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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支纪年和公元纪年互化的公式

卢西大学数学系

户西计算中心

麦结华

_

罗海鹏

千 支纪 年和公 元纪年 的 互 化
,

一般 用查表方法
。

本文 借助 于映升的概念给 出 它们之间转

换 的数学公式
,

并借助 于代数 中的有限阶 巡 回群 及数论 中的同余式的概念予 以证 明
。

一 引 挂
一

、 了 1 口

学过历史的人
,

都知道 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些重大的事件
,

如甲午战争
、

戊戌变法
、

庚子

赔款及辛 亥革命等等
。

其中甲午
、

戊戌
、

庚子及辛亥等词
,

称之为干支
,

乃是汉 语 所 特 有

的词汇
,

是我国阴历中用以表示年份的
。

究其作 用
,

实与数词相仿
。

只是它采取六十进位制

( 即通常所谓的
“ 六十甲子 ” )

,

与通常习 用的十进制记数法不同
,

又比较难记忆
,

所以现

在许多人都不太熟悉它了
。

不过
,

由于我国几千年来都采 用阴历干支纪年
,

所以研究历史的

人还是需要掌握它
。

有许多年纪大的人在回忆往事的时候
,

也往往只知道干支纪年而不知道

公元纪年
。

因此
,

干支纪年和公元纪年之间的互化是很必要的
。

许多人在碰到这样的问题时
,

往往

是拿 自己熟悉的一个干支纪年和公元纪年的对应
,

比如辛亥革命发生在 19 1 1年
,

来 推
厂

算其

他年份
。

如果所要推算的年份距所熟悉的年份太远
,

则这个推算工作是很困难的
。

比较正规

的方法是查一个对照表
,

但这仍不太方便
。

至于用公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

我们却未见有人

搞过
.

二
、

基本概念

范「支纪年中每一个干支都是由一个天千及一个地支构成
。

所谓天干
,

乃 是 指 甲
、

、

己
、

庚
、

辛
、

壬
、

癸这十个字
,

而地支则是子
、

丑
、

寅
、

卯
、

辰
、

已
、

午
、

乙
、

未
、

、

亥这十二个字
。

从本质上说
,

它们的作 用亦与序数词相仿
,

只是它们的使用锡

戌戊毛队丙申

合没有序数词广泛而已
。

它们所对应的 次序分别如表 1 及表 2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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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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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及表 2是容易记忆的
,

因为我们只要按次序背出甲乙丙丁
·
“ 一这十个字 及 子 丑 寅

卯… …这十二个字即可
。

全部千支
,

从甲子到癸亥
,

共有六诱
一

个
。

它们的次序以及所对应的 一个公元年份可如表

8 所示
:

表 3

王弃竺班脚…生鲍伞
辰 !辛
孚州

癸未 {
甲

咚
酉

.训UJ--I J..I国J一一拓氏一
.

7一
六多ù沙.ù卜和ù11州,一月场一月组一勺,一ù勺̀一几dù.二
州ōǔ卜户一é一

J一曰曰一ù如ù.产
.

一Q̀一nùJ一忆
、

ù. 1

|一n
l
l一

l

叶
,.ù
·

!;!
.

61一
4,一Lù
、卜ùùróǔ几J一月峡一日甲一一认一妇么ùù一JJ

一

,妇一n口一击半
1

一
,

l

·一缸
l

一一
les

邹
.
卜

一洲15]二书巴ó一)一买ùù刁肚今̀月络一.卜`一日一买ùù1
一,自n口一丈寻一一叹l一一

.

ìó吃
卜

匕|
l卜

注ì王梦
,甲子

{
乙丑…丙寅

,丁卯
“

己目庚午…辛 未 ,壬 申 }

色
_

且三
2 { 3 } 4 5 { 6

1

7
8

}
9

公元 年
{

1 9 2 4 {l , 2 5}

翌竺…` ” 2 81` ” 2 9 {` 9 3“ ;` 9“
.

`” “ “

{

序 号 1 3 } 1` 1 5 2 6 1 7 18 ’
1 9 2 0 ’ 2 1

{ .

{

公元 年
.

1 9 5 6 1 0 3 7
1

2 9 3 8 {1 9 3 0
1

2 0 4 0
}

19 4 1
1

1 0 4 2 1 9 4 3 10 4、

一

干支“三 戊子 {己丑…庚寅
「

辛 “” {壬辰…癸 L二
{甲午

1

乙未丙 申…丁 酉 )
戊戌

’

己亥

序 号 2 2 6
,

2 7 } 2 8
2 。 …3。 { 3 1

3 2 } 3 3 3 4

公元年 1 9 4 8 ` ” 4”
{
` ” 5 “ {`” 5 ` i1 9 5 2 1 9 5 3一1 9 5 4 1 ” 5 5

{
1” “ “ }1 9 5 7

3 5 3 6

` ” 5 `

{
` “ 5 “

干支年 {
庚子…辛。

{
壬寅 {癸“。

{
甲辰 {乙二{

丙午 {丁未
,戊申申申 庚戌戌 辛亥亥{{{己酉酉酉酉

55555 ((( 4 888
44444 6 } 4 77777

{{{{{{{{{

666 888 1 9 6 999 1 9 7 000 1 9 7 111哥
一

念拟示未幕石瑞噩…

三笠宝翻



30广 西 科 学 院 学 报

下面
,

对任二整数的集合 A
,

B
,

我们记

第一卷

一 A =

{一
。 A

}
A + B =

A 只 B =

a + b

{
· b

a 〔 A
, “ 〔 ”

}
,

a 〔 A
,

b 〔 B

}
。

对任二整数 k
, 11 ,

记

k ( m o d n , 一

{
k + , n :

, 一 。 , , , , 土 “
,

…

更以 X
,
Y及 W分别表示 10 个天干

,

12 个地支及 60 个干支的集合
:

x 二

{
甲

,

乙
,

一 癸
}

,

Y =

{
子

,

丑
, ,

一 亥
}

,

w 二

{
甲子

,

乙丑
,

一 癸亥
}

·

显然W可看作集合积 X x y 的子集
。

令 X
,

Y及W上的多值函数 g
,

h及 f为

g ( 甲 ) = 1 ( m o d i o )
, g ( 乙 ) = 2 ( m o d i o )

,

…
, g ( 癸 ) = 2 0 ( m o d z o )

h ( 子 ) = 1 ( m o d i Z )
,

h ( 丑 ) 二 2 ( m o d z Z )
,

一
,

h ( 亥 ) = 2 2 ( m o d l Z ) ,

f ( 甲子 ) 二 1 9 2` ( m o d 6 0 )
,

f ( 乙丑 ) 二 1 9 2 5 ( m o d 6 o )
,

…
,

f (癸亥 ) 二 1 9 5 3 ( m o d 6 o )

对任
x 〔 X

, y 〔 Y及整数 k
,

令

{
x + k = g

一 `
〔g (

x ) + k〕 ,

y + k 二 h
一 ’

[ h ( y ) + k 〕
。 ( 1

据表 3 所示干支纪年的顺序易看出
,

对任 w 二 ( x , y ) 〔 W及整数 k
,

恒有

f ( x + k
,

y + k ) = f ( x , y ) + k

三
、

定理的证 明

定理 1 、

对任干支年号 w = ( x , y ) 〔 W
, w所对应的公元年份

f ( x , y ) 二 1 9 2 3 + 6 9 ( x ) 一 s h ( y )
。

( 3 )

证明
:

当 ( x , y ) = 甲子时
,

1 9 2 3 + 6 9 ( 甲 ) 一 s h ( 子 ) == 1 9 2 3 + 6 又 1 ( m o d z o ) 一 5 欠 1 ( m o d i Z )

二 1 9 2 3 + 6 ( 二 o d 6 0 ) 一 5 ( m o d 6 0 ) 二 1 9 2 4 ( m o d 6 0 ) = f ( 甲子 )
。

下面假定对某 ( x , y ) 〔 W
,

已证 ( 3 ) 成立
,

那么
,

据 ( i ) 及 ( 2 ) 式
,

对 下 一

个干支 ( 二 + 1
, y + 1 ) 〔 W

,

亦有

f ( 蓝 + z , y + 1 ) = f ( x , y ) + 1 二 1 9 2 3 + 6 9 ( x ) 一 s h ( y ) + 1

= 1 9 2 3 + 6 〔g ( x ) + 1 ] 一 5 〔h ( y ) + 1 〕
二 1 9 2 3 + 6 9 (

x + 1 ) 一 s h ( y + 1 )
。

因W
二

( 甲 + 5 9 ,

}
甲子

,

子 + 5 。 )

}

乙丑
,

一 癸亥 }
=

{
甲子

, `甲 十 ` ,

子 + ` ,
, `甲 + “ ,

乙 + “ ,
,

一

,

故上述归纳法的两个步骤己足表明
:

对任 ( x 、

川 任W
,

( 3 ) 式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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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

定理 1 证完
。

( 吕 ) 式即是化
二

f文纪年为公元纪年的公式
。

为了使用方便
,

这个公式也可以改写为

f ( x ,

y ) = 1 9 2 3 + 6 a 一 s b + 6 0 n 。

其中 a 为 x 对应的序数
,

b为 y对应的序数
, n 根据具体情形

,

取某一个整数值
。 。

例 1
、

中日甲午战争发生于哪一年了

解
:

甲对应于 1
,

即 a = i ; 午对应于 7
,

即 b = 7
。

于是
, 1 9 2 3 + 6 a 一 s b + 6 o n 二 2 9 2 3 +

6 ` 1 一 5 ` 7 ”
60

“ = 18 洲 十 6 0 ” ·

另外
,

我们知道甲午战争发生于上一个 世纪末
,

故必须

取 n “ o
。

由此可知 中日甲午战争发生于 1 8 9 4年
。

至于把公元纪年化为干支纪年
,

我们有

定理 2
、

对任公元年份
n , n 所对应的干支年号

f
一 `

( n ) 二 ( g
一 ’

(
, i 一 i , 2 3 )

.

h
一 ’

( n 一 10 2 3 ) )
。

( 4 )

证明
:

由 f的定义可得

f 〔 f
一 ’

( n )」 二 n (
; i、 o d 6 o )

,

( 6 )

I j ] ( 3 ) 式可得

f 〔g
一 ` ( n 一 1 9 2 3 )

,

h
一 ’

( n 一 1 0 2 3 ) 〕

= 29 2 3 + 6 9 〔g
一 `

( n 一 1 9 2 3 ) 〕 一 s h [ h
一 ’ ( n 一 1 0 2 3 )」

= 1 9 2 3 + 6 〔 ( n 一 1 9 2 3 ) ( m o d i o )二 一 5 〔 ( u 一 1 9 2 3 ) ( m o d z Z ) 〕

二 19 2 3 + 6 n ( m o d 6 0 ) 一 6 x 1 9 2 3 一 [ s n ( m o d 6 0 ) 一 5 x 1 9 2 3」

二 u ( m o d 6 o )
。

( 6 )

因 f
一 ’

f = 恒等映射 l ,

山 ( 5 ) 及 ( 6 ) 式即可推出 ( 4 ) 式
。

定理 2 证完
。

( 4 ) 式即是化公元纪年为干支纪年的公式
。

例 2
、

公元 2 0 0 0年是阴历的什么年 ?

解
: 2 0 0 0 一 19 2 3 “ 7 7 , 7 7 ` 1 0

,

余数为 7 , 7 7 、 、 2
,

余数为 5
。

第一个数 7 在 表 i 中

对应庚
,

第二个数 5 在表 2 中对应辰
,

所以 2 0 0 0年是阴历的庚辰年
。

四
、

注记

1
.

在历史书中
,

使用的是公元 i 年
,

公元 2 年
,

·

一以及公元前 1 年
,

公元前 2 年
,

· “ 一为与上述计算公式相配合
,

我们规定公式中的公元 0 年即公元前 1 年
,

公元 一 1 年即公

元前 2 年
,

以此类推
。

2
.

由于阴历的月份比阳历的同一月份晚儿十天
,

因此
,

如果所研究的历史事件发生在阴

历年底
,

则公元纪年要考虑是否需加 1
。

例如
,

我们说癸亥年是 19 8 3年
,

其实只是从癸亥年

正月初一到 十一月二十
`

八属于 1 9 8 3年
,

癸亥年的十一月二十九至这年的除 夕都属于 1 9 8 4年
,

而 1 9 8 3年的一月一日至二月 卜二 日则是属于壬戌年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