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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打开世界地图，我们会发现，在太平洋的中间，有一条大致与东经180度线重全的线，上标“国际
日期变更线”或“日界线”。
这就是东半球和西半球的分界线。
为什么需要这么一条线呢？
说来话长。
话说1519年，麦哲伦受西班牙国王的委派，率领一个庞大的船队进行环球探险，经过三年的时间，终
于在1522年9月回到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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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湖奇湖大观奇特国家趣闻赤道国为什么不热不冷的“寒冷国”冰与火的世界——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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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日界线的趣事打开世界地图，我们就会发现，在太平洋的中间，有一条大致与东经180°线（也就是西
经180°线）重合的线，上标“国际日期变更线”或“日界线”。
这就是东半球和西半球的时间分界线。
为什么需要这么一条线呢？
说来话长。
话说1519年，麦哲伦受西班牙国王的委派，率领一个庞大的船队进行环球探险，经过三年的时间，终
于在1522年9月回到西班牙。
他们刚踏上西班牙的土地，就被一个奇怪的现象弄糊涂了：他们的航行日志上明明记着这一天是9月5
日，而当地的时间却是9月6日。
他们过“丢了”一天！
这个谜终于被后人解开了，原来地球存在着一天的“日差”。
地球是个球体，各地见着太阳的时刻并不同步，用同一个时间标准体系（比如说通常用的国际标准格
林尼治时间）来说，东边总比西边见到得早；每往东15个经度，时间就早1个小时。
反过来说，从东向西，每越过15°经度，就要晚1小时。
当环绕地球一周跨越360°再回到原来的地方的时候，便晚了24小时，也就是整整晚了一天。
而麦哲伦船队从西往东航行，是追赶着太阳走，当他们再回到原来的地方的时候，就在不知不觉中“
丢掉”了一天。
关于这“丢掉”或“多出”的一天，还有一个这样的故事：著名的法国科普作家儒勒·凡尔纳曾写过
一本著名的科普小说《环游地球八十天》，里面描述了这样的故事：冒险家福格先生与朋友打赌说他
将在80天内完成环球旅行，赌注为两万英镑，规定12月21日晚上8时45分为最后期限，如果福格先生不
能按时回来，就要输赌。
立完字据，福格先生立即带上仆人开始了他的环球旅行，他们从伦敦往东，一路上乘火车、搭轮船、
坐马车、骑大象，甚至徒步走，经过巴黎、苏伊士、孟买、新加坡、香港、横滨、旧金山、纽约，最
后再搭乘轮船横渡大西洋回到英国，紧赶慢赶，当火车回到伦敦时，正好是第80天，但他们回到打赌
的地方时，时间已经是晚上的8点50分。
正当主仆两人大感懊丧、准备交出两万赌金之时，那位朋友却惊奇地对他们说：“哎呀，我的兄弟，
你真是英雄，不仅说到做到，还提前一天回来了。
”两边的人都感到迷惑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福格先生旅行的方向与地球自转的方向相同，他绕一圈回到原来的地方时，刚好追了太阳一圈
，多出了一天的时间。
这么说吧：假如你在太阳升起的·时候（比如说早上6点）从经度180°线的西侧以每小时15个经度的
速度向西旅行，那么你与太阳是同步的，即你每时每刻都处在太阳刚升起的时刻。
这样，你绕地球一圈回到经度180°线的东侧时，仍然是当地时间的6点。
而在其西侧，已经是第二天的6点，已经过了一天。
这样，经度180°线的东西侧就存在了一天的误差。
后来人们都明白了这个道理。
但紧接着，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当年，英国移民向西经过大西洋到达美洲大陆的时候，俄国人也越过白令海峡向东到达了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就在加拿大的北边。
可当这两拨人遇到一起的时候，却常为时间问题发生争吵：俄国人说是星期日的时候，英国人却说是
星期六；而英国人说是星期日的时候，俄国人又说是星期一。
原来，当他们到达美洲大陆的时候，却还沿用英国或俄国的时间，而英国时间与俄国东部时间差了差
不多一天的时间。
为了不把日子搞糊涂，地球上需要规定一个一天开始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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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84年，国际上规定了把180°经线作为国际日期变更线，这条线又叫日界线。
紧靠这条线两侧的地方，时刻是一样的，但日期却相差1天：当西侧进入到2日零时的时候，东侧还是1
日零时。
所以，当轮船从东往西越过日界线的时候，要在一天里撕掉两页日历；而从西往东越过日界线，就要
再过一天才能撕那张日历。
比如说，从我国开往美国的轮船，如果正好在过新年这天通过日界线，那么第二天就要再过一次新年
；而从美国开回的轮船，如果在12月31日这天越过日界线的话，第二天，就是新一年的1月2日，结果
就会把新年给过“丢”了。
实际上，日界线在白令海峡和南太平洋地区并不完全在180°经线上，而有所曲折，这是为了躲过这里
的陆地，以使这些有人居住的地方不致出现两个日期。
但不管怎么小心地折，还总免不了这样的事情出现。
大洋洲的基里巴斯就是一个地跨日界线两侧的岛国，它的独立日是7月12日，这是按首都塔拉瓦时间定
的，但塔拉瓦在日界线的西边；所以，这个国家在日界线以东的人，却总是每年的7月11日庆祝独立日
。
更让人紧张的是，在这个国家，遇有宴会或约会，必须说明是西区还是东区的日期，否则就会闹出笑
话来。
不过，现在这样的事已经不存在了，1995年，经过申请，日界线已经被东移到该国的加罗林岛外，这
就避免了一国两日的情况的再出现。
关于日界线的趣事，还有一大摞。
斐济的塔韦乌尼岛也是一个地跨日界线两侧的地方。
岛上有个商人，他的商店正好跨在日界线上，为了多赚钱，他巧妙地避开礼拜天不许营业的规定，在
店两侧各开了一个门，逢星期六，开西门营业，星期天则开东门。
从前，在日界线附近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某一年，有一艘客轮从西太平洋向东航行。
航行途中海上起了大风，船体剧烈摇晃。
这时，一位孕妇耐不住轮船的颠簸而临产了。
她先生下一个女婴，5分钟后船自西向东越过日界线，她又生下一个女婴。
结果，一对孪生姐妹先后降生，后出生的妹妹却比先出生的姐姐大一天。
这种罕见的情况，也只有在日界线两侧才会发生。
日历上空白的日子每一天都可以在日历上找到，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常识。
但这也不尽然，历史上真的有那么几天时间，在日历上却找不到其踪影。
这是怎么回事呢？
要说清这个问题，先要讲一讲日历是怎么来的。
在我们中国，有两种历法，一种是公历，一种是农历。
公历是以太阳的回归周期为一年、将每年划分为十二个月而成的历法体系；农历是以月球的回归周期
为一个月、同时兼顾太阳回归周期、以太阳回归周期为一年的历法体系。
而在西方，只有公历的历法。
公历也叫罗马历。
最早的罗马历法在公元前535年诞生，那时候，一年有10个月共304天，以现在的3月份为年初。
后来，又逐渐加入1月和2月，使每一年的长度逐渐与太阳的回归周期同步。
公元前46年，古罗马皇帝儒略·恺撒增加了80天，使一年达445天，意图让日历与季节同步，史称“秩
序混乱之年”。
但虽然如此，历法上的“年”与实际的“年”（即太阳回归年）仍不能完全同步。
为了修正这个误差。
公元前45年，恺撒颁布了新的历法，规定365天作为一年，单月为大月31天，双月为小月30天，2月
有29天，4年为一闰。
这是因为太阳历（地球回归周期）为365天6小时，而新历法每年为365天，所以，需要将每第4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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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366天，这样才能补偿这6小时（4×6＝24小时刚好一天）。
恺撒还规定，每年的元旦为1月1日。
这种历法被称为“儒略历”（Juliancalendar）或“恺撒历”。
为什么二月份只有29天呢？
因为当时罗马帝国的死刑罪犯都在二月份处决，因此人们就把二月叫做“凶月”，都希望它越短越好
，所以就从这个月里减去一天。
这样，刚好使每年的天数与回归年的天数相同。
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不了解历法的实质，颁发历书的祭司们，竟误将历法上规定的“每隔三年置闰
”（意即每四年置闰，所谓的闰就是给这一年多加一天）误解为“每三年置一闰”。
从公元前45年至公元前9年，这之间本应设置10个闰年，却设置了13个闰年，也就是说多设了三天。
公元前9年，人们才发现这一差错。
这时是恺撒的外甥奥古斯都执掌政权，他纠正了这个错误，下令改到次年（公元前8年）才置闰年。
为了去掉着多闰的3年，奥古斯都又下令停闰3年，即以公元前5年、公元前1年、公元4年仍为平年，以
后才恢复了每4年一闰的规定。
奥古斯都为了宣扬这一功劳，仿效儒略·恺撒的做法，下令把自己出生的8月增加一天为31天，并将之
改称为奥古斯都月。
8月后的大，小月份都翻转过来了，9月为30天，10月为31天，11月为30天，12月为3l天。
但这样一来，一年又多出了一天，于是就从二月份29天里再减去一天，二月份只剩下28天了。
这种历法方式一直沿用至今。
虽然有了四年一闰，但儒略历的一年与实际的回归年的周期仍有一些误差。
回归年的周期是365．2425天，儒略历一年的平均长度为365．25日，比回归年长了11分14秒。
这样，至十六世纪末，已经积累了大约10天的误差，具体说来就是：春分日由3月21日提早到3月11日
。
于是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GregoriusⅩⅢ）就于1582年10月4日下令将次日（即儒略历10月5日）
定为lO月15日，把春分日恢复到3月21日。
这样，1582年的10月5日－14日这十天就成了“不存在”的日子，变为历史的空白。
同时，格里高利又对“儒略历”进行了修改，规定被4整除的年为闰年，但逢百之年只有能被400除尽
才能是闰年。
这就是使用至今的“格里历”（Gregoriancalendar）。
这样，历年与回归年更接近了，所以为全世界所接受，成为通用的公历。
有意思的是，在世界不同的地方，这种“日历上空白的日子”却落在不同的时期。
这主要是与当地的宗教信仰有关。
西方有两大主要宗教：天主教和东正教，它们都源于基督教，而基督教又源于犹太教，以《旧约全书
》（承继自犹太教的经典）和《新约全书》为圣经，信仰上帝，认为上帝之子耶稣基督降世成人，救
赎人类。
基督教把耶稣出生的那一年定为公元元年，把耶稣的诞生日：12月25日定为圣诞节。
公元四世纪，基督教被定为罗马国教。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在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和西罗马帝国首都罗马形成了
基督教的两大中心。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以罗马为中心又成立了罗马教皇国。
1054年，基督教正式分裂为东正教和天主教两个教派。
而在天主教区，（天主教后来又分化出新教这个新教派。
）随着天主教的衰落，经过16世纪上半期“宗教改革”运动，产生了新的教派：新教与罗马教廷对抗
。
1582年10月4日，罗马天主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下令改用新历，造成了前述的10天的历史空白。
但主要分布在欧洲东部的东正教却拒绝接受天主教皇的新历，一直沿用“儒略历”。
1582年，儒略历与格里历就相差了10天，而400多年后的今天，又累积多出了3天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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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东正教教历不存在空白日，但它的圣诞节却落在另外的日子里了（当然在它的历法里仍然是12
月25日）：世界上大多数地方都在公历12月25日过圣诞节，但东正教地区却在公历的1月7日过，两者
相差13天左右。
新教的统治者刚开始时也不理睬教皇制定的新历法，直到很久以后，才逐渐接受新历，于是就出现了
不同的日历空白日。
比如说，英国及其殖民地（包括今日的美国）在1752年9月才采用新历：1752年9月2日后面跟着的就
是9月14日，9月3日－13日就成为英国及其殖民地的“日历空白日”。
直到1698年，德国和荷兰才改用格里高利历法。
俄罗斯、希腊等东正教国家于1918年采用新历法。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细查一下，看看这些国家的日历空白日都具体落在哪几天里。
我们要说的是，我们中国从1949年起才开始使用新历：公历，如果按照前面的算法，在1949年10月1日
之前，都应该是日历空白日，但实际上那些日子并不空白，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另外的历法来纪年。
从这一点来说，所谓的“日历空白日”只是相对于某种历法而言罢了。
还有一点要说的是，尽管有闰年，格里高利历法还要比地球公转周期长了一些，大约过3300年又会多
出一天，到时候不知道怎么去闰呢。
地球的伤疤：东非大裂谷“东非大裂谷”，亦称“东非大峡谷”或“东非大地沟”，是一条可以从飞
机上明显看得见的断痕。
它虽然没有阴森、恐怖的深涧，但确实可以看出它是一条断裂带。
从卫星照片上看去，犹如一道巨大的伤疤，从东非大地上划过。
东非大裂谷位于非洲东部，南起赞比西河的下游谷地，向北延伸到马拉维湖北部，并在此分为东西两
条。
东面的一条是主裂谷，它沿维多利亚湖东侧北上，穿越坦桑尼亚中部的埃亚西湖、纳特龙湖等，经肯
尼亚北部的图尔卡纳湖以及埃塞俄比亚高原中部的阿巴亚湖、兹怀湖等，继续向北直抵红海和亚丁湾
，再由红海向西北方向延伸抵达约旦谷地，全长6000多公里。
这里的裂谷带宽度较大，谷底大多比较平坦。
裂谷两侧是陡峭的断崖，谷底与断崖顶部的落差从几百米到2000米不等。
西面的一条分支沿着乞力马扎罗山雪峰，经坦噶尼喀湖、基伍湖、爱德华湖、艾尔伯特湖等一直到苏
丹境内的白尼罗河，全长1700多公里。
这一支的谷底则有呈串珠状的湖泊约30多个。
这些湖泊多狭长水深，其中坦噶尼喀湖南北长670千米，东西宽仅40千米～80千米，是世界上最狭长的
湖泊，平均水深达1130米，仅次于北亚的贝加尔湖，为世界第二深湖。
由于这条大裂谷在地理上已经实际超过东非的范围，一直延伸到死海地区，因此也有人将其称为“非
洲：阿拉伯裂谷系统”。
大裂谷宽约几十至200公里，深达1000至2000米，谷壁如刀削斧劈一般。
这条长度相当于地球周长1／6的大裂谷，气势宏伟，景象壮观，是世界上最大的裂谷带。
东非大裂谷穿越的地方是全非洲最高的地带，属所谓的东非裂谷高原区，非洲的几座海拔在4500米以
上的高峰，全部分布在这个自然区内，其中有著名的乞力马扎罗山、肯尼亚山、埃尔贡山等。
既是裂谷，很多人可能就想象出这样的画面：那里一定是一条狭长、黑暗、阴森、恐怖的断涧，其间
荒草漫漫，怪石嶙峋，渺无人烟。
其实不然，裂谷展现在你面前的，完全是另一番影象：除了远处的陡崖外，裂谷里的景致与其他的山
地并没有不同的地方。
相反，裂谷底部，平平整整，坦坦荡荡，牧草丰美，林木葱茏，生机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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