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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辰年共幾天？
數以億計中國

網民關注二十四
節氣起來，但是
大多只限於轉發
節氣在某天更換

的貼圖，不見得大家都真有了解
夏曆的基本情況。
今時中國小孩很早就知道「公

曆每4年1閏」，本欄讀者則掌握
「進階常識」為「公曆每400年
97閏」，兩者亦無矛盾。1601年
至2000年之間，1700年、1800年
和 1900 年都是平年；按此規則
2100年、2200年、2300年亦然。
我們在1901年之後出生的好幾代
中國人都是「前不巴村（生不遇
1901 年），後不店（活不到
2100年）！」學「4年1閏」就剛
剛好。二三十年之後，中國小學
生就要學「400年97閏」了，畢
竟他們很有機會活到2100年。
公曆2024年對應中國干支紀年
的甲辰年，這甲辰年究竟總共有
多少天呢？
夏曆是陰陽合曆，月份用「朔
望月」（Synodic Month，月相圓
缺的周期），公曆的「月」
（Month）則沒有天文學上的意義
可言。夏曆每月初一為「朔日」，
這天晚上看不見月光。因為月球
剛好運行到太陽和地球之間，陽

光照在月球背向地球的一面，正
向地球的一面則無法反射日光到
地球。每月十五日稱為「望日」，
剛好地球在太陽和月球之間，這天
整個月球都可以反射日光到地球，
於是我們就見到滿月。故此正月
十五元宵節、八月十五中秋節都必
有滿月可賞。附帶一提，日蝕只發
生在朔日，月蝕則只發生在望日。
月球兩次走到太陽和地球之

間，便是一個「朔望月」，這個
周期長短不一，而長遠計朔望月
周期平均29.53天，於是夏曆月大
30天、月小29天。讀者如果對數
字比較敏感，當可估量得到「月
大」的機會大過「月小」。
平年12個月。較多6個月大6個

月小（6×30+6×29=354天），
或7個月大5個月小（355天），5
個月大7個月小（353天）則較罕
見，甲辰年（2024年2月10日至
2025年1月28日）剛好6個月大6
個月小，共354天。癸卯年（2023
年1月22日至2024年2月9日）雙
春兼閏月，13個月共384天（7大
6小）。閏年較多7大6小（384
天）或6大7小（383天），8大5
小（385天）則較罕見。
依此總結，夏曆的年短則353

天至 355 天，長則 383 天至 385
天，是最簡單概括的答案。

養貓養狗不養娃
在港人正流行周末北上

的熱潮下，上個月底剛剛
結束的香港寵物展，卻收

穫了「旺丁又旺財」的盛況。這個擁有
18年歷史的「老展」，今年創下了規模
最大、展位最多的歷史紀錄，足足650
個展位，超過200家參展商，4天吸引客
流30萬人次，且都是購票入場，非常有
誠意。有商家直言，今年生意是史上最
佳，比往年好了至少兩成。
香港展會的盛況並不是孤例。這幾

年，被稱作「它經濟」的寵物經濟，正
在全球尤其是東亞持續火熱，成為經濟
大蕭條下增長勢頭最猛的藍海。數據顯
示，2021年全球寵物市場規模按年增加
8.1%，而內地2022年的市場規模複合增
長率達到30%。
寵物消費高速增長的背後，逃不過兩
個原因：要麼是寵物多了；要麼是寵物
主更捨得花錢了。當然，也有可能是二
者兼而有之。
先說「寵物多了」，這裏有更耐人
尋味的內涵，那就是很多年輕人正選擇
養寵物而不養孩子。尤其在生育率一地
比一地堪憂的東亞，雖然住得普遍不寬
敞，也沒有歐美國家歷史悠久的養寵文
化和習慣，但近年韓國、日本的貓狗數
量已經超過小孩；台灣地區的新增寵物
數量也已經超過了新生兒。至於中國內
地，「不婚不育保平安，養貓養狗不養
娃」正成為年輕一代日趨流行的生活方
式——有調查就顯示，「95後」已經佔
據了寵物飼養群體的36.8%，居主導地
位。而香港寵物展展方也表示，21歲至
30歲的年輕族群以及高學歷、高收入客

群正主導寵物行業發展。有趣的是，年
輕的寵物主增多，直接導致了寵物經濟
火爆的第二個原因——「鏟屎官」們更
捨得花錢了。
與隨性、勤儉的父輩們不同，這屆

年輕人在對待寵物的態度上明顯更莊
重和投入，以至於出現了「寵物擬人
化」的大趨勢。原因很簡單，貓貓狗狗
在老一輩那裏是「隨便養玩的小動
物」，甚至還肩負看家護院、抓老鼠
的工作期待；而到了這輩年輕人那裏，
喵星人汪星人則是「世界破破爛爛，小
貓小狗縫縫補補」的精神庇護所。甚
至，養貓養狗不養娃，那貓狗就當娃
養。有諮詢公司調查顯示，內地有近
55%的飼主將寵物視為自己的孩子，
27.8%的養寵人群將寵物當做親人對
待。給家裏人花錢，有什麼捨不得的？
吃穿住行自不必說，不僅要全更要高品
質，此外，還有定時體檢、組團出遊、
拍攝寫真、參加保險等各種項目，主打
一個「人模狗樣」。有調查顯示，香港
貓奴平均每月養一隻貓的花銷要近1,500
港元。很多年輕人秉持「窮養自己富
養貓」的原則，當真是應了「男人消費
不如狗」的段子。
至於為什麼養貓養狗不養娃？有網友
總結說：「貓狗每天療癒我，孩子每天
焦慮我。」任何社會現象都有背後的深
層原因，簡單給年輕人扣上自私的帽
子，並不能提高生育率，重要的是解決
他們不生的痛點。當環境沒有那麼卷，
當世界不再破破爛爛，那自然多多少少
也就不用忙縫縫補補，而有空想想娃
的美好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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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人的觀念是，
年紀大了，反正時日不
多，生病而醫治是浪費
資源。無論是病者、其

家屬、國家或地方政制決策者，甚至一
些醫護人員都可能有這觀念。這想法當
然值得商榷，醫治多大年紀的才是浪
費？長者沒有求生和延長壽命的權利
嗎？多活幾多年才算值得？年輕的是命，
年長的也是命。有嬰兒夭折、有英年早
逝、有百歲人瑞，無人能預知壽數。
最近我和家父去了

和政府協作的診所複
診，陳醫生經驗豐
富，檢查詳細，一直
照顧我們家人的健
康，成了我們的家庭
醫生。那天診斷過
後，醫生問我們是否
同意以家父作例子，
讓兩位實習的年輕醫
生學習。我們同意
後，他便請鄰房的兩
位醫科生入來。陳醫
生首先請他們猜度一

下家父的年紀，他們都驚訝家父已年近
99歲。陳醫生向他們講述家父在93歲時
患了大病，一連做了心臟和大腸兩個大
手術。陳醫生說：「你們看他現在每天
都自行量度血壓，清清楚楚地記下來，
對我所問的對應如流，腦筋十分清晰，
行動自如，活得快樂。」
「所以，你們要緊記一點：千萬別放

棄醫治老人！他們康復後，可以有愉
快的日子！」陳醫生多番強調，兩位
實習醫生不斷點頭。我為他這句話深受

感動。
那時，我想起「醫者父母
心」這一句話，現在我看到的
是「醫者兒女心」！為醫者視
病人如自己的父母，有能力的
話必定盡力搶救，不放棄任何
的機會和治療方法。
我好友的母親住在加拿大，2

年前以99歲高齡，醫院為她做
了個大型的心臟手術，我心內
讚嘆，行醫者沒有放棄拯救任
何一位病人，這也是對長者病
人的尊重。現在這位101歲的
伯母，樂於享受健康的生活！

別放棄醫治老人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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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似心

2024 年 2月 5日（年
廿六），是兔年最後的
一個星期一，下周一
2024年的2月12日，已

是龍年的正月初三了。這兔年人生
起落變化大，錯綜複雜，事事難以
估量、難以承受，我深刻體悟到人
生無常，有不可承受的輕、重，難以
遣懷的愛、恨；莫名的痛、情；捨不
得的美和醜；溫柔、暴烈，皆可同時
存在。
回眸這兔年，有不少好處和變化。
我就以「三最」（不分排位列）小結
我這兔年吧：
最感謝明珠，我很多網上篇章及得
獎作品，都是在她的鼓勵支持下順利
完成，第一支小火箭，獎品來自航天
徵文大賽；因得了獎而贏得來，此小
火箭曾經在灣仔的香港書展文藝廊展
出；事緣今年，我們雙雙還獲推選為
書展的年度主題作家，
在2023年7月一道受邀
到會展主持文學講座，
和大小讀者分享我倆
創作的喜悅，這個最
歸功於她。
第二個最感謝筆嘴
老師，明珠和我的小
小說多篇，收錄在以
莫言為首篇的小小說
合集內，書名《青草

湖》，筆嘴他既是主編、作者之一，
也主持了成書的內外大局，從出版的
組稿，寫作的題材、細節，文章的過
目、校對、修訂，到設計、報價、社
會宣傳，事無巨細，裏外一把手；應
做的都勞心勞力做到了！沒有筆嘴老
師，我倆何來得和莫言同題書寫？敬
佩又盛讚他呀！
第三個是最特殊、最無奈又最意

外，同時也是最感動、最需要感恩
的，是良人中風以來，儘管親戚很少
探望他，但兩位同僚，很理解良人性
情，在過往一年中，始終對我良人不
離不棄，風雨無阻地每十天八天，即
來探望我中風不便行動的良人；所謂
日久見人心，兩位同僚每次來，還為
良人認真地按摩肌肉及仔細地剃鬚理
髮，並留下了暖言勵志的打氣金句開
解他鬱結：難得糊塗自在過活快樂休
息。對他們心意，我每次都感到無限

幸福、同理心，有溫暖的支
援。還說：「無他，你丈夫具
有人脈，其人待人脈脈溫情，
助人多令人動容；幾乎和他結
交的舊同僚們，無一不對你先
生有高質的評價，他對人很有
情義，默默為人無怨無悔，從
不問回報，新舊朋友見他健康
出事自當大力支持和鼓勵，因
此他有福報，也自有緣由哩，
祝福！」

兔走龍翔 回眸三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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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我身邊睡了——腦袋一歪，不
偏不倚，正搭在我的肩膀上。我甚至能
聽見他的鼻息，那種極度疲累和睏倦之
後的深睡，但顯然這鼻息又那麼年輕，

那勻稱的節奏裏沒有半點「鼾」的雜音。我不由得調整
自己的呼吸，讓身體盡量保持平穩，小心翼翼地，生怕
弄醒了他。
其實，我早就注意到他了。從荔景到社區的這趟巴士，
是我年復一年返工放工的交通工具。晚上10點之後，幾乎
都是上班一族，或是西裝革履、紅光滿面，或是一身便
服、滿臉倦容。所以，當穿校服的他，在中途上車時，
格外惹眼。瘦瘦高高的個子，略有些鬈曲的黑短髮，高挺
的鼻樑，皮膚白皙，更添了一份斯文。他將小提琴從肩上
卸下來，抱在懷裏，小心地坐在我身邊的位置上，生怕驚
擾了我，還衝我禮貌地微笑，像是表達一份歉意。於
是，我對這個頗具行為素養的學生一下子好感倍增。
大概也正是因為這份好感，當他在我肩膀上睡的時
候，我就格外不忍心將他喚醒。上橋、下橋、轉向，車
輛在公路上疾馳，我不斷地暗暗調整自己的用力方
向——這個忙碌了一天學業又練了一晚上琴技的學生，
或許是太勞累了。
一刻鐘後，到了終點站，司機大力的急剎車都沒有晃
醒他。我輕輕地拍了拍他。他揉揉眼，一下子臉紅了。
他連連說「不好意思」，然後收拾東西下車。幸好，
他和我住在同一個社區，也便沒有坐過站。
我們的家在社區裏的不同角落。簡單地聊了幾句，我
們便分手了。當我行到轉角的時候，不經意間地轉身，
我竟然發現他依然站在我們分開的地方，一直目送我。
見我回頭張望，他又衝我揮了揮手。
多年過去，那目送的情景，一直在我心頭，傳遞溫
暖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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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

我最近意外看到一本畫
冊，是捷克新藝術運動旗
手穆夏的《穆夏畫集：少
女的詩篇》。坦白講，這

些插畫實在離藝術有一定的距離。一個
明顯的標誌就是，你看完整本畫冊之
後，竟然對裏面的作品毫無印象。唯一
的記憶是穆夏喜歡畫各種姿態的少女，
有站的、有扭腰故作羞澀狀的，也有
坐在花叢當中，手肘托腮幫在沉思。
要說風格，這些畫兒類似於波提切利的
畫，無論是構圖和姿態都像，唯獨缺了點
靈氣。想當初，第一次在烏斐齊美術館看
到《維納斯的誕生》時，我一下子就被這
位少女悵然若失的眼神吸引了。她看起來
很嬌柔，不是慣常那種拘謹的、正襟危坐
的樣子。這就不得不讚嘆意大利繪畫的飽
滿，在很大程度上，意大利人的作品都試
圖用各種材質塑造出一個活靈活現的人。
又過了幾年，我在盧浮宮大畫廊裏又看到
波提切利，那會兒我因為研究了一段時間
的油畫，就一眼抓住了波提切利的幾個特
徵：薄如蟬翼的輕紗籠罩的少女隱約可
見的曼妙身材，淺雅流暢的色彩，還有各

種眼神。
穆夏的畫冊在各方面都讓人想起波提切
利，但有點像是把波提切利的作品用很粗
糙的版畫設備給複製下來，等印好之後，
只剩下一個輪廓，什麼靈韻也沒了。更何
況，這些作品的顏色也像是被什麼怪物把
生氣給吸走了，一點不鮮亮。所有貼畫都
讓人有千篇一律的感覺。
不過在看這本畫冊的時候，我有了一個
意想不到的收穫——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小
時候。來到了鎮上的小賣部，裏面擺各
種我想吃的零食。這畫冊讓我想起那些糖
果的包裝紙。每次吃完，我都會小心地把
它們拉平整，然後加在一本書裏，再過幾
天拿出來一看，它雖說還有些褶皺，不過
已經可以平整地躺在我的手心了。
還有小時候用的火柴，也是這種類型的
貼畫。我其實對於新藝術運動並沒有什
麼了解，不過這個畫冊在作者年表裏提
到了這個名詞，我就把它找出來看了看。
發現這個畫派不像古典時期那樣注重立體
感，而是參考了日本版畫，做成平面狀。
它的願望是要讓藝術成為一種折中主義的
藝術，把貴族的藝術和平民的藝術進行一

下中和。所以，我看到它並想到小時候就
不足為奇了。穆夏本身的很多插畫都是廣
告招貼。有的直接就印在產品上。
現在我們還能看到很多這種復古的店
面。比如上海的摩登紅人，整個招貼都是
舊上海梳燙髮、穿旗袍的摩登女郎；
我記得在去聖米歇爾山上的時候還看到
過法國也有類似的店舖，印象最深是一間
餅乾店，叫做La Mere Poulard。據說這
家店已經有120年的歷史。它的店裏都是
各種四方鋁製盒子。盒子的正面印手繪
的餅乾、聖米歇爾山和小碎花。
這類復古的店面通常都很有規模，而

且還有點藝術氣息。儘管這種藝術要打
一個引號，不過你能看到它在某一個過去
曾經大紅大紫過。因而，你就不得不承
認，其實我們口中一直所說的文化向來都
是大眾文化，大眾文化代表有關於時間
流動的哲學，那就是流行。它判斷的標準
不是藝術品的標準，而是作為一個時代的
印記被整體保留下來的考古學標準。在這
些林林總總的、頗具規模又統一的商品招
貼當中，我們回到了歷史。就好像穆夏的
繪本，它一頁頁地將我們帶往童年。

商品考古學

劉征

信
而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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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裏的升旗隊
與保良局譚華正夫人幼稚園小朋
友們的相識，是在一次義工活動
上。八名五歲的小升旗隊員有模有
樣地邁中式步操，把五星紅旗護
送到旗杆下，堅定的目光隨國旗
冉冉升起。這一幕，給初到香港的
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激發了想進
一步了解的好奇心。畢竟，一些我
們在內地習以為常的事物，若是出
現在香港，往往會平添幾分難得。
在友人的聯絡下，一日，我造訪
了這所位於荔枝角的幼稚園，有機
會近距離了解這些香港小朋友的學
習生活。園舍在一座公屋樓上，課
室、活動室、音樂室、圖書室等功
能區被科學劃分，門口一小片戶外
區域也開闢為生態苗圃，種上了蔬
果，養上了魚龜，多了綠意和生
機，小朋友們還會把成熟的收穫贈
送給附近需要關愛的老人。
我注意到，在園內走廊兩側，掛
滿了各式各樣富有創意的手工藝
品，這些作品的原材料則是雞蛋
托、奶茶蓋、廢紙板、紐扣甚至是
蟹殼等。正是這些無用之物，在孩
子天馬行空般靈感的加持下，化腐
朽為神奇，成為別有特色的裝飾
品，而環保的價值理念也被孩子們
傳遞回了他們的家人。
在老師的招呼下，我見到了前次
相識的小升旗隊員們。據介紹，升
旗隊成立於2018年底，園方意在通
過升旗儀式的參與感，幫助孩子

們建立對國旗、國歌和國家的認
識，孩子只要感興趣就可以報名參
與。除了每周一定期舉行升旗儀式
外，園方還會組織升旗隊參與政府
舉辦的檢閱禮、義工組織的慈善活
動等，在全港幼稚園升旗禮比賽中
這支升旗隊還獲得過一等獎。可以
說，他們已然成為了幼稚園最拿得
出手的「金名片」。
如果說組織升旗是最直觀的愛國
主義教育，那麼要在孩子們的內心
深處真正播下熱愛國家的種子，或
許還需要更多孩子和家長們喜聞樂
見且潤物無聲的教育內容及方式。
令人欣喜的是，這家幼稚園給出了
他們的方案。老師們注重發揮中華優
秀傳統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引導
孩子們領悟和感知中華文化的燦爛輝
煌和博大精深，從小厚植對國家和民
族的情感認同。比如，開闢中華文
化展覽室，展陳文房四寶、玉器、

宮燈、醒獅等實物和名勝古蹟圖
片；編印中華文化知識繪本；開設
水墨畫、茶道、唐詩、中藥養生等
課程；成立「腰鼓舞隊」，編排功
夫舞蹈；舉辦親子活動，製作中華
傳統美食小吃等等。
看一張張活動照片中孩子們天
真快樂的笑容，我感到，正是這些
參與度高、趣味性強的豐富實踐，
讓孩子們在啟蒙階段就獲得了對中
華歷史和文化的積極體驗，體現出
單一說教所無法比擬的獨特優勢。
而家長們的共同參與，無形中也擴
大了「以文化人」的影響力。
臨行前，我把從四川成都帶回的
熊貓盲盒贈送給了小升旗隊員們，
在場的老師告訴孩子們這是熊貓，
是我們的「國寶」。在我看來，這
些陽光可愛、積極向上的小朋友也
是我們的「國寶」，他們是建設美
好香港的未來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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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小火箭於書
展。 作者供圖

◆不應因為長者年紀大而
放棄醫治。 作者供圖

◆保良局譚華正夫人幼稚園的校園活動甚豐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