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 本届冬奥会与
冬残奥会的奖牌设计也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 据设计
团队介绍， 奖牌正面纹样源于传统弦纹玉璧， 而背面
镶刻的同心圆环及24个点则取意古代天文图， 既象征
着浩瀚星空， 又象征着冬奥运动员们如群星璀璨。

那么， 奖牌背面究竟取自哪张古代天文图， 里面
又蕴含了哪些精彩有趣的中国古代天文学知识呢？

日本老人田中力子近日迎来
119岁生日 ， 继续保有获吉尼斯
认证的 “全球在世最长寿老人 ”
头衔。

据共同社报道， 老人现居住
在福冈县福冈市一家养老院。 家
人说 ， 她给自己立下的 “小目
标” 是明年迎来120岁生日。

田中力子1903年1月2日出生
在福冈县一个农民家庭 ， 在9个
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七， 19岁时结
婚 ， 曾靠开面馆养家糊口 。 她
已经历日本 “明治 ” “大 正 ”
“昭和 ” “平成 ” 和 “令和 ” 五

个时代。
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机构

2019年 3月 9日确认田中力子以
116岁66天的高龄成为 “全球在
世最长寿老人”。 2020年9月， 她

又以117岁261天的高龄成为日本
有记录以来最长寿老人。

老人自称长寿秘诀是 “吃美
食和学习”， 平时爱喝碳酸饮料、
吃巧克力。 在养老院里， 她通过
做手势与工作人员沟通互动， 还
喜欢做算术 。 去年9月敬老日收
到福冈县知事服部诚太郎献花
时， 她摆出意为 “和平” 的手势
表达喜悦。

老人一名现年 62岁的孙辈
说： “我希望她身体健康， 越活
越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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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如意”整装待迎五洲宾朋
作为北京冬奥会的 “明星” 场馆，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拥有世界上最长的
跳台滑雪赛道， 在顶部出发区设置有
大型悬挑建筑物。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
的滑道分为HS140大跳台和HS106标准
跳台 ， 落差分别约为136米和115米 。
因造型似中国传统饰物如意， 国家跳
台滑雪中心也被称为 “雪如意”。 图为
张家口赛区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夜景。

马来西亚：画虎迎虎年
画家和学生在马来西亚彭亨州文冬

创作老虎主题年画。 为迎接农历虎年的
到来， 文冬当地一家华人团体邀请画家
和学生一起创作了一幅11.5米长、 4.5米
宽的老虎年画。

■看天下

鹤舞新年
新年伊始， 在位于鄱阳湖畔的南昌

高新区鲤鱼洲管理处五星白鹤保护小区
里， 来此越冬的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白鹤
展翅起舞， 姿态万千。

冰情雪韵引客来
冰城哈尔滨的各处冰雪景点吸引市

民和各地游客前来游玩观赏， 为新年增
添了不少欢乐。 图为游客在哈尔滨冰雪
大世界园区游玩 （无人机照片）。

冬奥会奖牌里
蕴含着古老的天文知识

““全全球球在在世世最最长长寿寿老老人人””迎迎来来111199岁岁生生日日

设计团队透露， 奖牌的设计灵感
来自 《周脾算经 》 中的 “七衡六间
图”， 该图主要用来描述太阳周年视
运动规律和节气变化间的关系， 同时
揭示了天文与历法之间的渊源。 与奖
牌上的5个圆不同 ， “七衡六间图 ”
上有7个间隔等分的同心圆， 每一圆
为一 “衡”， 衡与衡之间称为 “间”，
每一衡表示一年内太阳在不同时期的
运行轨道。

七衡图上， 半径最大的最外圈为
外衡， 此时太阳轨道离观测点最远，
表示冬至， 天较冷。 半径最小的最内
圈为内衡， 此时太阳轨道离观测点最
近， 表示夏至， 天较热。 从冬至到夏
至， 中间的5衡分别代表大寒、 雨水、
春分、 谷雨、 小满 这 5个 节 气 时 的
太阳轨道圆 。 而从夏至到冬至， 中
间的5衡则分别代表大暑、 小暑、 秋
分、 霜降、 小雪的太阳轨道圆。 从外
衡到内衡， 再从内衡回到外衡， 两个
阶段各12等分， 加在一起就是二十四
节气。

你也许会想， 七衡图难道是古
人在缺乏现代天文学知识 的 情 况
下 ， 单纯依据温度差异 对太 阳 远
近 做出的 “粗暴 ” 划分吗 ？ 答案并
非如此。

原因在于七衡图并不是平面同心
圆， 而是球面上平行着的同轴圆， 这
根轴贯穿北天极， 也就是地球自转的
地轴。 古人在构建宇宙观时， 并不知
道昼夜更迭和四季变化是由地球自转
和公转引起的。 他们假想了一个与地
球同心同轴、半径无限大的天球。日月
星辰全部位于球面上， 以北天极为中
心自东向西旋转， 如古文所言：“极星
不移而众星拱之”。

由此可见， 七衡图并不是在平面
上机械地等分日高， 而是刻画了太阳
一年中沿着球面在不同衡之间移动的
轨迹。 同时在视运动中， 太阳每天还
要围绕极轴旋转一周， 于是有了昼夜
之分。 如果将太阳一年内在不同衡之
间运动的视路径连线， 就形成了太阳
在天球上旋转的 “黄道”。 西方将黄

道带上群星划分为十二星座， 中国古
代则命名为二十八宿。 它们围绕着北
极星， 日复一日东升西落。

将黄道24等分， 太阳每经过一份
弧为一节气 。 因为太阳运行并非匀
速， 每一节气的跨度就不必然相等。
同时， “七衡六间” 与地球上的五带
划分存在着对应关系， 中衡对应于赤
道， 内衡、 外衡分别对应北回归线、
南回归线。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古代农学领域
的一大创造， 几千年来对指示物候时
令、 指导农耕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
西汉天文学家落下闳测定二十四节气
的日期， 并将其编入 《太初历》。 他
规定偶数项的节气如雨水、 春分、 谷
雨一定要在当月出现， 否则要定这个
月为上月的闰月， 这种置闰原则一直
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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