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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朔

”
简言之表 日月黄经相等

，

先民对其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平朔到定朔的过程
。

通过研

读古历
，

文中分析并归纳了不同时期中国古历 日制度的基本元素之一— 朔的两种推步方

法
� “

积年法
”
和

“ 《授时历 》 法 ” ，

其中包括平朔
、

日缠
、

月离
、

及定朔的推步方法等
�

得出了由各历的基本历数直接推出的中国古历定朔计算的一般公式
� 同时亦给出了 《授时

历 》 的推朔法和部分算例
。

关 键 词 天文学史

� 引 言

“
朔

”
表 日月同经

，

先人将 日
、

月黄道经度相同的时刻称为朔
。

它是中国古历中的基本元

素之一
，

当属阴历成分
，

首见于 《诗经 》 � “
十月之交

，

朔 日辛卯
，
日有食之

，

亦孔之丑
” 。

“
朔

”
字的出现最初或许与 日食有关

，

随后并演变为表示 日月同经的 日期
。

由于朔是观察不

到任何月面的一种天象
，

人们对它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
，

这点在现今甲骨和金文中均未发现

该字亦可明鉴 � 随后古人将月首从
“
肚

”
�新月初见�改为朔

。

这样才可用 日
、

月交食对历法

进行校正和检测
。

鉴于朔的不可见
，

必须推求
，

故
“
朔

”
的出现标志着推步历法的诞生

。

由于人们对包括 日月运动等天文现象的长期观测
，

发现依照平均朔望月周期来推算朔 日

— 平朔的方法
，

从而编排的历谱
，

时常与 日
、

月食的实测结果有一定差异
，
已不能满足人们

对太 阳
、

月亮轨道运动不均匀性认识的要求
。

为了提高推步精度
，

古人对平朔进行 日
、

月运

动不均匀性的改正
，

试图得到真实的朔—
“
定朔

” 。

用定朔进行编历工作
，

这不仅对提高编

历精度本身
，

而且对于古 日
、

月食的推算精度的提高也具重大意义
。

中国早期古历
“
合朔

”
的推步通常是根据某个给定的合朔时刻

，

以此作为历法的起点—
上元

，

然后再叠加平均朔望月周期
，

得到的各月朔 日称为
“
平朔

” 。

平朔实际上并非真正合朔
，

它仅反映了 日月的平均运动
。

平朔准确与否取决于历法起点及平均朔望月周期的准确程度
，

它们标志着当时的实测水平
。

由于定朔才是真正的合朔
，

而月球绕地球转动的速度是不均匀

����年 �月 �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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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它的速度变化周期称为近点月
� 同时太阳周年视运动的速度亦是不均匀 的

，

它 的速度变

化周期称为近点年
。

显然
，

定朔的推算与 日月运行速度有
一

关
。

中国古代民用历法根据气
、

朔变化
，

一般可分为三个时期
�

春秋
、

战国到隋末唐初的平

气
、

平朔 �‘ 一���隋末到明末的平气
、

定朔 ��一���清代以后的定气
、

定朔
。

同时历 史上曾出现过

平朔
、

定朔之争
。

早在后汉刘洪的 《乾象历 》 ��� ����就已经考虑用
“
月亮改正

”
对平朔进

行修正
，

到刘宋何承天撰 《元嘉历 》 ��� ����
，

曾经主张废平朔而用定朔
，

最后不得已仍采

用平朔
。

现 可考的最先采用定朔的当数隋之 《皇极历 》 ，

这是我国历法史上的一次大改革
。

《授时历 》 是中国古代 自创而且行用时间最长
、

精度最高的一部历法
，

是古历的集大成

者 ���
，

见于 《元史历志 》 ，

郭守敬等人所作
。

它用定朔
、

平气注历
，

彻底抛弃了积年推步法
，

所给年长有长期变化
，

更加注重实测
。

目前
，

对定朔问题的研究仅限于隋唐的几部历法
，

如 《麟德历 》 �’� 、 《大衍历 》 ���
、

《宣明历 》 等 ���
。

就 《授时历 》 的定朔计算
，

尚有待于深入 ���
。

平朔推步本不玄奥
，

隋唐之前
，

中国古历的编排皆沿用平朔
。

根据是否使用上元积年
，

本文中将古历中朔的推步分为
“
积年法

”
和

“ 《授时历 》 法 ”
两种

，

它们都是通过实测数据进

行推步的
，

历法的精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实测水平
。

� 《授时历 》 前的定朔推步 积年法

�
�

� 关于平朔推步

在 《授时历 》 以前
，

平朔大多采用
“
积年法

”
推算

。

这种方法是在实测朔望月长
、

年长和

某个合朔时刻的基础上
，

由上元积年算法排出历谱 �‘ 一��
。

由于中国是用干支纪 日的
，

则
�

天正经朔干支 �冬至所在月平朔干支�� 冬至干支 一 冬至月龄

这是求解平朔的基本公式
，

其中
“
冬至月龄

”
表示冬至时刻距所在月平朔的积 日数

。

根据 《授时历议 》 ， “
昔人立法必推求往古生数之始

，

谓之
‘

演纪上元
， 。

当斯之际
，

日

月五星同度
，

如合璧连珠然
。 ”
此上兀之旨

。

历元
�

古历中推算的起点
。

上元积年
�

从上元到

编历年份的年数叫作积年
，

通称上元积年
。

李谦曾在 《历议 》 中给出了诸历到历元— 至元

十八年 ��� �����的积年数
。

本文中定义求余函数 �����
，
��二 � 一 ��������

� �
，

其中 ������表示对 � 取整
，

�����
，
��表示 � 除以 � 所得余数 �� 并��

�
定义函数 �����

，
��

�

���当 �����
，
��全�时

，

�����
，
����

����
，
��

�

���当 �����
，
��� �时

，

�����
，
����

����
，
����

。

设所求年距上元 � 年
，

回归年长为 � 日
，

朔望月长为 � 日
，

根据上元满足的条件
�

合

朔
、

冬至
、

夜半
、

且为甲子 日
，

即所谓
“
朔旦夜半冬至 甲子

” 。

则
�

所求年天正经朔为
�

天正经朔干支 � ������
� ��

，
���一 ������

� ��
，
��

其值取整后即为干支序号 �取 甲子 二 ��
，

小数部分表合朔时刻
� ������

�
川

，
��为冬至月

龄
�
������

� ��
，
���为冬至干支

� 不及减者加 ��即可
。

确定了天正经朔和冬至干支后
，

只要分别叠加朔望月长 � 和气长 ����
，

就 则 分别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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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朔 �平朔�和次气 �平气�的干支
。

即
�

各朔干支 � ������
� � 一 ������

火 ��
，
��� � � ��

，
��� ���

各气干支 � ������
� � � � � �����

，
��� ���

其中 � 为非负整数
� � 一 �表天正经朔干支和冬至干支

，

取 甲子干支 二 �
。

��� 关于
“
日踱

” 、 “
月离

”
推步— 踱离表法

就定朔计算而言
，

历经所载之
“
日踱

” 、 “
月离

” ，

其 目的就是求解太阳改正和月亮改正
。

自隋之 《皇极 》 至元之 《授时 》 前
，

历经几皆用表述太阳及月亮运动的 日踱表和月离表 �与

今天的 �������太阳表和 ����� 月亮表相似�进行局部拟合 一
一

内插得到的
，

本文中称之为
“
踱离表法

” �
而 《授时历 》 的改正则是在此基础上完全采用公式进行计算的

。

显然
，

当 日
、

月位于近地点时视运动最快
�
远地点则反之

。

根据踱离表
，

现代可很方便地分别将引数改为入冬至点的积 日数 艺和入近点月的积 日数

扩
，

并运用数据处理方法求解
，

诸如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多项式拟合等
，

即可直接建立太阳改

正 ����与 艺和月亮改正 ���’� 与 �’ 的关系
。

���
�

� 关于太 阳 改正

通过历经给 出的
“
日缠表

” ，

并运用 内插法得出太阳改正
，

其公式的一般表达式为
�

� � �� � 艺� △�
��

，� �� �△�
��
� 一 △�

��
�
�
�
��
� 一 �����

�� ��� ���

其中
� �表此时 �朔�所入前一个定气的 日数 �含小数�

�
�� 表前一个定气的

“
眺胭积 �数�

” �

△ � 、 △� � ��
、
�� 分别表此时 �朔�前之定气及后之定气的

“
损益率

”
和长度

。

定气长 ��

平气长 � 盈缩分 � ����� 盈缩分
，

除 �以外
，

该数据均可从
“
日踱表

”
中查得 �由于各历对

表中名组数据的称谓不一
，

本文中从 《大衍历 》 、 《宣明历 》 �
。

为方便计算
，

忽 微量后上式可简化成
�

� � �� � 艺� △�
��
�

���

该式与 ���式的最大偏差不超过 �分钟
。

���式是由线性拟合得出的
。

定义函数 ��约� 时 � �
， � 、

�为待定系数
，

令
�

��‘�� 了�仕��‘
，
已知

�
���

�
�� △� ，

���
� � ���� △�十 △� ，

求出
�

� � ��△�
��
� 一 △�

��
�
����

� � ���

�� △�
��
� 一 ���△�

��
� 一 △�

��
�
����

� � ���

代入 �。�，
�仁�� �� 即为 ���式

。

运用
“
日踱表

”
进行计算时须注意

�

���表中各历所给出的太阳运动盈缩情况与实际并不

一定符合
，

有的甚至有较大的差异 �如 《麟德历 》 ��

���各组数据的意义和相互关系
�

盈缩

分 � 定气 一 平气
、

先后数 � 艺 盈缩分
、

损益率 � 一 盈缩分 �月 日平行度
、

肌胭积 �数�� 艺

损益率
，

而其中
� “

艺
”
表累加

， 《大衍历 》 、 《宣明历 》 的 “
月 日平行度

” � 小周 �章

月 � ��
“
������日

�
���各数据的单位

、

分母和符号
，

盈缩分和先后数的单位为 日 �数据的单

位为 日分
，

实际计算时要换算为 日�
、

损益率和眺胭积 �数�的单位为度
。 《大衍历 》 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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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母均为通法 ����
� 《宣明历 》 中盈缩分和先后数的分母为刻法 ��

，

损益率和肌胭数分母

为统法 ����
。

因历经
“
日踱表

”
中符号时有错乱

，

今可根据其运动快慢定出
�

太阳盈时运动

快
，

节气短
，

故盈缩分为
“ 一 ” ，

先后数由艺盈缩分得出
，

损益率表太阳改正故为
“ � ” ，

眺

胭积 �数�由� 损益率得出
�
太阳缩时则反之

。

实际计算一般采用简化公式 ���
，

但仍不方便
，

因为引数 艺表此时 �朔�的入气 日
，

故只

有先确定该定气为何气
，

才能得出 ��
、 △ � 、 △� � ��

、
��

，

且公式所引入的参量太多
，

符

号不易掌握
。

���式可变为
�

��艺�� ��坛�� ��一 艺�艺�����乞� ��一 ��乞������乞� ��一 艺�￡�� ���

式中
� 艺表该朔入冬至时刻的积 日数

，

且 �三 � � 《动表交第 �个节气的时刻
，
亡���二 �为冬

至时刻
，

第 艺个节气长
�
�、 � ��￡� ��一 《约 � ��劝为胧胭积 �数�

，

且第 坛个节气的损益率
�

△ ‘ � 到坛� ��一 州约
� 乞表示 日踱表中各节气的排列次序

，

且
�

‘ 任 ��“� �扛� ���
，

����� �乞一 ��
� ����� 先后数���

注意
�

式中各量均用 日为单位
，

及先后数的符号
。

由于 日踱表中的太阳改正基本符合三角函数变化规律
，

故在一定精度要求下可用三角函

数拟合
�

例如
，

对于 《大衍历 》 可得出其太阳改正的拟合公式为 �

��艺�� ��������
�������

�
艺���� �

�

���������
�

�

�������

其中
�

年长 � � ������������ 日 � �为从冬至 �古历年首�起算的积 日数
，

且 艺三�
。

其改正

与 日踱表的最大偏差为 ��
�

�分钟
。

对于 《宣明历 》 ，

则
�

��艺�� ���������
�������

�
����� �

�

���������
�

�

�������

其中
�
� 一 ������������ 日

。

其改正的最大偏差为 ���� 分钟
。

����� 关于月亮改正

通过历经给出的
“
月离表

” ，

并运用内插法得出月亮改正
，

其公式的一般表达式为
�

� � �。 � 。 火
��占

。 一 石。 � ����一
�� �

�石
。 一 百。 ����� ���

其中
� �

为入历 日 �近点月�的小数部分 �� 为其整数部分�
� �二 为入近点月 �远

、

近地点�后

第 二 日的
“
眺胭积

” � 人
、

人� � 为第 � 、 � � � 日的
“
损益率

” 。

除
�
外

，

该数据均可在
“
月

离表
”
中查得 �由于各历对表中各组数据的称谓不一

，

本文中从 《大衍历 》 、 《宣明历 》 �
。

该式亦由线性拟合得出
。

定义函数 ��约二 �� � 乙
，

其中
� 、

�为待定系数
，

令
�

����� ��仁���
，
己知

�
����� 百

。 ，
����� 占

二 � 石。 � �
，

求出
�

� � 占。 �� 一 石。 � ��占
。 一 石。 �����

代入 �。�，
���� �

。
即为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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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
月离表

”
进行计算时须注意

�

���各历 的近点月月首取法不一 �如 《麟德历 》 取近

地点
，

而 《大衍历 》 、 《宣明历 》 却取远地点�
， �

但各历基本掌握月亮在近地点运动最快
、

远

地点反之的规律 �据此可确定近点月入近地点还是远地点�
�
���在节点 �包括极值点和零点�

所在 日
，

表中
“
损益率

”
时常给出初

、

末两值
，

计算时 占值应取其和
�
���各组数据的分母及

相互关系 �如 《大衍历 》 中 � “
转 日

”
表入近点月天数

� “
转分

” � 月亮每天实行度数
� 转法

����
� “
列衰

”

为相邻两 日转分之差 � “
转积度

”
� 又 转分 �转法

� “
损益率

” ，�正 比于��月

实行
一 月平行�

� “
别朔肉积

”
� 又 损益率

。

在 《宣明历 》 中 � “
历 日

”
表入近点月天数 � “

历

分
” � 月亮每天实行度 � 刻法 ����

� “
积度

” 一 � 历分 �刻法
� “

损益率
”

��月实行分
�

月平行分��月 日平行分
，

其中月平行分 � 月平行度
�
刻法 � ��

�

�����
�
�� � ���� � “

眺胭

积
” � 又 损益率

。 《大衍历 》 数据分母均取通法 ����
� 《宣明历 》 则均取统法 ����

�
���

由于表中历 日始于
“ � 日

” ，

采用 的是
“
落地算法

” ，

故 纵 �民�和 人十� 则取 ����入历 日���

日和 ����入历 日�十� 日的读数
�
���给出的各数据的符号

。

同上
，

表中符号亦有错乱
。

实际

计算时可用下法定出
�

月行慢时
，

计算月亮改正时需增加
，

月方复及 日
，

故此时的损益率为

正
，

肌脑积符号则由 又 损益率给出
� 月行快时反之

。

为方便计算
，

可将所求朔时之月亮改正的引数改为入近点月积 日数 扩
，

且 尸 三 ��
�
据

占。 � �。 � � 一 �。 ，

将损益率换为符号容易判别的眺胭积
，

则月亮改正为
，

��艺
‘
� � ������艺

，
�� ��

���������艺
，
�� ��一 �������艺

‘
�� ��一 �������

，

�� ���
�
��

‘ 一 �����
，

����

一���������
‘
�� ��一 �������

‘
�� ��一 ������艺

‘

�� ���
�
�艺

， 一 ����艺
‘
��
�
��

���

其中
�
��约表示月离表中第 坛日的眺脑积 �注意其分母�

。

若拟合是线性的
，

则公式可进一步

简化
�

��艺
‘
�� ������艺

，
�� ��� �������艺

，
�� ��一 ������亡

‘
�� ���� ��

， 一 ����艺
，
�� ���

该式和 ���式相差最大约 �� 分钟
。

��� 关于定朔推步法

隋唐历法始见定朔计算
，

本文中将 《授时历 》 前的定朔计算一般公式归纳为 �

定朔 � 平朔 � 太阳改正 � 月亮改正 二 平朔 � ��约�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只 � 一 ������

� ��
，
���

，
�

，
��

���

其中
�

�
、
�

的第 二 个朔
。
艺

艺‘ � �
， 。

因为
�

当 �

�
、

�
， 、 。 分别表示 已知的积年数

、

年长
、

朔望月长
、

近点月长和所求

表示该朔入冬至点的积 日数
，

且 艺三 � � 扩表示该朔入近点月的积 日数
，

且

� �时
，

则
�

艺���
�‘���

� � 一 冬至月龄 � � 一 ������
� ��

，
��

� 冬至近点月月龄 一 冬至月龄

� ����又� � ��
，
�

‘

�一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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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艺
‘
���� � 又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式构成了
“
积年法

”
求定朔的一般公式

。

� 《授时历 》 定朔推步法

��� 关于平朔推步

《授时历 》 不用积年 日法
， “
所用之数

，

一本诸天
，

比之他历积年 日法
，

推演附会
，

出于人为

者
，

为得 自然
” 。

以至元辛 巳 �����年�为元
。

实测了气应 �历元年前冬至干支�
、

闰应 �历元年前

冬至月龄�
、

经朔
。 《授时历 》 的历元天正经朔干支 �即为 ����年冬至月朔干支�由实测得出

�

经朔干支 � 气应 一 闰应

求次朔干支只要在经朔上累加朔策 �朔望月长�即可
，

甚为简单
。

就 《授时历 》 平朔的推法
，

据经文可得
�

通积 二 中积 � 气应 二 士 距算 � 岁实
‘� 气应 二 士� � �’ � 气应

其中
� “
距算

”
为历元至所求年的年数 �相当于积年 ��

�下算将来取正号
，

上推往古取负号
�

岁实
，

� 岁实 士����距算 ������日周
，

即
�

�‘ � � 士 ����叼����������

此时上推往古取正号
，

下算将来取负号
。

则
�

冬至干支 � 冬至 日分 �日周 � ����通积
，
���

因为
�

闰积 � 中积 � 闰应 � 士� � �’ 十 闰应
，

则
�

闰余 �冬至月龄�� ����闰积
，

朔实�� ����闰积
，
��

，

故
�

、

�
了、

�
苦

��
����，�

��了、了�
、各朔干支 � �����天正经朔 � 。 � ��

，
���

� �����通积 一 ����闰积
，
��� � � ��

，
���

各气干支 � �����冬至干支 � 二 � �
‘
����

，
���

� �����士�
� �

‘ � 气应�� � � �
，
����

，
���

若不及减者
，

则加纪法
，

公式中甲子的干支取为 � �其中 � � �表天正经朔干支和冬至干支
，

无中气之月称为闰前月
，

这样就排出了历谱
。

数据如下
�

岁实 � � ���
�

���� �朔实 � � ��
�

������ � 日周 � �����分 �即 �日的分数�
�

旬周 � �� �纪法 � �� �
气应 � ��

·

���� � 闰应 � ��
�

�����经文中
“
闰应

”
为 ��

�

����
，

这里为

实际采用值�
。

其单位均为 日
。

��� 太阳改正模型— 盈缩差

《授时历 》 将太阳运动分为盈历和缩历两部分
，

冬至到夏至称为盈历
，

太阳入盈历时运

动快
，

此时
�

太阳位置 � 平均位置 � 盈缩差 � 夏至到冬至称为缩历
，

太阳入缩历时运行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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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
�

太阳位置 � 平均位置 一 盈缩差
。

欲求太阳改正时
，

先求出该时刻太阳位于盈缩历 中的

位置
，

再根据给定的太阳在盈缩历中运动快慢 的定量结果
，

从而得出太阳改正
。

根据 《历经 》 ，

令
�

初末限 � �
，
�树 � 盈缩差

，

则
�

到约� 士�定差 一 �立差
� 初末限 � 平差�

� 初末限�
� 初末限 �亿

当入盈初缩末时
�

����� 士����� 士��������一 ���
� � � ������

� ��
� �八�

�

当入缩初盈末时
�

����� 士����� 士��������一 ���
� � � ������

� ��
� �八�

�

�式中盈缩差的单位为度
�
入盈历时取正号

，

入缩历时取负号
。

�

各朔入冬至时刻的积 日数
�

艺� ������
， 一 闰余 � � � ��

，
�

‘
� ����

其中
� � 为非负整数

， � � �表所求历元天正经朔入冬至积 日数
。

盈初缩末限 ���
�

������ � � 缩初盈末限 ���
�

������ 日
，

则
�

��� 艺任 �� ��
�

������」，

入盈初
�
� � ���仕�� ���� ����

��� � 〔 【��
�

������ � ‘
���

，

入盈末
�
� � �‘

��一 艺������ ���� ����

��� �任 ��
‘
�� � ‘

��� ��
�

������」，

入缩初
�
� � 艺一 �

，
����。�� 一���� ����

��� �任 ��
‘
��� ��

�

������ �
，」，

入缩末
�
� � �

‘ 一 亡������ 一���� ����

根据 《授时历 》 �

太阳的盈缩差类似于一个正弦函数
。

在一个周期 �回归年�内
，

两至点

无盈缩
，

其位置即为平均位置
�
在盈历初末相交时

，

盈缩差达最大
，

即此刻太阳运行最快 �

在缩历初末相交时
，

盈缩差达最小
，

即此刻太阳运行最慢 � 其振幅为 ���� 度
。

��� 月亮改正模型— 迟疾差

《授时历 》 将近点月一分为二 �

近地点到远地点称为疾历 � 远地点到近地点称为迟历
。

《历经 》 给出了月亮在迟疾历中运行快慢的定量结果
，

讨论月亮改正时
，

先求出该时刻月亮

位于近点月中何位置
，

从而进行改正
。

根据 《历经 》 ，

令
�

初末限 一 �
，

���’� � 迟疾差
，

则
�

��约 二 士�定差 一 �立差
� 初末限 � 平差�

� 初末限�
� 初末限 �亿

� 士����� 士���������一 ����
� � � ������

� ��
� ����

�

迟疾差单位为度
。

入迟历取正号 � 入疾历取负号
。

各朔入转 日及分 �即入近点月的 日数�
�

亡‘ � �����中积 � 转应 一 闰余 � � � ��
，

转终� ����

其中 。 为非零整数
， � � �

，

为天正经朔入转 日及分
。 《历经 》 中的 “

转应
”
为 ��

�

�����计算

时的实际采用值为 ��
�

�����
�

近点月长 �转终�
�

�� � �������
。

上述数据均以 日为单位
。

据经文
�

初限 � ��
，

则
�

���艺
‘ 任 �� �

�

����」
，

即
� �‘��

�

����� ��
，

称为入疾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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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限
�
� � �‘��

�

���� � 则
�
���

‘

�� 一���� ����

����
， 任 【�名��� ��

，

�����
，

称为入疾末
，

末限
�
� � ��

‘

��一 艺
‘

���
�

���� �

则
�
��忿

‘
�� 一���� ����

���‘
， 任 【��

�

���� ��
�

�����
，

即
�

��
， 一 �

‘
�����

�

����� ��
，

称为入迟初
，

初限
�
� � ��

， 一 �
‘
�����

�

���� �
则

�

���
‘
�� ���� ����

���亡
， 任 ���

�

���� ��
�

����」，

称为入迟末
，

末限
�
� � ��

‘ 一 艺‘���
�

���� �

则
�

��艺
‘
�� ���� ����

根据 ��授时历��
�

月亮的迟疾差改正在近点月周期内
，

亦类似于一个三角函数
，

它在近

点月始末及中点均为零
，

即此刻它们的迟疾差为零
，

月亮处于平均位置 � 入疾历后月亮越走

越慢
，

经 �
�

���� 日
，

迟疾差逐渐达到极小
，

然后又逐渐回落
�
到转中 ��

�

���� 日入疾末
，

迟疾

差又开始减小
，

������� 日再一次达到极小
，

然后再逐渐回到零
�
入迟历则反之

。

与盈缩差不

同的是 ���
�

太阳入冬至后运行加快
，

入夏至后反之
� 月亮入近点月首 �近地点�运行减慢

，

入月中 �远地点�后反之
。

���
�

交初末时
，

迟疾差并未达到极值
，

且在一个周期内能够两次

达到极大和极小 �
���

�

其极值为 ���� 度
。

��� 定朔推步

《授时历 》 所建立的太阳和月亮运动模型和今天仍有一定的偏差
。

根据 《历经 》 �

定朔 � 经朔 � 加减差

� 经朔 � ��� �
�盈缩差 � 迟疾差��������

� 入迟疾限下行度�

定朔单位为 日
。

《授时历 》 未给出 “
入迟疾限下行度

”
的数值和算法

。 “
加减差

”
和

“
盈缩差 � 迟疾差

”

的区别在于将其单位从
“
度

”
改为

“
日

” 。

因为
� �限 ��

�

���� 日
，

月每 日平行度 � ���
�

�����
，

故
，

月每限平行度 � ��
�

����
。

令
�

���’ �� 月每限迟疾行度 ，

今据 《大统历 》 �《明史历志 》 �经文给出的递推法可得出
�

���’ � � 月每限平行度 士 该限损益分 � ��
�

���� 士 ��刃
� �

�
�

����士 ��
�

�

��������一 �
�

�

�������夕一 �
�

�

��������夕 �
�夕一 ���

�注
� � 的单位为限数

�
入疾历取

“ �
”
号

、

入迟历取
“ 一 ”

号
� ��一�� 限的行度异常

。

�

该朔所入限数为
�
尸��

�

����
，

据经文可得出
�

���“ 任 �� �
�

�����
，

即入疾历 �一 ��限
� 夕� �，��

�

����
，

则
�

���
‘
�� �

�
�

����� ��夕� ����

����
， 任 ��

�

���� �
�

�����
，

即入疾历 ��一 ��限
�
���

，
�� �

�
�

���� ����

����
， 任 ��

�

���� ��
�

����」
，

即入疾历 ��一 ���限和迟历 �一 ��限
�

�� ������
�

����一 �’�������� ，

其中
�
������表示 � 的绝对值

，

则
�

���
‘
�� �

�
�

����一 ��夕� ����

����
‘ 任 ���

�

���� ��
�

�����
，

即入迟历 ��一 ��限
�
���

‘
�� �

�
�

���� ����

����
‘ 〔 【��

�

���� ��
�

�����
，

即入迟历 ��一 ���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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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 ���
·

����一 �‘���
�

����

则
�

定朔 � 经朔 � 加减差

则
�
��忿

，
�� �

�
�

����� ��夕� ����

� 经朔 刊
�

���� �
��仕�� ���

‘
������

‘
� ����

“
入迟疾限下行度

”
数据亦可由邢云路的 《古今律历考 》 卷 �� 查找

，

其引数为所入迟疾

历的初限 �将末限化为初限
，

���一 末限 二 初限�
，

但注意其中疾 �迟�历的 ��� 限值应和迟

�疾�历的初限值相同
，
因此查表时在迟

、

疾历 的 �� 一 ��� 限中应将引数加 �
。

����
、

����一����
、

����一����式构成了
“ 《授时历 》 法 ”

推定朔的一般公式
。

��� 《授时历 》 定朔算例 �始于 ����年年前冬至月朔�

已知
�

距算 � � ����一 ����� ��
，

年长 � � �
‘ � ���

�

����
，

月长 � � ��
�

������
，

近

点月长 �
‘ � ��

�

����
，

气应 � ��
�

����
，

闰应 � ��
�

����
，

转应 � ��
�

����
，

甲子干支 � �
， �

为非负整数
。

则
�

����年年前冬至干支 � ������
� ���

�

����� ��
�

��
，
���� ��

�

����

该冬至月龄 � ������
� ���

�

����� ��
�

����
，
��

�

�������� ��
�

����

该天正经朔干支 � ��
�

����一 ��
�

����� ��
�

����

各经朔干支 � ������
�

����� ��
�

������� � ，
���

各朔入冬至积 日数艺� �������
�

����一 ��
�

����� ��
�

������� � ，
���

·

�����

各朔入近点月积 日数亡
‘ � ������

� ���
�

����� ��
�

����一 ��
�

����� ��
�

������� 二 ，
��

·

�����

其中 � 为所求各朔距 ���� 年年前天正经朔 �实为 ���� 年冬至月朔
，

即 。 等于 �� 的月数
。

由下表可知
� 《授时历 》 定朔计算的最大误差约为 �小时 �其绝对值的平均误差约为 ����

分钟
。

由于今算值采用的是东经 ��� 度的地方平时—
“
北京时

” ，

而 《授时历 》 所用的是元
大都一 约东经 �“ 度 �今北京�的地方时

，

它们之间相差约 �� 分钟
，

扣除该影响后
，

其绝

对值的平均误差约为 ��
�

�分钟
。

表 � “ 《授时历 》 法 ”
推步 ��个定朔的结果及精度

�始于 �� ����年前冬至月朔�

经朔 ��亡� 之， ��亡
‘
� ��亡

‘
�

�
�

����

�
，

����

�
�

����

�
�

����

�
�

����

加减差

十�
�

����

��
�

����

��
�

����

��
�

����

������

定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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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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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 “

差值
”
表示 《授时历 》 定朔计算值和今算值 ��� 之差

，

单位为分钟
。

结 语

平朔推步原则上只要像 《授时历 》 那样
，

实测一个朔 日作为起点
，

然后再叠加朔望月长

即可
。

对此中国历史上却存在两种推步方法
，

自汉刘欲的 《三统历 》 引出上元
，

后世竟相效

仿
。

寻找理想的上元就成了天文学家的枷锁
。 《授时历 》 废之

，

合乎天道
，

还之于本来面 目
。

比较
“
积年法

”
和

“ 《授时历 》 法 ” ，

它们的差异在于
�

���历法起算点不同
�

前者用上元
，

也就不存在上推往古问题
，

公式显得简单
，

但其中隐含了推算上元的繁复以及编排历谱时惊

人的计算量 � 后者废上元
，

以某一历元为起点
，

这样须上推下求
�
���年长 � 的差异

�

前者

用定值 � 后者的年长存在一个长期变化
，

其 目的在于使该历能够延用万世
�
���对于月亮

、

太阳改正的求解
，

前者用踱离表进行 内插
，

而后者直接用公式计算 � 且 《授时历 》 中盈缩差

和迟疾差的单位为度
，

它是将周天的度数分为 ���
�

����
，
�度相当于今天的 ��

�

����
。

在具体编排历谱时还存在置闰和进朔等问题
。

根据无中气之月为闰前月这一闰法可得
，

若
�

天正经朔闰余 �即冬至月龄�� 该年闰 日 全 月长

即
�

冬至月龄 全��� 一 �

则该年有闰
�
对于临界位置的判别从定朔

�

���� 一 �� 《授时历 》 称之为闰准
。

因为每月 闰 日为
�

��八�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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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

冬至月闰余 �� 火
����� 一 ��全 �

其中
�
�为从冬至月起数的月数

。

该式成立时称 秃为闰前月
，

而

无� ������ 一 冬至月闰余������� 一 ���� �

李淳风在 《麟德历 》 中始用进朔之法
，

后世循之
。

谓
�

朔 日小余在 日法四分之三 已 上者
，

虚进一 日
。

对于推定弦望
，

只要在定朔的推步公式中将 �。
只 ��改为

�

�。
冰 � � ����

、

��
� � �����

和 ��
� � � �����

，

就可分别得到定上弦
、

望
、

和下弦的推步公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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