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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文 解 字說 文 解 字
星 期 的星 期 的

什麼是一天？什麼是一天？什麼是一天？什麼是一天？什麼是一天？

    你要是問一個平常人何謂一天，他的答

案可能很簡單：「從今天起床到明天起

床，這就叫一天」。而你要是問到一個不

太平常的人，答案也許就比較複雜了：

「地球自轉一圈稱為一天」，這樣的答案

表 示 他 曾 經 學 過 這 個 觀 念 （ 而 且 還 記

得！），並且可能表示他生活不正常，每

天起床的時間不一樣。

    要是你更進一步問到了一位學過天文學

的人，你就會看到他眼睛一亮，然後洋洋

灑灑地闡述「其實一天很難定義」。翻開

天文學辭典，你會讀到「一天乃 8 6 4 0 0

秒，而一秒則是由銫原子鐘的週期定出來

的。」這樣的定義當然仍是和地球的自轉

有關，但是地球怎麼樣才算自轉一圈呢？

如果我們面對一根身旁的柱子，然後原地

轉一圈，那麼當我們再次面對柱子時，這

就算自轉一圈，相對於一根遙遠的柱子我

們轉了三百六十度。但是若我們自轉的同

時，也繞著柱子轉圈，那麼當再面對身旁

的柱子時，從遠方的柱子看來轉的角度就

不是三百六十度了，視我們轉動的方向

（順時針或反時針）而可能多一點或少一

點；換句話說，轉一圈所需的時間，得看

是以身旁的柱子，或者是以遠方的柱子為

準。

    地球的自轉與繞著太陽的公轉由北向南

看都是反時針方向的，因此以遙遠的天體

為準，地球轉了一圈後，還得再多轉一點

才又看到太陽回到原來位置。也就是說以

太陽為準的一天（稱為

「太陽日」）比以遙遠星

球 為 準 的 一 天 （「 恆 星

日」，約為 23 小時 56 分

4 秒多）要來得長。而又

因為地球的橢圓軌道，一

年當中的每一個太陽日長

短是不一樣的，也因此天

文學家定義了一個24小時

整的「平均太陽日」。

地球自轉一週回到地球自轉一週回到地球自轉一週回到地球自轉一週回到地球自轉一週回到 aaaaa 點時，恆星在頭頂點時，恆星在頭頂點時，恆星在頭頂點時，恆星在頭頂點時，恆星在頭頂

上。由於公轉的緣故，需要再約上。由於公轉的緣故，需要再約上。由於公轉的緣故，需要再約上。由於公轉的緣故，需要再約上。由於公轉的緣故，需要再約 44444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後後後後後（（（（（bbbbb 點）點）點）點）點），太陽才回到頭頂，這是太陽，太陽才回到頭頂，這是太陽，太陽才回到頭頂，這是太陽，太陽才回到頭頂，這是太陽，太陽才回到頭頂，這是太陽

日，也是我們日，也是我們日，也是我們日，也是我們日，也是我們一天一天一天一天一天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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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的說明可以看得出，即使是日常

生活中看似單純的時間這個觀念，在定義

上的困難，但也驗證了定義清楚的必要。

讀書人的專長就是把簡單的事說的很難，

科學家尤有甚之，看樣子天文學家更是箇

中翹楚！這實在是因為天體的運行錯綜複

雜的緣故。

星期的由來星期的由來星期的由來星期的由來星期的由來

    回到人的世界。如前所述，一天的觀念

和天體的運行有關，一個月是月球繞地球

一圈的時間，而一年則是地球繞太陽的時

間（當然，古代的人以為是太陽繞地球，

但是時間的長短是一樣的），換句話說，

年、月、日都和天體的運動有關係。然而

同樣是常用的計時單位「星期」，雖然在

中文的稱呼上看起來和天上的星星有關，

但是其長短 ── 也就是之所以七天為一個

星期 ── 卻和天體的運行沒有任何關連。

在現代中文裡，除了星期日（太陽） 以

外，其他都以數字表示一周中的日子。但

在其他很多的語言中，星期中的每一天都

和天體有關。

    一星期七天的由來，一般的說法是與聖

經中創世紀有關，亦即上帝工作了六天而

在第七天休息。但有證據顯示猶太人對星

期的觀念可能來自西南亞的美索不達米

亞，其中的閃族人 (Sumerian) 及巴比倫人將

一年分成星期來計算，一星期有七天，其

中一天是休息的日子。早在巴比倫的時代

即以日、月配上當時所知的五個行星用來

記日，七天為一周。羅馬人沿用此記時習

慣，但一度改成八天為一週期，直到西元

321年君士坦丁大帝將七天的星期置入羅馬

曆，且定星期日為一週之始。

    在英文中，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Sunday 很明顯地是

代表了「太陽的日子」 (day of the Sun)，在

拉丁文中叫做 dies Solis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的英文

Monday 則是「月亮的日子」；法文中月

亮為 la lune 因此星期一稱為 lundi 也是取一

樣的意思。

    至於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在羅馬時代稱為 dies

Martis ，是以戰神「馬爾斯」 (Mars) 來命

名，是火星的日子。火星看起來呈紅色，

中文由顏色名之，古稱「星火」，同時由其

代表了流血及戰爭，英文的來由正是「泰

亞」 Tyr，也就是薩克遜文的 Tiu 或 Tiw，

是古代日爾曼掌管戰爭與正義的神。

    羅馬人稱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為 dies Mercurri，法文

稱這一天為 m e r c r e d i ；西班牙文為

miercoles ，皆因精明、敏捷的「默丘利」

(Mercury) 神而得名。神話中他是位神偷，

從 一 出 生 便 偷 走 了 太 陽 神 「 阿 波 羅 」

(Apollo) 的獸群。太陽系中最接近太陽而繞

著快速運行的水星（英文是 Mercury）由此

而得名。至於英文字的星期三 Wednesday 源

自北歐的主神「渥登」 (Woden) （或稱「奧

丁」Odin）。用來命名星期二的 Tyr 神便是

Woden 的兒子之一。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的英文字 Thursday 引伸自「梭

爾」 Thor，乃日爾曼的雷神。羅馬人則以

其最偉大的神 Jupiter 為名，稱這一天為 dies

Jovis。有意思的是木星 (Jupiter) 也的確是太

陽系中最大的行星。

    英文的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Friday 一說是取自北歐神

話中的美麗女神「福利加」（Frigga ，為

Woden 的妻子）；另一說認為星期五因

「福瑞雅」 (Freya ，象徵愛與美的女神) 而

命名。金星是全天空僅次於太陽與月球最

明亮的天體，或許正因為如此，羅馬人以

其神話中美麗與魅力的女神維納斯 (Venus)

來稱呼這顆耀眼的行星。法文的星期五是

vendredi、西班牙文是 viernes 都分別直接取

自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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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英文的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     Saturday 明顯地與土

星 Saturn 有關。拉丁文中星期六稱為 dies

Saturni，就是土星的日子之意。法文稱星

期六為 samedi，德文的 Samstag、西班牙文

的 sabado 都很類似，而在羅馬神話中 Sat-

urn就是主管農業的神。

    中國古曆每日以廿八宿分配，亦以七曜

（日、月、火、水、木、金、土）為星期

記日。直到今日在日文裡，星期日到星期

六仍保留了這個方式而稱為日曜日（に

ち）、月曜日（げつ）、火曜日（か）、

水曜日（すい）、木曜日（もく）、金

曜日（きん）、土曜日（ど）。韓文也

是一樣。看起來，擁有悠久歷史的中國文

化在算日子方面，不論是星期或月份，在

現代的語言中反倒是出乎意料的乾淨俐

落。這讓我想起來在美國留學的時候，西

方友人常常以略帶誇張的口氣說：「哇！

你好棒，怎麼能一下就算出來 September 是

九月，而 Thursday 是一周的第五天？」

    另一項有意思的事情是中國古曆的七曜

與西方語言天體的順序相同。若說星期的

觀念衍自西方文明，那是什麼時候傳到中

國的呢？又是在何時演化成毫無浪漫的數

字呢？筆者的能力無法作進一步的考證與

推論，但是歷史上東、西文明的交流與相

互影響包容真是個有趣的題目。

   至此不免想到除了「星期」、「週」

以外，還有一個我們現在常用的詞就是

「禮拜」。很顯然這個詞源自禮神佛之

事，在基督教中七日行一次，而該日就稱

做禮拜日，也就是做禮拜的日子。依此說

來，我們日常說的禮拜一、禮拜五等等是

沒有意義的。當然，語言這種東西，即便

是沒有道理的說法，只要有足夠多的人說

就變成對的了。從一個禮拜日到下一個禮

拜日叫做「禮拜」，與星期是同樣的意

思，也就當然可以用來稱呼當中的某一天

為禮拜幾了。至於閩南語中為何使用禮拜

而不是星期或其它的表達方式，就又是筆

者不知道，而亟欲就教高明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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