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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時候開香檳？ 

------------ 世紀末的「世紀辯論」 

黃志典 

卓越論壇 1999.10 

西元 1582年 10月 4日的隔天是幾日？憑常識回答當然是 10月 5日。

可是，這個答案並不正確，正確的答案是 10 月 15 日。為什麼會有這麼詭

異的答案？原因是教皇葛高利十三世下令將 1582 年去掉十天，10 月 4日緊

接著便是 10 月 15 日。 

葛高利十三世的決定攸關天主教的節慶。地球繞太陽一圈的時間(天

文曆法上的一年)與人造曆法上的一年本來就不一致，凱薩大帝在西元前 46

年所制定的曆法(Julian Calendar)，1 年是 365 天 6小時，比地球公轉一

圈的時間多了 11 分 14 秒。到了 16 世紀，凱薩曆法的日期已經落後天文曆

法 10 天之多，這對天主教的節慶造成相當大的困擾，例如復活節是訂在春

天第一個月圓之後的星期天，而春天又是從 3月 21 日(春分)開始，但是到

了 16 世紀，春分已經落在凱薩曆法上的 3月 11 日。為了讓春分維持在 3

月 21 日，教皇葛高利十三世遂規定 1582 年 10 月 4日緊接著便是 10 月 15

日，並修訂閏年制度，這便是現在通用的葛高利曆法(Gregorian Calendar)。 

這個例子說明常識有時並不可靠，如果武斷的把常識當作天經地義的

真理那就更危險了。 

21 世紀從那一年開始？正是這種容易讓人誤入險境的問題。不久前有

位資深的媒體工作者看到連戰在七夕活動上致詞說這是「20 世紀最後一個

七夕」，便在國內深具影響力的大報上以「本世紀最後一個七夕？」為題大

作文章。 

作者憑常識認定下一世紀是從 2001 年開始，而且一口咬定這是全世

界共同採行的通則，並據此自作解人，將這位總統參選人及台灣社會痛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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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頓。且看他慷慨激昂的評論:「一個將在公元 2000 年參選總統的人，對

於他生命中至今最重要的一年，竟然還搞不清是屬於 20 世紀還是 21 世紀，

不是太匪夷所思了嗎?．．．雖然他弄錯了，但他不是台灣唯一搞不清楚這

個問題的人，而這其中所透漏出來的警訊，著實令人心驚。這是一個扳扳

手指就算得出來的簡單算術，也是一個全世界共同採行的通則。把公元 2000

年當成 21 世紀的開始，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錯誤，為什麼台灣有這麼多人

可以一錯錯到現在?．．．在我們當前的社會上，有多少訊息是出於毫無省

思的人云亦云?有多少看法是源自湊趣起鬨的集體扯淡? 我們就要這樣走入

21 世紀嗎?」 

這種評論正好反應了當前部份媒體從業人員的無知與武斷。 

事實上，一個世紀是從那一年開始，一直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隨著

千禧年的到來，爭論愈來愈劇烈。很多歷史教科書與英文字典(例如牛津與

韋氏字典)都將 1900 年定義為 20 世紀的第一年。認為 20 世紀是從 1901 年

開始的人，有時候甚至還會被嘲笑為高中沒唸畢業。當然，也有百科全書

與字典定義 20 世紀是從 1901 年開始。一百年前德國議會甚至還辨論過這

個世紀始末的問題，德國議會在 1899 年 12 月 14 日決議，20 世紀是從 1900

年開始。這些例子正好說明一個世紀是從那一年開始並沒有世界共同採行

的通則。 

嚴格來講，等著開香檳迎接 21 世紀的人都要失望了，因為我們早在

幾年前就已經進入 21 世紀。現在的西元紀元是天主教教士戴奧尼修斯

(Dionysius Exiguus)在西元 525 年為了計算復活節的日期而制定的，他以

耶穌誕生為紀元的開始，可是戴奧尼修斯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他把耶穌

誕生的時間晚算了四到八年。換句話說，就看你認為 21 世紀是從 2000 年，

還是從 2001 年開始，香檳早在四到八年前或者是三到七年前應該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