
的
思
想
影
響
漸
漸
滲
透
進
來
，
給
過
年
的
儀
式
又
增

添
了
許
多
新
內
容
，
例
如
貼
春
聯
、
放
爆
竹
、
吃
年
糕
等
等
。

不
過
，
古
代
過
年
不
是
在
臘
月
二
十
九
（
月
小
）
或
臘
月
三
十
（
月
大
）

這
兩
天
，
而
是
在
﹁臘
日
﹂
，
即
後
來
的
﹁臘
八
﹂（
陽
曆
十
二
月
初
八
）
。

我
國
古
代
過
年
，
主
要
的
行
事
是
﹁打
鬼
﹂
，
也
即
除
邪
納
福
。
臘
八
吃
臘

八
粥
，
在
宮
廷
和
民
間
都
要
打
鬼
，
到
了
臘
月
二
十
三
，
祭
主
宰
家
庭
禍
福

吉
凶
的
灶
王
爺
，
以
求
衣
食
溫
飽
。
南
北
朝
以
後
，
把
臘
祭
移
到
了
歲
末
。

時間的步伐又讓我們先後跨入
兩個新年：公元二○一三年、中華
民族傳統曆法癸巳年（蛇年）。茲將
新的一年中的有關天象及若干曆法
現象各作簡介如下，以饗讀者。

兩次日食與月偏食

天象方面公眾最關注的是特殊天象──日食與月
食。二○一三年中將發生兩次日食一次月偏食。

日食每年都有發生，但每次日食能觀測到的區域
都有限。與以前幾年不同的是，二○一三年的兩次日
食在兩岸四地都不能看到，有興趣追蹤日食的天文愛
好者，只能出國前往觀測。

五月十日（農曆四月初一、星期五）的日環食，
極大點時刻為世界時（格林威治時間）零時二十六分
二十秒，最大食分零點九五四，能見環食的地區為澳
洲北部、所羅門群島、中部太平洋。

十一月三日（十月初一、星期日）的混合食（即
日全環食），極大點時刻為世界時十二時四十七分三
十六秒，最大食分一點零一六，見混合食地區為大西
洋、中部非洲。

四月二十六日（三月十七、星期五）凌晨月偏食
，兩岸四地都能看到。見食時刻是（北京時間）：初
虧三時五十一分，食甚四時零八分（食分零點零二）
，復圓四時二十五分。

龍年除夕廿九夜

農曆壬辰年（龍年）除夕在二○一三年二月九日
（星期六），這天是十二月廿九。中國人民間傳統的
所謂過年，主要指除夕這一天，俗稱 「大年三十」，
是每戶人家團聚的日子，與次日正月初一（春節）一
樣，視為重大節日。那麼，這回的 「大年三十」怎麼
成為 「大年廿九」？

其實稱農曆年除夕為 「大年三十」是種習慣說法
。農曆每個月份的大小並不固定，十二月份雖然大月
比較多些，但也會有小月，如上一年的辛卯年（兔年
）十二月也是小月；而下一年的甲午年（馬年）十二
月是大月。這是農曆曆法按一定規律編排的結果，沒
有什麼可以奇怪的。

春節落在二月十日

過了除夕守歲夜，便是大年初一即蛇年春節。大家都記得二○一
二年（龍年）春節在一月二十三日，而二○一三年春節落在二月十日
，比上年春節遲了十八天。這是因為，二○一二年與壬辰年都是閏年
，二○一二年有三百六十六天，壬辰年十三個月三百八十四天，農曆
年比公曆年多十八天，所以二○一三年（蛇年）春節要比上年的遲十
八天。

癸巳年三百五十五天

農曆癸巳年（蛇年）是平年。農曆大多平年是三百五十四天，而癸
巳年卻有三百五十五天，這是因為年中有七個大月（正月、三月、五
月、六月、八月、十月、十二月），小月只有五個。農曆月份根據朔
望月編排，平均長度二十九點五三零六天，以朔（日月在同一黃經度
）所在這一天定為每月初一日，這樣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如
果每年大小月數量相等，每過近三年就會多出一天，即會多一個大月。

又逢 「無春之年」
癸巳年（蛇年）始於二○一三年二月十日（春節），終於二○一

四年一月三十日（除夕）；而二○一三年與二○一四年的立春都在二
月四日。這樣蛇年十二個月只有二十三個節氣，沒有立春節氣，民間
稱為 「無春之年」。

二十四節氣是根據視太陽在黃道上的位置確定，其實是地地道道
的 「陽曆」，因此它在公曆（陽曆）中的日期都比較固定，如立春大
多在每年二月四日。蛇年起止日期中沒有二月四日，也就沒有立春節
氣。這是曆法編排結果，無關吉凶福禍。

戰國晚年，秦相范雎向秦
王舉薦了軍事 「怪才」白起。
秦王封白起為左更。為了感謝
范雎的推薦之恩，白起經常到
相府走動。時間一長，兩個人
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秦國的武將是按照軍功提升職務的。左更不
過是一個相當於現在少尉排長的小官。可是，白
起會打仗，戰功越來越多，官職也越來越大。不
到兩年，白起就從左更跳到了大良造，又從大良
造連升四級，當上了武安君，官職僅次於范雎。

按理說，范雎與白起是好朋友，白起當了武
安君，范雎應該為白起高興才對。再說，兩個人
一文一武，齊心協力，秦國的統一大業就一定能

夠早日實現。可是，這時候，范雎的思想卻變化
了。他嫉妒白起，並把白起當做自己的假想敵，
害怕白起的爵位超過自己。

公元前二六○年，白起帶領秦國軍隊在長平
與趙國展開了大戰。白起斷絕了趙軍的糧道，殺
敵四十多萬。白起讓人用馬車把這些士卒的頭顱
運回秦國都城請賞。范雎看到那幾十車血淋淋的
人頭，害怕得直哆嗦。秦國規定，殺敵十人，就
可官升一級。這四十多萬人頭，該升多少級呀。
如果白起封侯，那麼，白起的位置將在范雎之上
，這就是范雎害怕的原因。

人一旦有了嫉妒心，就會做出損害國家或者
朋友的事兒來。趙國抗不住白起的進攻，急忙派
人向秦王求和。范雎因為嫉妒白起，就向秦王建

議罷兵議和。白起接到罷兵的命令，肺都氣炸了
。因為，如果一鼓作氣，就會很快滅了趙國。范
雎的嫉妒心讓秦國白白失去了滅趙的良機。

一年後，秦王很快就感到與趙國議和是一個
錯誤。他任命白起為帥，再次起兵討伐趙國。可
是，白起謝絕了元帥之職，不願領兵打仗。范雎
只好引薦曾經救過自己性命的鄭安平為將軍。結
果，鄭安平被趙、魏、楚聯軍打得大敗。於是，
秦王對范雎心生殺意。為了保全性命，范雎只好
引咎辭職。

嫉妒是魔鬼。如果范雎心胸再寬廣一點，那
麼，秦國的統一大業就會早實現幾十年。一念之
差，不僅害了朋友，害了自己，更損害了國家的
利益，不得不令人深思。

聽蘇州的評彈對於
我這個從事旅遊的人來
說是常事。不過，每次
觀賞都是在吵雜的飯桌
上於觥籌交錯之間，說
「賞」就有些假意，其

實並沒有真的入腦入耳，印象也自然不深。只覺
得那是上輩人一種揮之不去的情結，於今天已經
式微。最近陪台灣客人去蘇州，總算靜下心來認
真地聽上一回，才真切地感受到評彈百囀千迴的
經典，勾起小橋流水與大氣迴腸攪拌出的萬般情
愫。

那天，下小雨。雖是過了冬至，但並不冷
，平江路古街的青石板被細雨滋潤得生出或明或
暗的柔光。這是一條傍河的小路，北接拙政園，
南眺雙塔，盡是保留完好的老式民宅，外牆多已
斑駁，卻如丹青淡剝。牆面損落處又攀生出許多
的籐蘿蔓草，隨風搖曳。從許多人家的窗戶裡傳
出評彈悠揚的曲子，油然地心生依戀。七拐八彎
之後，我們來到了一個叫禮耕堂的院落。

禮耕堂是蘇州古城內留存不多的清代前期建
築，為徽商潘麟兆家族所有。潘麟兆以做絲綢生
意起家，直至經營海味和皮毛，生意越做越大。
家書記載，其財產 「無法估算」，被譽為富甲蘇
城的 「富潘」。大廳匾額 「禮耕堂」三字是清代
書法家梁同書所書，意思是告誡家人不可忘記農
耕之本。就在這個裝飾得古雅大氣的大廳裡，每
天會有一對男女藝人進行評彈表演，為來自四面
八方的客人娓娓道來蘇州評彈的百般柔情。

台灣客人顯出濃厚的的興趣，出於禮貌，我
也靜下心來聆聽。男女藝人的裝通常分別是灰

色長衫和一襲旗袍，男的梳整齊的頭髮，溫文
爾雅，女的則是面帶嬌色，含情凝目。幾句開場
白之後，男的雙指一拔，一串清脆而帶有金屬聲
的三弦已是繞樑不絕，將人們的情緒瞬間撩撥開
來。這是一段著名的評彈《賞中秋》，講述的是
白娘子和許仙在中秋時泛舟西湖賞月的恩愛場景
。許仙唱道， 「七里山塘景物新，秋高氣爽盡無
塵」，總共十四個字，吳儂軟語道來，已是字字
含情，高時如長江之水，低處則綿綿流長，一波
三折，回味無窮。細聽覺出這音樂裡有種江南的
韻味，彷彿蘇州人的百般柔情全融化進了這吹雲
裂帛的音樂裡。這是一種充滿江南文人氣息的
情感釋放，可以讓人真切觸摸到心靈深處那最柔
軟的部位。一段下來，聽者已是失魂落魄，不能
自已。女的接輕輕撥動琵琶，曲調未成，情已
十分。 「夫妻好比秋江水，心似秋江一樣清，一
清到底見魚鱗，但願君心似我心」。白素貞對愛
的表白通過女藝人情真意切的彈唱淋漓盡致地表
達出來，真的是 「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
限事」。我分明辨出，在她的唱腔裡有種幽幽的
情感揮之不去。這是一齣白娘子與青年許仙的愛
情悲劇，如泣如訴，眼前早已幻化出化蝶的情景
。接，他們又表演了陸游的《釵頭鳳》，男藝
人一句 「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
淒婉悠長，將陸游和唐婉的愛情悲劇推向極致，
聽者無不動容，眼淚快要下來。

主人介紹，蘇州評彈是採用以蘇州話為代表
的吳語方言徒口講說表演的曲藝說書形式，主要
曲調為能演唱不同風格內容的書調，同時也吸收
崑曲、吳歌的聲腔，灘簧的表演，伴奏樂器為小
三弦和琵琶，唱腔音樂為板式變化體，通過不同

藝人演唱，形成了豐富多彩的流派唱腔。評彈在
形式上講究 「說噱彈唱」， 「說」指敘說， 「噱
」指逗人， 「彈」指伴奏， 「唱」指演唱；在技
法上追求 「理、味、趣、細、技」，即貫通、耐
思、解頤、典雅和工夫。我對這些自然是外行，
屬於外行看熱鬧。但真正偉大的音樂絕非曲高和
寡，一如 「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而
是能讓平民百姓都能聽懂，享受到藝術給人們精
神的無窮享受。蘇州評彈做到了這一點，她讓我
安靜，讓我真切地走進了他們所渲染出的情緒。
台灣著名國學大師俞大綱讚譽蘇州評彈是 「中國
最美的聲音」，我對這麼高評語的理解是，只有
評彈最能表達情感，最有文人氣息，最是人間天
籟。我們每天都在聽快餐一般的流行歌曲，已
經對那種娓娓道來的經典音樂表述失去耐心，人
們已經習慣於分貝的效果，而不太習慣用心去體
驗感受音樂。

最讓我驚詫的是，男藝人竟然是潘家第十八
代孫，他在講述這一切時顯得十分地平淡。我不
知道禮耕堂的財產現在歸誰，如果這位藝人也分
得一份，他會不會還在坊間輪番地為客人演唱。
潘家一代代延續至今，為何不再經商而改行評彈
，是不是這個大家族太過富裕，後人們更愛享受
評彈的樂趣，以至於漸漸地荒廢了主業？這些只
是我的亂猜，並不當真。我更相信，蘇州人無論
貧富，都對幾百年來滋潤他們心靈的評彈有種
刻骨銘心的熱愛，即使是生活再現代，他們也能
從評彈中尋找到心靈的慰藉，尋找到生命的真
諦。

蘇州總是將古和今融合得恰到好處。有新城
，更有古老巷落；有時髦，更有懷舊；有激越，
更有冷靜，他們會在不經意間找到平衡。當我端
坐在禮耕堂裡靜靜地聆聽，我似乎讀懂了一點點
評彈，她是最能熨平人們心境的音樂，吳儂軟語
，最軟的是評彈。當你走進評彈，心是會被融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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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選院士的兩項 「絕招」
鄭延國

位於美國
中西部懷俄明
州西北角的黃
石公園佔地面
積達八千九百
五十六平方公
里，在這片廣
袤的土地上，

百分之八十五的部分都覆蓋以扭葉
松為主的森林。

在過去的三百至四百年中，黃石
公園北部每隔二十至二十五年就發生
一次大火。但近八十年來，人們主動
地制止了自然火災的發生，卻使黃石
公園的動植物發生了變化：扭葉松的
數量逐漸減少，並且老年化，以幼嫩
扭葉松為食的大角鹿也隨之減少。人
為地減少大角鹿也未能使扭葉松增
加。

這是為什麼呢？後來，經專家研
究發現，如果沒有森林大火，這裡的
許多物種有可能會慢慢 「餓死」。因
為，久未經受 「烈火考驗」的一些地
區經歷了數十年的堆積，平均每半公
頃土地就擁有幾十噸乾燥物質。它們
越積越厚，使原有生物群落很難發展
與更新，新的物種更無插足的餘地。
一場大火過後，把土地裸露在陽光之
下，黑灰大量吸收了太陽的熱能，成
為催發種籽的最好溫床。火舌在燒
野草和灌木的同時，也吞噬了妨礙植
物生長的病蟲害以及有礙植物發芽生
長的化學物質。濃煙覆蓋在臨近的地
區，也可以殺死森林中的一些病原體
，因此間接保護了沒有過火地片的森

林。熾熱的大火還烤裂了岩石，又為一些喜愛陽光
的拓荒樹種開闢了道路。

於是，生活在黃石國家公園的很多植物和動物
，在漫長的演變過程中，漸漸適應了間歇周期較長
的大火。特別是扭葉松，由於它的樹皮很薄、很脆
，而且易於燃燒，所以，一旦發生火災，它和其他
樹木一樣難以逃脫。但是，它卻用堅固而緊閉的松
果將種籽儲藏起來。這些松果可以將種籽保存三至
九年。這樣，扭葉松就做好了死亡和轉世再生的準
備，可以任憑山火肆虐了。因為當致命的火災吞噬
了松葉和充滿松脂的薄樹皮時，很多松果只是被燒
焦，表面熏黑了，一旦濃煙散盡，它們就會崩裂開
來，將儲藏其中的種籽播撒在廣闊的被清除乾淨的
地面上，於是新的一代便趁機生長起來。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如果說機遇是上天
的恩賜，那麼磨難則是生活的垂青。苦難對於天才
是一塊墊腳石，對於強者則是一筆寶貴財富。沒有
范仲淹的劃粥為食，怎會有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
天下之樂而樂」的千古絕唱？沒有歐陽修的荻稈畫
地，怎會有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
的瀟灑語句？皮鞭下造就了高爾基，貧苦練就了馬
克思。孟子曾云：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
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
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可見，
要想取得成功，首先要學會面對生命中那些 「痛」
，在逆境中前行，化阻礙為動力。只有這樣不斷地
挑戰自我，生命才會更加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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