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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的星期不一樣的起源

從鄭觀應吶喊，看中國人自強的期盼
史出有因

讀經典˙學名句 唐伯虎《畫雞》 自喻君子不畏邪惡
「唐伯虎點秋香」 的故事，由明末馮夢龍

（1574-1646）《警世通言．第二十六卷．唐
解元一笑姻緣》開始，輾轉在戲劇、彈詞、唱
本以至電影中傳播，因而家傳戶曉，然而流傳
的故事卻是虛構的。唐伯虎（1470-1523），
名寅，伯虎是他的字，明代吳縣（今屬江蘇
省）人。他天資聰穎，才華橫溢，年少時已有
才名，十六歲即考中蘇州府秀才試第一名，廿
九歲時又中鄉試第一（解元）。入京參加會
試，因牽涉科場舞弊案被捕入獄，事後黜謫為
吏，從此無心仕進，放浪江湖，以賣畫為生，
山水、人物、花鳥他都擅長，工筆、寫意俱
佳，兼善書法，亦能詩文。

唐寅的詩歌口語化特徵比較明顯，字裏行
間流露出的真實和真情，衝出語言格律的藩
籬，足以打動人心。像他的一首題畫詩《畫
雞》：

頭上紅冠不用裁，滿身雪白走將來。

平生不敢輕言語，一叫千門萬戶開。

畫中的雞自然是靜態的，但題的這首詩，
呈現的卻是生動的生活場景：遠遠的有一隻雄
赳赳的大公雞正昂首闊步地走過來。頭頂着大
紅雞冠，全身的羽毛潔白光亮，顯得格外神
氣。牠輕易不肯開口，因為只要牠引吭啼叫，
便要驚動千家萬戶了。

雞有五德 文武勇仁信
詩的前兩句 「頭上紅冠不用裁，滿身雪白

走將來」 寫雄雞的外表形象。牠有鮮紅的雞
冠，雪白的羽毛， 「紅」 與 「白」 的色彩照
應，簡單而明亮，給人以精神飽滿，器宇軒昂
的感覺。 「走將來」 三字，將牠昂首闊步的形
態生動地摹寫出來。

作者在後兩句 「平生不敢輕言語，一叫千

門萬戶開」 寫雄雞的內在品質。前句以欲顯先
藏的手法傳寫牠的聲音，後句則點出牠真正不
平凡之處。雄雞只在早晨特定的時間報曉，其
他時間不會胡亂啼叫，所以牠 「平生不敢輕言
語」 ；牠一啼叫，便是東方吐白，新的一天來
臨；千萬人家給喚醒了，開始這一天的生活。
梁元帝蕭繹（508-555）《金樓子》記： 「東
南有桃都山，山有大桃樹，上有天雞，日初出
照此桃，天雞即鳴，天下之雞感之而鳴。」 這
當然是志怪的神話，卻產生後來 「雄雞一鳴天
下白」 的俗諺了。

《韓詩外傳》載雞有五德： 「頭戴冠者，
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鬥者，勇
也；見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
也。」 自古以來，雞具有文、武、勇、仁、信
之德外，還代表 「除舊布新」 、 「送走黑暗、
迎接黎明」 的吉祥象徵。雞鳴則光明至，以光

明勝黑暗，以正義勝邪惡，
民間每以雞來作為辟邪之物。

古人更有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之說，以比喻君子之不畏邪惡。那

麼，唐寅詩中、畫中的雄雞，無疑就是
他的自況。
唐寅詩歌中，有相當多淺白而意義深長的

名句，如 「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
穿」 （〈桃花庵歌〉）、 「難將心事和人說，
說與青天明月知」 （〈美人對月〉）、 「閒來
寫就青山賣，不使人間造孽錢」 （〈言
志〉）、 「柴米油鹽醬醋茶，般般都在別人
家」 （〈開門七件事〉）等，都值得仔細玩
味，對人生也有一定的啟發作用。

陳樹渠紀念中學校長、
粵語正音推廣協會主席 招祥麒

眾所周知，一個星期有七天，那麼星期到
底是什麼呢？星期，是古巴比倫人創造的一個
時間單位，也是現在制定工作日、休息日的依
據。一個星期為七天，星期又稱為 「禮拜」 。
那麼禮拜（lǐ bài）和星期（xīng qī）的稱
呼是怎麼來的呢？

中文世界教會常以 「禮拜一」 、 「禮拜
二」 …… 稱呼星期諸日。受其影響，一般民
眾也這麼用，亦將 「禮拜」 一詞等於 「周」 。
如 「下周」 等於 「下禮拜」 。 廣東話、吳語
和閩南話（mǐn nán huà）口語也以 「禮拜
一」 、 「禮拜二」 …… 方式稱呼星期，星期
日則稱為 「禮拜日」 ，簡稱 「禮拜」 。閩南話
口 語 並 使 用 如 「 拜 一 」 的 簡 稱 （jiǎn
chēng）。

許多人稱星期天為 「禮拜天」 或 「禮拜
日」 ，這個稱呼源自基督教（jī dū jiào）。
基督教有許多節日和節期，節日是每年慶祝一
次，比如聖誕節、受難節和復活節等等。而節
期卻不然，它可以在一年內循環（xún
huán）進行，比如每個禮拜天，基督徒是必

須去教堂參加禮拜的。禮拜天還有另外兩個稱
呼，許多基督徒比較熟悉，那就是 「主日」 和
「復活日」 ，意思就是 「主的日子」 ，是基督
徒以慶祝耶穌的復活為中心進行崇拜的日子，
也是基督教最普遍、最重要的節期（jié
qī）。

與月亮周期有關
星期在中國古稱七曜（qī yào）。七曜

在中國夏商周時期，是指日、月，及五大行星
等七個主要星體，是當時天文星象的重要組織
（zǔ zhī）成分。中國的七曜開始並未作為時
間單位。在西方，古巴比倫人首先使用七天為
一周的時間單位，後來猶太人把它傳到古埃
及，又由古埃及傳到羅馬，公元三世紀以後，
就廣泛地傳播到歐洲各國。作為時間單位的七
曜最早在西元七世紀，通過不空和尚和楊景風
所譯《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
宿曜經》傳入中國。伊斯蘭教（yī sī lán
jiào）、基督教均按照有以星期為單位進行的
宗教禮拜活動，故而在許多方言中， 「禮拜」
逐漸有了 「星期」 的含義。

星期的起源應該是連繫着月亮的周期，因
為七天大約是月亮一周的四分之一。後來猶太

人（yóu tài rén）把它傳到古埃及，

又由古埃及傳到羅馬，公元三世紀以後，就廣
泛地傳播到歐洲各國。在中國上古時代，古人
就以日、月與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為
七曜，亦作七耀。東晉范寧《穀梁傳序》中就
有七曜為之 「盈宿」 的記載。

傳入日本化身占星術
中國上古時代用的七曜平行拉丁語的星

期，拉丁語中星期日為 「太陽日」 ，星期一為
「月亮日」 ，星期二為 「火星日」 ，星期三為
「水星日」 ，星期四為 「木星日」 ，星期五為
「金星日」 ，星期六為 「土星日」 。法語直接

採用拉丁語的名稱，只是將星期日改為 「主的
日」 。因為五顆行星的名稱都是古羅馬神話中
的神的名字，英語將其中幾個換成古日耳曼
（rì ěr màn）人神話中的神，如星期二變為
日耳曼戰神 「提爾」 的日子，星期五變為日耳
曼女神 「弗麗嘉」 的日子，星期三變為日耳曼
神 「奧丁」 的日子，同樣地，星期四也是日耳
曼神 「索爾」 ，俄語和斯拉夫語言中，已變成
「第一」 、 「第二」 日……。

從此中國有了星期的觀念，並以 「七曜」
來分別命名。日曜日是星期天，月曜日是星期
一，火曜日（huǒ yào rì）是星期二，水曜
日是星期三，木曜日是星期四，金曜日是星期
五，土曜日是星期六。後來《宿耀經》通過平
安時代的唐朝留學生空海傳入日本，並成為
日本宿耀占星術（zhān xīng shù）或密
教占星術的重要經典，也作為了沿用了
中國以七曜一周每日的稱謂。中國在民
國成立後改稱星期日至六，但在日本、
韓國和朝鮮仍沿用此名字。七曜日才是
本身的含義，而非基督教化的禮拜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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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方都有 「星期」 的概念，但起
源卻不同。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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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中國決定宣布恢復高考，再下來
是國家全面改革開放的政策，伸延到政治、社
會、經濟、軍事以及外交各個層面，這是我國
劃時代的重大突破。歷史清楚說明，改革開放
造福千萬國民，深刻改變了中國，也深刻影響
了世界。今日中國從富起來到強起來，實現了
多少代人的夢想。

篳路藍縷，中國自古以來，仁人志士，憂
國憂民，苦思民族發展的出路，從未間斷。北
魏孝文帝全面漢化；北宋王安石新政；明代張
居正的經濟策略，一條鞭法；晚清康梁、光
緒，君臣合一的百日維新，雖然失敗，卻對改
革產生重大意義。唯有改革變法，才有新出路
的思想傳遞，代代相傳。中華民族生生不息，
融納多元，開放包容的主流文化，在歷史進程
中，雖有波瀾起伏，出現故步自封，閉關鎖國
的時期，但中華民族的文化DNA有 「民胞物
與」 的胸懷，容納多元，求發展、團結富強的
主流！

筆者生於澳門，小時就讀位於高樓街的天
主教耶穌會主辦的海星小學，

每天放學回家，總會經過距離學校咫尺之近，
位於龍頭左巷的鄭家樓，此即對中國近代的改
革開放影響深遠的鄭觀應祖屋大宅。今天，澳
門特區政府已修葺妥當，保留原貌，供各地遊
人，特別是有興趣中國近代史的人士參訪。

鄭觀應憂國憂民 筆耕不輟
鄭觀應（1842-1922）世居澳門，自小

在澳門受教育，十七歲參加香山縣的童子試落
第，未被取錄，離澳赴上海當商務學徒，並隨
叔父學英語。1862年，二十歲出頭的鄭觀應，
已開始撰寫政經論文，並且能屢屢在英國商人
創辦的上海《申報》發表，彙編成《救時揭
要》，亦是鄭的第一本著作。

其後，鄭不斷審察國內、國外情勢，關懷
民間疾苦，特別着力反對販賣勞工，窩娼聚
賭，鴉片流行，洋人劃疆蠶食，以及官紳無力
護民的種種積弊！

為此，鄭吶喊不停，筆耕不絕，1886年
鄭已醞釀《盛世危言》的構思，從執筆到成
書，數年的用心用力用情，終於在1893年，五

卷的《盛世危言》面世，一紙風行，
席捲民間知識分子，以及皇親貴胄，
光緒皇帝御覽的，就是這個初版。
1907年，鄭回澳門隱居，但愛國憂民之
情未有絲毫減退，終於再寫《盛世危言
後編》。

鄭離世前一年，該巨著再作最後修
訂。前後經歷三十多年成終極篇的《盛
世危言》，內容綜論多國政情，提出中、外盛
衰治亂之道，國家改革改良，如何步入富強之
方，亦觸及對中國傳統價值，修齊治平的獨特
見解。

《盛世危言》流傳甚廣 影響深遠
無疑，《盛世危言》是晚清時期影響至大

並甚具學術水平的著作。19世紀至20世紀，列
強侵略蹂躪中華大地，中國知識分子憂國憂
民，探索、追尋富國救時的策略與方向，值國
家民族多事之秋，適時而出的《盛世危言》，
口耳相傳，震動全國，對戊戌新政改革、辛亥
革命，乃至新民主主義革命等，都產生啟蒙與

催生的作用。
康梁、光緒皇帝、孫中山、毛澤東都明

言，從此巨著裏頭，得到直接或間接的啟迪，
另外，該書亦流傳日本與朝鮮，同樣甚受
歡迎，流傳甚廣。

在中國近代史上，晚清、民國，甚至新
中國的施政理念，都見該書的影子，影響深
遠。如果說，《史記》讓人想起司馬遷，那
麼，《盛世危言》則讓人
勾起對鄭觀應的懷念。

國史教教育中心（香港）
校長 何漢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