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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泉源森

中國將繼續點亮合作共贏的明燈 曆法與天體運行之奧秘
一年復始，萬象更新。

新的一年，使我們抱著迎新
去舊，帶來好運，有龍虎
翻騰，凌駕雲霄的氣勢。
語云：人之為善，禍已遠
離；人之為惡，禍雖未到，
福已遠離；種瓜得瓜，種

豆得豆；我們舉頭三尺有神明，人在做，
天在看；善惡最終將有報；不是不報，時
機未到，凡事不能奢求；知足常樂，日行
一善，不偷不搶，安然渡日，君子愛財，
取之有道，遠離罪惡泛濫之橫財，傷天害
理之事，我們心安理得。宋朝偉人文天祥
被元兵處死之時，其腰帶是這樣寫的：
「志士仁人，沒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
仁」，才有「殺身成仁」之典故。我們希
望新來的一年，能帶給我們平安，健康及
心安理得，閤家幸福。所謂「家和萬事
成」，人生在世，知足常樂，不爭不取，
我們的就是我們的，不要貪財，也不要看
人家有成就，我們就會眼紅。棒棍要七尺
前，三尺後，逢人只說三分話，留得七分
自己賞。因為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患難
知真性，事久見人心。一支草一點露，天
無絕人之路，金銀財寶，社會的地位，權
勢轉眼成空。留得青山在，那怕無柴燒，
願與各位共勉之！

過去的一年，世界動盪不安，一波
未平一波又起，俄烏衝突的硝煙，還是瀰
漫不清，巴以衝突又掀風雲，國際秩序失
序風險持續增加，逆全球化進程和保護主
義不斷抬頭。二〇二四年是新中國成立
七十五週年新征程上，中國與多個國家將
迎來重要節點。中美建交四十五週年，中
俄建交七十五週年，中法建交六十週年。

中國特色外交將進入一個可以更有作
為的新階段，中國將推動各國攜手應對挑
戰，實現共同繁榮，推動世界走向和平，
安全繁榮的康莊大道。

如今中國已是世界經濟大國，在不久
的將來，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

國，我們可以拭目以待。這個得來不易的
成就，絕非是偶然，是經過我中華民族上
下一心，同心協力，眾志成城的結果。

二〇二三年中美關係跌宕起伏，
二〇二四年處於十字路口的中美關係，有
望繼續保持止跌企穩之勢頭，同時因為
「黑天鵝」「灰犀牛」事件衝擊出現跌宕
起伏的風險。關鍵是要把中美元首舊金山
會晤的成果，不折不扣地落實。

去年十一月，中美元首在舊金山的會
晤，達成了二十多項重要共識和多方面重
要的成果，開闢了未來中美的願景，為實
現中美關係未來「五個共同」的願景。

二〇二三年，隨著疫情防控進入了常
態度階段，中美外交從「雲外交」重新開
啟，為重啟線的模式，可以看到從開普敦
約翰呂斯堡，到西安，北京，上海，再到
舊金山，到處都有中國外交忙碌的身影。
這一年，中國不僅發展自己，也積極發展
擁抱世界，擔當大國的責任。

年初中俄元首會談擘劃兩國發展藍
圖，去年年底，中美元首舊金山會晤，推
動中美關係的穩定。這一年，歐洲多國領
導人先後訪華，向外界表明「脫鈎斷鏈」
是行不通。

這一年的春天，在中方多次的斡旋
下，伊朗和沙特這一對多年的中東「宿
敵」在北京握手言和，為打破中東僵局開
闢新路。

在烏克蘭問題上，中方積極勸和促
談，給危機的局勢降溫，面對新一輪「巴
以衝突」，中方四處奔走，堅決反對暴力
升級。

這一年金秋時節，來自一百五十一個
國家和四十一個國際組織，新舊朋友，齊
聚北京，共同出席第三屆「一帶一路」國
際合作高峰論壇，形成四百五十八項成果
和九百七十二億美元商業合作。

我們菲華群眾都希望也相信中國將繼
續在全球點亮合作共贏的明燈，唱響世界
和平發展的旋律。

人類文明始於何時？可
謂眾說紛紜，有人說我們已
不是世上第一代文明，只是
前幾次文明均毀滅於核戰或
天災，因此了無痕跡；宇宙
到底是從何而來？為何紛亂
中又有一定的規律？神秘的

天體運行，井然有序，而通過觀星，所衍生
出來的占星術，更是為人所嘖嘖生奇，而致
津津樂道。

每天有24小時，每小時有60分鐘，每
分鐘60秒，而30至31天組成一個月，12個月
又組成一年，如此周而復始、循環不息；古
時候人們注重觀星，有專門的大師負責，研
究暦法，從天體的運行而得到各種理論與臆
測，所以說越文明的文化，便有越精準的暦
法。

古代瑪雅人的暦法，便很準確，甚至
超越現代人所使用的陽暦；目前，世界通用
的曆法是以地球繞太陽公轉，相繼兩次通過
春分點的周期（天文學上稱為回歸年）來確
定的；經實測，這個週期即一年為365.2425
天，所以才會出現365天為平年，366天為閏
年，並以「四年一閏，百年不閏，四百年又
閏，來糾正誤差。專家學者發現，瑪雅的
「太陽曆」則以365.2420天計算，根據目前
最先進的天文設備觀測記錄，最精確的結果
應該是一年為365.2422天。

由此看來，古代瑪雅人所使用的“太
陽曆”，比我們現在所使用的陽曆更為
正確，其誤差只不過是0.0002天（即17.28
秒），也就是說，5000年的誤差才僅僅1
天，誤差之小，令人咋舌。要知道，一個天
文學家若想得到如此精確的數值，至少得
花上1萬年以上的時間進行天體觀測才有可
能。

而中國人傳統所使用的陰曆，也就是
干支曆，以天干與地支為週期，立春為一
年之始，新月出現當日為一月開始，15日則
為滿月或望月，聰明的中國人又將它改為
農曆，方法是在曆法中加入二十四節氣以
及「19年7閏」法，即在19個農曆年中加上
7個閏年。農曆閏年多一個閏月，因此一年
有383天－385天。使得一年的平均日數與回
歸年的日數相符。因此這種曆法既與月亮相
符，也與地球繞太陽週期運動相符合。農曆
是陰陽合曆，兼顧太陽、月亮與地球關係的
一種曆法。

近代由於人類已踏入工業社會，傳統
的農曆顯得過於復雜，所以在民國之後，就
改用陽曆，與世界接軌了；不過在今天，華
人還是陰陽曆並用，過春節、中秋等傳統節
日，有些迷信的人，還是記住了每日的一些
忌諱，如嫁娶、搬家、開業等，尤其如是。

西方國家每月份都有自己的名稱，
不如中日韓等國，直接以數字代替來得方

便，比方說2000/01/01，我們立即就知道是
公元2000年的1月1日，不用如英文般，要將
January換成1月，多費周章。

再說星期，古代中國是沒有星期的說
法的，星期的概念應該是來自古比倫，聖經
說神創造人用了六天，第七天就休息了。日
韓等國用七曜日代表一週七天，是藉用佛經
的理論，用中國古代的七耀日，即天際間最
光亮的七個發光體，來稱呼一個星期的七
天，譬如月耀日（星期一）Monday、火耀日
（星期二）Tuesday、水、木、金、土、日
耀日等；或是用西班牙文來看，比較清淅：
星期一：Lunes（月耀日，代表月亮）、星
期二：Martes（火耀日，代表火星）、星期
三：Miércoles（水耀日，水星）、星期四：
Jueves（木耀日，木星）、星期五：Viernes
（金耀日，金星）、星期六：Sábado（土耀
日，土星）、星期日：Domingo（日耀日，
太陽）等。

反而是中國，連星期也用數字稱呼，
這在世上是很少見的，越南就和中國相似，
用數字代表一星期的七天，不過它是從星期
日算起，所以中國的星期一，越南稱為星期
二，比中國早上一天。

最後說時辰，中國古代採用天干為計
算時間的單位，以「子、丑、寅、卯、辰、
巳、午、未、申、酉、戌、亥」，將一天分
為12個時間段；以子時作為一天的開頭，所
以一個時辰換算成現代的時制是兩個小時，
子時是午夜23時至翌日的1時；十二時辰較
為不方便，因此改為現在世界通用的24小時
制。

而古時候是沒有分秒之說的，那時將
一晝夜分成100刻，一刻合現在14分24秒；
古人將一夜分為五更，從晚上7點開始起
更，一更約兩小時，夜間擊鼓報更，所以用
鼓作為更的代稱；人們將一更又分為五點，
一點合現在24分鐘，三更四點，就是半夜12
時36分。

古代通過觀星，能預測日蝕月蝕，還
能估算命運；八字算命法便是利用了人出生
的年月日時四柱，而推算出一個人一生的運
程，這種算命法比西方的星座算命法來得更
為准確，不由得你不信。

到底我們的命運是命中注定？還是因
緣巧合的存在？存在的目的，又是為何？宇
宙從何而來？為何如此遼闊，何處是盡頭？
盡頭以外又是什麼？

這一連串的謎團，以人類目前的智
慧，尚難以理解和詮釋，就好似你如何去向
一隻螞蟻，解釋現代科技一般，我們只能默
默接受了這個事實，別無他途。

宇宙萬物太離奇，生命起源更神秘，
天體運行講規律，曆法換算有定時，
人類智慧受限制，如與螻蟻談科技，
冥冥之中天注定，事事探索越似謎。

陳相秒

地區國家應唱好南海合作
據菲律賓媒體報道，

菲總統馬科斯計劃下周訪問
越南，屆時兩國將簽署一項
升級海警合作的備忘錄。該
備忘錄具體內容目前還不清
楚，但包括一些菲媒在內的
解讀已經浮想聯翩，聲稱這

是南海聲索國間「建立聯合戰線」，而這個
所謂「聯合戰線」是針對誰不言自明。

南海地區國家是「一榮俱榮、一損俱
損」的利益共同體。菲越是海上有關爭議直
接當事國，更是南海地區秩序構建的重要參
與者，兩國應該清楚「什麼該做」「什麼不
應該做」。

一是不應以犧牲其他相關方甚至整個
地區的利益作為雙方合作的代價。南海地區
國家既面臨諸如資源衰退、航道安全、海洋
環境治理等共同挑戰，也在推動海洋產業可
持續發展、維護地區和平穩定方面有著共同
利益。

有關聲索國不該損人利己，搞「小圈
子」製造對抗，更不該為了單個、少數、局
部利益而損害本地區共同、多數和全局性利
益。菲越或其他任何南海周邊國家之間開展
合作都應真正兼顧為南海增添穩定因素，如
果目的和實際效果相反，那就是給南海局勢
「亂上加亂」。

二是不應自甘淪為域外國家利益代理
人甚至犧牲品。特殊而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南
海成為大國地緣政治競逐的角鬥場，周邊部
分國家也因此成為某些大國追求權力和介入
地區安全事務的「代理人」。但所謂「代理
人」本質上是以自身長期利益的損失換取短
期利益的滿足，是被大國利用以達到其戰略
目標的工具。

事實證明，美西方「代理人」戰略是
許多地區和國際熱點的源頭，也是南海形勢
近來持續升溫的主因。

菲越海上合作不乏國際法規則和區域
性多邊共識及安排作為基礎。《南海各方行
為宣言》（以下簡稱《宣言》）是南海地區
第一份政治性文件，雖然缺乏法律拘束力，

但卻為地區秩序建立了規範性安排，特別
明確倡導有關國家開展科研、環保、航道安
全、人道搜救等領域合作，以此增進彼此互
信。同樣，建立和健全海上合作機制亦是
「南海行為準則」磋商的重要內容。

菲越以及其他南海周邊國家之間完全
可以按照這些國際法規則及地區共識推進海
上合作，但這裡還是需要強調，相關合作都
需要以促進構建和平、穩定、安全的南海秩
序為目標。

地區國家一方面都應該積極擔負起南
海規則秩序建設者的重任。構建南海規則秩
序依然長路漫漫。在這方面，《宣言》僅僅
是開了個頭。其中雖然包含了「該做什麼」
「不該做什麼」的規範，但核心內容是圍繞
環保、航道安全、人道搜救、管控海上安全
形勢、資源開發等具體領域合作作出可操作
性安排，同時制定對話溝通及執行的機制和
程序。有關聲索國在推動落實《宣言》框架
下開展務實合作以及推進「南海行為準則」
磋商的同時，應該致力於奔向共同討論南海
規則秩序構建的長期目標。

另一方面，應該積極成為海上合作責
任與義務的踐行者。開展海上務實合作是各
方在《宣言》中達成的共識，也是正在磋商
中的「準則」的重要內容，更是包括《聯合
國海洋法公約》在內國際法規則賦予沿岸各
國的責任和義務。

但必須強調的是，南海海上務實合作
必須基於開放性的原則，並以促進海上分歧
管控、增進彼此互信為目標。

總之，有關聲索國應該明白，南海秩
序主旋律的主唱應該且也只能是地區各國。
「維護南海和平穩定」不應該僅僅是口號，
「共同利益」也不應該僅僅是少數國家的局
部利益。有關國家應該從南海地區國家廣
泛的共同利益出發，秉持開放、透明原則，
按照《宣言》等共識開闢的方向相向而行，
開展對話與合作，如此才能把「口號」變成
「現實」。

（作者為中國南海研究院世界
海軍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員）

本論壇投稿郵箱：siongpoforum@gmail.com

黃志專

無悔「一線」教學路
說起「一線」，我總認

為是最踏實的，也是最可引
以為豪的。

不瞞您說，自從南安師
範畢業之後幾十年時光，一
直待在一所鄉村學區內一所
完全小學任教，未曾更弦易

轍，無悔「一線」教學路。
其實，堅守，是一份摯愛，更是一種責

任。早在八十年代，一個星期是上五天半，
週六下午還要教研，週日晚便要到校參加政
治學習，每週都是一個樣。當年鄉村學校條
件比較差，經常停電，每晚九點就沒電了，
點蠟燭是那段時間的常態。吃的，除了中午
加菜外，早晚都是自帶鹹菜蘿蔔，配稀粥。
僅此而已，大家都過得忘乎所以，樂不可
支。很多人都說我「很容易滿足」。

是的，評價是中肯的，起碼我是這樣認
為的。那時，站立「一線」教師都很純粹，
無非就是「教書育人」。白天上課，晚上批
改作業，備課，寫教案，設計課堂練習，
出單元試卷。當時，沒有電腦打字印刷，所
有練習試卷是自己用蠟紙刻板刻字油印的，
教學每一個環節都是自己做，手頭除了教科
書、《新華字典》、一本教學參考書，就沒
有其他什麼的，甚至連學生作文選幾乎沒
有。

為了上好每一節課，向四十五分鐘要
質量，沒有一定的「金剛鑽」，是不敢「攬
瓷器活」的，全校上下形成一股你追我趕、
積極向上的教學氛圍。這麼，在教學一線舌
耕幾年之後，在「一線」教學中淬煉，儘管
那時的工資很少，經常入不敷出，也未曾退
縮，依然持守那「三尺」。

後來，「一線」教師的教學卻有點不
大「單純」了，校園這只籃子裡的「雞蛋」
也越來越多。比如說，印刷術突飛猛進，單
元練習試卷等資料可以訂購，「一線」教師
省卻「出卷、刻印」等不少時間，但單元練
習，單元試卷，週末練習、期末複習資料、
課課練、兩課一練等各種練習紛至沓來，
逐年增加，教師豈能
「清閒」，還有其他
的日常事務要做……
這種不「單純」，依
然要單純地工作，以
單純的格局應對紛繁
的事務。就這樣日復
一日地熬過去挺過
來。

再 後 來 ， 「 一
線」更是一線了，除
了課堂教學之外，還
有很多事情需要「打
理」，尤其是班主任
老師，更是千頭萬
緒。

這 裡 一 個 什 麼
的，那裡一個什麼

的，猶如浪濤翻滾，奔騰而來……所有的，
每朵浪花都在「一線」綻放。為了「綻
放」，每一次都精益求精，即便是課堂，也
絲毫未曾鬆懈，依然一如既往，按照要求盡
心盡責為之。

就這麼一路走下來，似乎「消瘦」許
多。有人背地裡說我是「傻子」，像一頭只
會「耕耘的牛」，不懂「變遷」去求得一官
半職來做做，也好輕鬆點，不然整天面對
那些「神獸」或許會「折壽」的。每當此時
此刻，魯迅先生曾說的一句話就蹦跳出來，
佔據生活時空：「這個世界是『傻子』的世
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
動，由『傻子』去創造，最後是屬於『傻
子』的。」

是的，魯迅的「傻子」理論，難道可
以放棄嗎？「管他冬夏與春秋」，我自巋然
不動守住課堂「一畝三分地」。於是，在案
頭玻璃下壓著這樣張字條，上面寫著：「我
的生命在課堂。」以此作為「一線」堅守的
「座右銘」。

功夫不負有心人，「一線」的堅守與
拚搏，贏得些許榮譽，如1989年9月10日被
泉州市人民政府授予「優秀教育工作者」稱
號，後又多次評委各級優秀教師或或市級骨
幹教師，當然還有好幾次可以評得更高的榮
譽，我都婉言謝絕，禮讓給別人。同時也有
好幾次，可以成為「領導」而「聞達於諸
侯」，我同樣給予婉拒。

記得那一天，有一位老領導找我談話，
要我有思想準備，準備讓我去當學區副校
級領導，我當即回話說：「我喜歡在一線工
作，喜歡課堂，喜歡具體教一個學科。」
哎——「強扭的瓜不甜。」領導也只好作罷
而悻悻然，背後還說我「不識抬舉」。

哎——隨他說去，橫直就是喜歡「一
線」教學，只要固守「一線」，踐諾人生理
想，其他的都是無關緊要的。

不曾想，就這麼一來一晃，幾十年眨眼
間就過去了，時至今日，依然奮戰在教學的
「一線」默默地耕耘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