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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隆
古代神話中的雷神。

後多用作雷的代稱。《楚辭 A 離

騷》：“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f5 

tfuk
6）妃之所在。”《淮南子 A 天

文訓》：“季春三月，豐隆乃出。”

羲和
古代神話中給太陽駕車的神。

《楚辭 A離騷》：“吾令羲（x* thei
1） 

和弭（m) tmei
5）節兮，望崦嵫

（y~n z* tjim
1
 zi

1）而勿迫。”（弭

節：停車不進。崦嵫：山名，在甘

肅天水西境。傳說是日落的地方）

一 天文

1

豐
隆

羲
和

望
舒

飛
廉

三
光

三
星

七
政

 

七
曜

五
緯

太
白

 

明
星

 

啟
明

 

長
庚

歲
星

辰
星

熒
惑

填
星

 

鎮
星

星
宿

二
十
八
宿

四
象

牛
郎

 

織
女

三
垣

北
斗

 

北
極

十
二
次

分
野

黃
道

流
火

五
行

金

水

木火

土

望舒
古代神話中給月亮駕車的神。

《楚辭 A離騷》：“前望舒使先驅兮，

後 飛 廉 使 奔 屬（zh6 tzuk
1）。”

（屬：跟隨）後也借指月亮。唐 A耿

湋《喜侯十七校書見訪》詩：“誰為

（謂）須張燭，涼空有望舒。”

飛廉
古代神話中的風神。又稱“風伯、

封姨”。

《楚辭 A離騷》：“前望舒使先驅兮，

後飛廉使奔屬。”（屬：跟隨）王逸

注：“飛廉，風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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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謂之曜。”

五緯
古人把實際觀測到的金、木、水、

火、土五大行星稱作“五緯”。

《周禮 A 春官 A 大宗伯》：“大宗伯

之職， ......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賈公彥疏：“五緯，即五星：東方歲

星，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

星，中央鎮星。言緯者，二十八宿

隨天左轉為經，五星右旋為緯。”

太白 明星  
啟明 長庚
金星是天空最亮的星，光色銀白，

故又稱“太白、明星”。

《詩經 A 鄭風 A 女曰雞鳴》：“子興

視夜，明星有爛。”《詩經 A陳風 A 

東門之楊》：“昏以為期，明星煌

煌。”金星黎明出現在東方叫作“啟

明”，黃昏出現在西方叫作“長庚”。

《詩經 A大雅 A大東》：“東有啟明，

西有長庚。”《史記 A天官書》：“察

日行以處位太白。”司馬貞索隱：

“太白晨出東方曰啟明。”

三光
指日、月、星。

《白虎通 A 封公侯》：“天有三光：

日、月、星。”又指房、心、尾三

星宿（xi7 tsau
3）。《禮記 A 鄉飲

酒義》：“立三賓以象三光。”鄭玄

注：“三光，三大辰也。”《爾雅 A

釋天》：“大辰，房、心、尾也。”

三星
明亮而相近的三顆星。

參（sh$n tsam
1）宿有星七顆，橫

斜的三顆星最亮，稱作“三星”；心

宿、河鼓皆有星三顆而明亮，也稱

作“三星”。《詩經 A 唐風 A 綢繆

（m1u tmau
4）》首章“綢繆束薪，

三星在天”，指參宿三星；二章“綢

繆束芻（ch5 tco
1），三星在隅”，

指心宿三星；末章“綢繆束楚，三

星在戶”，指河鼓三星。

七政 七曜
古人把日、月和金、木、水、火、

土五大行星合稱為“七政”或“七

曜”。

《尚書 A 舜典》：“在璇璣玉衡，以

齊七政。”孔傳：“日、月、五星，

謂之七政。”晉范寧《春秋穀梁傳

序》：“七曜為之盈縮。”楊士勳疏：

“謂之七曜者，日月五星皆照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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熒惑
火星表面大部分呈紅色，熒熒像火，

亮度常有變化，而且在天空中有時從

西向東，有時又從東向西，令人迷

惑，所以古人又稱之為“熒惑”。

值得注意的是，先秦古籍裏談到天

象時所說的“火”，不一定指行星中

的火星，而是指恆星中的“大火”

（參見【流火】條）。

填星 鎮星
土星每二十八年運行一週天，每年

填滿了二十八宿中的一宿，所以古

名又叫“填星”。

又好像每年鎮壓了二十八宿中的一

宿，所以古名又叫“鎮星”。

星宿
“星宿（xi7 tsau

3）”是鄰近的若干

個星的集合，不是指一顆一顆的星

星。

古人把比較靠近的若干個星假想地

聯繫起來，給以一個特殊的名稱，

如畢、參、井、翼、軫等，後世又

名“星官”。

歲星
古人認為木星在黃道帶裏每年經過

一“次”，十二年運行一週天，所以

叫“歲星”，並用以紀年。

每“次”都有特定的名稱。這種紀

年法叫“歲星紀年”。唐柳宗元《捕

蛇者說》：“其始，太醫以王命聚

之，歲賦其二。”又：“自吾氏三世

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清方

苞《獄中雜記》：“每歲大決，勾者

十三四，留者十六七，皆縛至西市

待命。”以上句中的“歲”，都是以

歲星紀年，“年”稱作“歲”。

辰星
水星古代又叫作“辰星”。

《史記 A天官書》：“辰星之色：春，

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

熟；冬，黃而不明。”先秦古籍中

談到天象時提到“水”，並非指行星

中的水星，而是恆星中的定星（營

室）。如《左傳 A 莊公二十九年》：

“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孔穎達

疏：“水昏正，謂十月定星昏而正中

時也。”栽，指版築豎四根木柱。

古代所說的辰星，不一定指水星。

西漢蘇武《詩四首》：“昔為鴛與鴦，

今為參與辰。”又：“參辰皆已沒，

去去從此辭。”這裏的辰，指的是

北辰，北極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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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象
二十八宿本是一週天環形，但古人

為了辨別和稱呼，把它分為四組，

與四方東、西、南、北相配。

並把每一方的七宿聯繫起來想像成

了四種動物形象，加上顏色，叫作

“四象”。如把東方七宿，稱作“青

龍”或“蒼龍”；把西方的七宿，稱

作“白虎”；把北方的七宿稱作“玄

武”或“真武”；把南方的七宿稱作

“朱雀”或“朱鳥”。這和西方把星

座想像成大熊座、獅子座、天蠍座

等各種動物形象是一致的。古樂府

《隴西行》：“青龍對道隅。”道指黃

道，青龍則指整個蒼龍七宿。《楚

辭 A 遠游》：“時曖曃（#i d#i toi
3 

dai
6）其曭莽兮，召玄武而奔屬（zh6 

tzuk
1）。”（屬：跟隨）

东 方 蒼 龍：角     亢     氐       房      心       尾      箕

北 方 玄 武：斗     牛     女       虛      危       室       壁

西 方 白 虎：奎      婁      胃       昴      畢      觜      參

南 方 朱 雀：井      鬼      柳       星      張       翼       軫

四象

牛郎 織女
“牛郎”即牛郎星，俗稱“牽牛星”，

即天鷹座的河鼓二。“織女”即織女

星，也稱“天孫”。

天鷹座由三顆星組成，兩邊的河鼓

二十八宿
古人觀測日、月、五大行星的運行，

是以恆星為背景的。

古人先後選擇天球赤道黃道一週天

附近的二十八個星宿作為標誌，

來說明日、月、五大行星運行所

到的位置，稱為“二十八宿（xiù 

tsau
3）”。每個星宿都不是一顆

星，而是鄰近若干顆星的集合體，

如牛宿有星六顆，女宿有星四顆。

《詩經 A小雅 A大東》：“維南有箕，

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

酒漿。”指的箕宿和斗宿。箕宿四

星相聯像簸箕形，斗宿六星相聯像

酒勺，但不能簸揚穀物，也不能舀

酒。二十八宿不僅是觀測日、月、

五星位置的坐標，也是古人測定歲

時季節的觀測對象。

女

牛

地     球天                          球

mǎ
o

斗
箕

尾
心

房
氐

亢

角
軫翼張星

柳

鬼
井

參
觜

畢
昴

胃
婁

奎
壁 

室 危
虛

jī

kà
ng

zhěn

shē
n

zī

lóu

kuí

北

南

西 東

二十八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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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

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

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把天璇、

天樞用直線連起來並延長約五倍的

距離，就可以找到北極星。北極星

是正北的標誌。

北极星

天樞
天璇

天璣

天權

玉衡

開陽

搖光

北斗星、北極星

十二次
也稱“十二星次”。

古人看到歲星（即五大行星中的木

星）十二年一週天，為了用歲星紀

年，就一週天自西向東分成十二等

份，用以表示歲星每年所在的位

置，並借以觀測日、月、五大行

星的位置和運行，這十二等份就叫

“十二次”，歲星運行也在黃道帶，

和二十八宿大體相同，紀年的十二

次與二十八宿相配也有定式，如星

紀有斗、牛二宿等（見下頁左表）。

十二次是等分的，而二十八宿寬狹

不同，所以斗、女、危、奎、胃等

十二宿各跨兩個星次。十二次的確

立，一是指示歲星每年運行所到的

一、河鼓三常被比作牛郎挑着的兩

個孩子。織女星由天琴座的三顆星

組成，一大二小，呈三角形，大的

一顆最明亮，在天河的西面，隔着

天河與牛郎星相望。人們稱道的牛

郎織女多半指這兩個星座，而不是

北方玄武七宿的牛女。三國魏曹丕

《燕歌行》：“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

何辜限河梁。”

三垣
古人將環繞北極和二十八宿以北接

近頭頂上的星羣分成三個大區，叫

作“三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天

市垣。

以北極星為中心，集合周圍的一些

星宿，組成紫微垣；紫微垣外，在

星、張、翼、軫以北的星區是太微

垣；在房、心、尾、箕、斗以北的

星區為天市垣。

北斗 北極
北斗由天樞、天璇、天璣、天權、

玉衡、開陽、搖光七顆亮星組成，

天樞、天璇、天璣、天權像斗形，

玉衡、開陽、搖光連起來像斗柄，

古曰杓（bi~o tbiu
1）。

北斗七星屬於大熊座。北斗星在不

同的季節，所在的方位是不同的，

所以古人根據初昏時斗柄所指的方

向來確定季節。《鶡冠子 A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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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次
節氣 中氣

始點 中點

4. 降婁 驚蟄 春分

5. 大梁 清明 穀雨

6. 實沉 立夏 小滿

7. 鶉首 芒種 夏至

8. 鶉火 小暑 大暑

9. 鶉尾 立秋 處暑

10. 壽星 白露 秋分

11. 大火 寒露 霜降

12. 析木 立冬 小雪

十二次與二十四節氣對照表

分野
古人把天上的星宿與地上的州域聯

繫起來，將天上的星宿分別對應地

上的州國，說某某星宿是某國某州

的分野。

如鶉首（井鬼）是秦的分野，鶉火

（柳星張）是周的分野等。這樣，就

把天上的二十八宿、十二次與地面

上的國、州對應起來了（見下表）。

古代文人把分野的概念運用到詩文

中。北周庾信《哀江南賦》：“以鶉

首而賜秦，天何為而此醉。”唐王

勃《滕王閣序》：“（豫章）星分翼軫，

地接衡廬。”唐李白《蜀道難》：“捫

參歷井。”都是在分野的意義上提

到這些星宿。古人建立星宿分野，

位置，並據以紀年。例如說“歲在

星紀”，次年“歲在玄枵”等。第二，

星次指示一年四季太陽所在的位

置，以說明節氣的變換。十二次和

二十四節氣相對應（每月兩個節氣，

前者稱節氣，後者稱中氣）。十二個

節氣是每次的始點，十二個中氣是

每次的中點（對照如下頁右表）。

十二次 二十八宿

1. 星紀 斗牛
3 3

女

2. 玄枵（xi~o thiu
1） 女虛危

3 3 3

3. 諏訾（z`u z* tzau
1
 zi

2） 危室壁
3 3

奎

4. 降婁 奎婁
3 3

胃

5. 大梁 胃昴畢
3 3 3

6. 實沉（ch%n tcam
4） 畢觜參

3 3

井

7. 鶉首 井鬼
3 3

柳

8. 鶉火 柳星張
3 3 3

9. 鶉尾 張翼軫
3 3

10. 壽星 軫角亢
3 3

氐

11. 大火 氐房心
3 3 3

尾

12. 析木 尾箕
3 3

斗

十二次與二十八宿相配表

十二次
節氣 中氣

始點 中點

1. 星紀 大雪 冬至

2. 玄枵 小寒 大寒

3. 諏訾 立春 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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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道
是古人想像的太陽一週年運行的軌

道。

地球沿着自己的軌道圍繞太陽公

轉，從地球軌道不同的位置看太

陽，太陽在天球上的投影也不同。

這種視位置的移動，叫作“太陽的

視運動”，太陽一週年視運動的軌

跡就是黃道。也就是說，地球上的

人看太陽一年內在恆星之間所走的

路徑，即地球公轉軌道平面和天球

相交的大圓，黃道和赤道成 23 27

角，相交於春分點和秋分點。西方

古代把黃道南北各八度內的空間叫

作“黃道帶”，認為這是日、月、五

大行星運行所經過的處所。

流火
《詩經 A豳（b*n tban

1）風 A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中的“火”，

特指心宿二，也稱“大火”，二十八

宿之一，東方蒼龍的第五宿的第二顆

星，非指五大行星中的火星。

每年農曆五月的黃昏，心宿在天

空南方，方向最正，位置最高，六

月以後即偏西向下行，七月逐漸西

降，此時暑熱開始減退。“流”這裏

指星在天空的位置下移。

主要是為了通過觀察天象來占卜地

上所配州、國的吉凶，是一種迷信。

十
二
次

二
十
八
宿

分
野

國 州

壽
星

角
亢
氐

鄭 兗
州

大
火

房
心 宋 豫

州

析
木

尾
箕 燕 幽

州

星
紀

斗
牛
女

吳
越

揚
州

玄
枵

虛
危 齊 青

州

諏
訾

室
壁 衛 并

州

降
婁

奎
婁
胃

魯 徐
州

大
梁

昴
畢 趙 冀

州

實
沉

觜
參 晉 益

州

鶉
首

井
鬼 秦 雍

州

鶉
火

柳
星
張

周 三
河

鶉
尾

翼
軫 楚 荊

州

十二次、二十八宿與地面國、州對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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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水 土

火
木

五行相克圖

五行 火 木 土 金 水

五方 南 東 中 西 北

五色 赤 青 黃 白 黑

五嶽 衡 泰 嵩 華 恆

五音 徵 角 宮 商 羽

五味 苦 酸 甘 辛 鹹

五臟 心 肝 脾 肺 腎

五物 氣 骨 肌 筋 血

五季 夏 春 長夏 秋 冬

五帝 赤帝 青帝 黃帝 白帝 黑帝

五情 樂 喜 慾 怒 哀

五行相配表

五行
古人試圖用日常生活中習見的金、

木、水、火、土五行物質來說明萬

物的起源和多樣性的統一。

春秋時已經出現，戰國時開始流

行，後世更加盛行。並出現“五行

相生相克”說。相生，意味互相促

進；相克，意味互相排斥。後來人

們把五方、五色、五音、五臟等都

與五行相關聯。相生相克說具有樸

素唯物論和自發的辯證法因素。對

中國古代天文、曆數、醫學等的發

展起了一定作用。

金

水

木火

土

五行相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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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
春秋戰國時有夏曆、殷曆、周曆三

種曆法，三者的主要區別在於歲首

月建不同。“建”指“斗建”，即北

斗的杓（bi~o tbiu
1）所指的時辰，

由子至亥，每月遷移一辰。

“正”即“正月”，歲首之月。因三種

曆法正月的“月建”不同，所以稱作

“三正”。夏曆以建寅之月（即後世通

常所說的陰曆正月）為歲首，殷曆以

建丑之月（夏曆十二月）為歲首，周

曆以冬至所在的建子之月（夏曆十一

月）為歲首。由於三正歲首月建不

同，四季也不同。夏、殷、周三正是

春秋時期不同地區不同諸侯國使用

曆法
古人觀測到的天象是太陽的出沒和

月亮的盈虧，所以以晝夜交替的週

期為一“日”，以月相變化的週期為

一“月”（現代叫朔望月）。

至於年的概念，最初大約是由穀物

成熟的物候形成的，《說文》：“年，

熟穀也。”禾穀生長成熟的週期即

寒來暑往的週期，就是地球繞太

陽公轉一週的時間，現代叫“太陽

年”，也叫“回歸年”。於是就有了

以月亮、太陽運行週期為計算單位

的“年”，並且有陰曆、陽曆。中

國古代曆法不是純陰曆，而是陰陽

合曆。

二 曆法

人定

夜半

黄昏

日入

日昳

日中

隅中

食時

平旦

雞鳴

晡時

日出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12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

曆
法

三
正

秦
曆

四
時

二
十
四
節
氣

二
十
四
節
氣
歌

干
支

干
支
紀
日
法

朔

 

晦

 

朏

 

望

 

既
望

閏
月

紀
時
法

十
二
生
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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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曆
戰國時，秦昭王（前 �  � � 前 � � � 年）
以至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採用建亥之

月（夏曆十月）為歲首，但夏正適合

農事季節，所以不稱十月為正月。

秦始皇時為避諱“嬴政”的“政”字，

改“正月”為“端月”。秦昭王到漢

武帝元封七年（前 104 年）每年先過

冬天，然後才是春夏秋三季，九月

底是年末。

《史記 A 魏其（j* tgei
1）武安侯列

傳》載，漢武帝元光五年（前 130

年）十月殺灌夫，十二月殺魏其，接

着說：“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

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

夫共守，欲殺之。”司馬遷不說“明

春”，而說“其春”，就因為當時以

十月為歲首，當年的春天在當年的

十二月後的緣故。漢武帝元封七年

（前 104年）改用太初曆，以建寅之

月為歲首，實即夏曆。此後大約兩

千年間，除王莽和魏明帝一度改用

殷曆，武則天、唐肅宗一度改用周

曆外，一般用的都是夏曆。

月建 秦曆 夏曆 四季

亥 十二月 十 月

冬子 端 月 十一月

丑 二 月 十二月

寅 三 月 正 月

春卯 四 月 二 月

辰 五 月 三 月

巳 六 月 四 月
夏

午 七 月 五 月

的不同的曆制。如齊國在春秋晚期

至戰國初期用周曆，春秋時晉國和戰

國時趙、魏、韓用夏曆。先秦古籍

中使用也不一致，如《春秋》、《孟子》

多用周曆，《楚辭》、《呂氏春秋》用

夏曆。《詩經》不同詩篇用曆不同，

如：《小雅 A四月》用夏曆，所以說：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豳（b*n 

tban
1）風 A七月》是夏曆、周曆並

用。此詩自四月至十月均為夏曆，

如“七月流火”、“五月鳴蜩”等，而

詩中“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於

凌陰”等的“一之日”、“二之日”、

“三之日”、“四之日”，則為周曆的正

月、二月、三月、四月，為夏曆十一

月、十二月、正月、二月。《春秋 A

隱公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左

傳》：“秋，宋人取長葛。”是因為《春

秋》用的是周曆，《左傳》用的是夏

曆。值得注意的是，夏曆、殷曆、周

曆皆出現於周末，並非夏朝、殷朝就

有的曆法。

月
建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夏

 

曆

十
一
月

十
二
月

正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冬 春 夏 秋 冬

殷

 

曆

十
二
月

正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
一
月

冬 春 夏 秋 冬

周

 

曆

正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
一
月

十
二
月

春 夏 秋 冬

三正與十二月、四季對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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