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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交替，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岁月如梭。眨眼间已是农历戊戌年岁末，崭

新的己亥年即将拉开序幕。一年的时光，对人类来说，是个不小的时间长度，而

对于宇宙和星辰动辄亿年的时间尺度来说，几乎微不足道。因此，我们与数百

年、数千年前的先祖，看到的是几乎同一片星空。而这片“永恒”的星空，为人类

的节气授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中华民族的古老传统节日，其形成与原始信仰、祭祀文化以及天象、历法等

人文与自然文化内容密切有关，涵盖了哲学、人文、历史、天文等方面的内容，蕴

含着深邃丰厚的文化内涵。每逢传统重大节日，夜空中的特定星空也会如约而

至，和世人共度佳节。

春节，即农历新年，是一岁之首，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每到除夕之

夜，人们在迎新的烟花中仰望夜空，就能在正南方向发现有三颗排列整整齐齐的

星星，这就是中国星空传统文化中的“参宿三星”。民谚说，“三星高照，新年来

到”，正是对此景的生动描述。在民间，这三星被称为福、禄、寿三星，有“幸福美

满、吉祥富贵、健康长寿”的美好寓意，也是人们对新年的美好愿景。其实参宿三

星与福禄寿三星本来没有任何瓜葛，只因古时天文星占为官方垄断，民间百姓的

星官知识有限，人们以讹传讹，将参宿三星当成了福禄寿三星。

“参宿三星”在现代天文学中是位于猎户座的参宿一、参宿二和参宿三，都为

蓝巨星。三颗闪亮的蓝星，构成了星座之王猎户座的腰带，也成为冬季夜空中最

具代表性的标识。

新年团聚时刻，在外求学工作的人们带着孩子回家，和老人共享快乐时光。

老人长寿健康快乐，是人们最大的心愿。这样的心愿，在传统文化中，就化作天

空中的一颗星——老人星。

老人星是南天星座船底座中最亮的一颗呈青白色的超巨星，其光度为太阳

光度的 1.6 万倍，质量约为太阳的 10 倍。在夜空中的亮度仅次于天狼星。它隶

属于船底座，由于位置太偏南，在我国北部是观测不到的，只有在长江流域及以

南的地方，才能在短暂的时段里在南天的低空看到它，因此人们称它为“南极老

人星”“南极仙翁”。南方的朋友，每年在农历二月的晚上，找到位于正南方的天

狼星之后，再向下找，在地平线上方就可以找到它。李白有诗句：“衡山苍苍入紫

冥，下看南极老人星”，是指在南岳衡山上，就可以看见老人星了。

与天狼星的狼狈境遇相反，老人星在中国古人眼里永远是一颗吉星。他们

认为，老人星的出现是天下太平的征兆，见到了这颗星，将国泰民安，所以诗人有

“海内逢康日，天边见寿星”的句子。

望星空，过新年，抬头望望天空，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讲讲星空的故事，过一

个快乐有价值的新年。

辞旧迎新时
天上有颗老人星

王俊峰

随着春节的临近，一则这样的消息在网上

甚为流传：根据农历，2019年两头没有春天（立

春），民间俗称“寡妇年”，不宜婚丧嫁娶。事实

真的如此吗？

“这种说法完全没有科学根据，出现这种

现象与天文历法有关。”1 月 21 日，中科院国家

天文台副研究员黎耕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说，没有立春的现象是由于农历和公历的

推算方法不同产生的，而“无春年”不宜嫁娶更

是无稽之谈。

不同历法差异导致“无春年”

民间所谓的“无春年”“两头春”等都与春

节的阳历日期不固定有关。“至于春节的阳历

日期为何不固定，那就要从历法的来源说起。”

黎耕说。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会把农历和阴历

画等号，误以为是一回事。其实，历法分为 3

种，即阳历（公历）、阴历和阴阳历（农历）。

阳历将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即一回

归年定为一年，一年划分成 12 个月，平年 365

天，每隔4年便要闰一天，加在2月的天数上，即

平年2月28天，闰年便是29天，其余每月的天数

不变。根据阳历日期，可知寒来暑往的四季变

化，但它不能显示月亮的圆缺，这对那些需要根

据月相了解潮汐变化的人来说是不便的。

阴历则以月亮的圆缺周期作为一个月，一

个月 29.5 天，一年 12 个月，它完全不考虑太阳

的运动规律，因而阴历的日期不能显示四季冷

暖。这种历法实用价值太小，现在仅有少数国

家使用。

我国现行的农历即是一种阴阳合历，它扬

阳历之长避阴历之短，根据月亮的盈亏周期确

定“月”，以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即一回

归年作为一年的平均长度。农历规定大月 30

天，小月 29 天，一年 12 个月共 354 或 355 天，比

回归年少 11天左右。

“如果只考虑月亮周期，一年 12 个月就少

了 10 多天，10 年下来就是 100 多天。久而久

之，就会出现时序和天时错乱的现象，如冬夏

颠倒。”黎耕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便需要添

加闰月。中国古代历法很早便采用“19 年 7

闰”法，即在 19 个农历年中规定 12 个平年，每

年 12 个月；另 7 年每年增加 1 个月，变成 13 个

月，这个增加的月便叫“闰月”。

对此，北京天文馆古观象台王玉民也曾指

出，农历19年增加7个闰月后，就大致保证了农

历 19 年内平均一年的长度约为 365 又 1/4 日。

由此，如果上一年农历没有闰月，那么下一年的

春节就会比上年提前 11天左右；如果上一年农

历有闰月，下一年的春节就会比上年推迟 19天

左右。所以春节的阳历日期是不固定的。

今年立春是在公历2019年2月4日，转换为

农历则是戊戌年十二月三十日。可见，2019年

没有立春，只是因为立春赶上了农历除夕夜。

有无立春无关人类吉凶祸福

“由此可以看出，‘无春年’完全是正常现

象。”黎耕说，因为农历平年 355天，可能会有这

一年恰好落在两个立春之间的情况，就像今

年。还有之前的2013年。那年2月4日立春，但

农历正月初一为 2月 10日，腊月三十为 2014年

1月30日，整个农历葵巳年内都没有立春节气。

再就是“一年两头春”现象。“一般有闰月

的年份都是两头春。”王玉民说，2014年马年插

进一个闰月，共 385天。因为一年开始得早，所

以正月初五（即 2014年２月４日）立春，又因为

农历年结束得晚，因此下次立春——腊月十六

（2015年２月４日）也在本农历年内，一年两头

都是立春，故称“两头春”。当然，也有农历年

只有一个立春日的，又称“单春年”，如 2011 农

历辛卯兔年。

“‘两头春’‘无春年’或‘单春年’都是经常

发生的，只是正常的历法演变所致，公众不必

大惊小怪，更没有必要将其与吉凶祸福等相联

系。”王玉民强调。

对此，也有专家认为，寡妇年可能是来自

寡年的说法，寡是缺乏的意思，没有立春的年

份为寡春。事实上，这种无春年和寡妇完全没

有关系，更不用说与婚丧嫁娶有什么关联了。

农历猪年“无春”，天文历法是主因
身边的天文学

本报记者 付丽丽

实际上，这次的故事并不复杂。故事的

主角是银河系与它的卫星星系——大麦哲伦

云，这是银河系卫星星系中最亮、质量最大的

一个。“无论大麦哲伦云还是太阳系，它们都

处在银河系的引力势阱中，无论怎么蹦跶都

难以跳出银河系的如来佛掌。”中科院国家天

文台研究员王杰说。

“大麦哲伦是银河系的小伙伴，它们之间

本来就有一个相互作用的桥，好比手牵手。”中

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邓李才告诉记者，大

麦哲伦云穿过银河系是有可能的。但它穿过

银河系时，很可能面临被银河系撕碎的命运，

“因为银河系的质量比大麦哲伦云大很多”。

进行上述研究的英国卡洛斯·福伦克团

队在计算机上模拟了大麦哲伦云与银河系

的相互作用，并测算出 20 多亿年后二者可

能相撞。

大麦哲伦云进入银河系后，太阳系会怎

样呢？“无论大麦哲伦云怎样穿过银河系，以及

这个过程中如何相互作用，都可能通过动力

学作用影响太阳附近的银河系盘结构，从而

影响包括太阳在内的恒星。”邓李才告诉记者。

“大麦哲伦云穿过银河系星系盘，特别是

靠近太阳系时 ，太阳系有可能挣脱银河系的

引力束缚，飞到银晕之中。”王杰说，当太阳系

跑到了银晕之中，地球上的人看到的银河系

将不再是一条银色的带子，而是漩涡纹路的

椭圆的盘子。

不过，王杰表示，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非

常小。即便发生了，也可能不会给地球带来

致命影响，因为地球与太阳紧密地绑在一起，

两者分开的可能性不会很大，地球不会陷入

黑暗寒冷中。

对此，邓李才表示认同：“两个星系相撞

可能导致星系盘被破坏掉，形成无盘结构的

椭圆星系，这是星系尺度上相互作用的后

果。但我们完全不必担心这个过程会影响太

阳系行星系统，特别是我们关心的地球。”

但当这两个星系并和时，还有另外一个

危险：银河系中央的黑洞会被激发，会产生大

量的伽马射线。“这些射线可能会影响地球的

大气层臭氧，但因为太阳系藏于银河系盘中，

距离也较远，应该不会完全剥离地球的臭氧

层，不会对地球上的万物构成实质性威胁。”

太阳系被甩出银河系？

这个概率非常小

实际上，围绕银河系的卫星星系有 100

多个，任何一个都有可能从太阳系附近穿过

去，而且可能比大麦哲伦云来得更早。“从这

个角度来看，太阳系受扰动的情况太多了。”

王杰说。

幸运的是，这些碰撞发生的概率也很小，

星系间的碰撞火花四射？

没有想象中的大场面

那么，卡洛斯及其团队为何煞费苦心证

明银河系其实很普通呢？

首先需要请出标准宇宙学常数-冷暗物

质 模 型（Lambda-CDM model，LCDM），它

好比揭开宇宙奥秘的宝典，能解释宇宙中的

大部分现象，尤其可以对 3000 万光年以上的

大尺度结构进行很好的预言。

但宝典也有不太灵的时候。王杰表示，

LCDM 目前能对尺度较大的宇宙进行较为

准确的预言，用 LCDM 来解释小尺度上的宇

宙现象就会出现问题。“就好像我们身处高

空，可以看到地球上无数只不同种类的蚂蚁，

它们的种类、总体数量以及分布和模型预言

的结果都相吻合，但当我们靠近观察每一只

蚂蚁时，蚂蚁之间的差别可能就和预测出现

差异了。”

与之类似，对银河系的长期观测表明，

LCDM 的解释存在不足。王杰介绍，银河系

特别的地方很多，比如上述研究所关注的：与

同质量星系相比，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

洞质量过小，银晕的质量比较小且金属丰度

偏低，此外，银河系还拥有大麦哲伦云这样的

超大质量卫星星系。

“目前来看，对 LCDM 的挑战大部分都

是来自我们对银河系的观测。因此，宇宙学

家们一直在寻找合适的理论去解释为何银河

系与标准模型预测不同，从而使标准模型能

够自洽。”王杰告诉记者，实际上，很多宇宙学

家都试图通过不同路径做类似的研究工作。

而卡洛斯与团队运用数字模拟的方法寻

找答案。他们模拟了 1000 个包含了银河系、

仙女星系和大麦哲伦云的系统。模拟结果显

示，大麦哲伦云会在 20 多亿年后进入银河

系，在它们并和后，银河系的上述特别之处就

不存在了。

王杰解释道：“由于大麦哲伦云质量较

大，它进入银河系星系盘后会带来很大扰动，

从而使得银河系中的超大质量黑洞质量变

大，被潮汐力肢解出去的恒星也会让银晕的

质量增加、金属丰度提高。如此一来，银河系

就变成了与标准模型预言相吻合的普通星

系。”

令人挠头的是，解释银河系为何与其他

星系不同本身就很矛盾。“银河系之所以特别

是因为我们对它的观测更仔细。”王杰表示，

观测越仔细，当然越容易发现它与众不同。

银河系是特殊的存在？

可能因为我们身处其中

实习记者 代小佩

地球地球2020亿年后被撞出银河系亿年后被撞出银河系？？
别杞人忧天了别杞人忧天了

且都不足以致

命。这是因为宇宙

学上的相撞与我们寻常

理解的相撞不同。王杰说：

“它们之间不是硬碰硬，不会像小

行星撞地球那样砸向彼此，而非常可

能是擦肩而过。”

他解释道，星系与星系之间的距离很远，

哪怕离地球最近的仙女座星系，距离银河系

也有约 250 万光年之遥。而在星系内部，物

质的分布也十分松散。所以它们之间的碰撞

是“柔软的”，并不会引起激烈的反应。

所以，与其对着大麦哲伦云杞人忧天，不

如关心其他潜在威胁。

首先，小行星对地球的碰撞更激烈。“数

目众多的彗星或者小行星

极有可能碰撞到地球，这比星

系 的 碰 撞 概 率 更 大 ，威 胁 也 更

大。”王杰说。

除此之外，邓李才还谈到另一种威

胁：太阳进入红巨星演化阶段，在其膨胀到

地球轨道之前，地球上的环境就会变得非常

恶劣，不适宜生命存活。“但这也是几十亿年

后的事情。”

不过，英国团队讨论大麦哲伦云与银河

系相撞、太阳系是否会被甩出银河系或地球

的命运如何，并不是他们研究的初衷。

该研究团队成员在文章发表前曾与王杰

讨论过。“研究团队想说明的是，大麦哲伦云

与银河系合并后，银河系可能会变成一个‘普

通’的星系。这样就可以大大缓解银河系和

标准宇宙学模型预言的差距导致的压力。”王

杰表示。

结果在部分报道中关注点却变成了：银

河系会在 20多亿年后遭到大麦哲伦云撞击，

太阳系甚至地球会因此被甩出去。

从月球是空心的到宇宙完全被从月球是空心的到宇宙完全被““墙墙””包裹包裹，，再到快再到快
速射电暴是外星人发来的信号……关于宇宙的话题每速射电暴是外星人发来的信号……关于宇宙的话题每
隔一段时间就能引发一次舆论风暴隔一段时间就能引发一次舆论风暴。。

近日近日，，英国杜伦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在英国杜伦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在《《皇家天文皇家天文
学会月报学会月报》》上撰文指出上撰文指出，，大麦哲伦云大麦哲伦云（（LMCLMC））可能在可能在 2020
多亿年后与银河系相撞多亿年后与银河系相撞。。

消息一出消息一出，，各种猜测如潮而至各种猜测如潮而至。。比如有人说比如有人说，，两个两个
星系的相撞火花四射星系的相撞火花四射，，太阳系会被甩出银河系太阳系会被甩出银河系，，地球生地球生
命却因此逃过一劫命却因此逃过一劫。。果真如此吗果真如此吗？？

在山东省济南市武圣门，新年的烟花和“福禄寿”三星共同绽放在
夜空。 袭清摄

2018年12月16日，璀璨的老人星闪耀在广西南宁
大明山飞鹰峰上空。 王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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