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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对天象的观测，主要是为了农牧业的需要。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写道：“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顺序的发展。
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
”不过在对自然现象的本质尚无法了解的古代人心目中，对天上的日月星辰也怀有一种神秘的心情。
这种神秘心情的表现是古人“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这些神话包含着古代人类同自然作斗争的客观内容，但毕竟形式是玄虚的，并不是现实的科学反映。
原始时代刚刚萌芽的天文学与原始信仰和神话传说缠夹在一起。
这时的天文学处于幼稚阶段，而原始神话和信仰也处于质朴时期。
　　自从有了国家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至迟在商周时代，统治者们就把“天”看做是至高无上的神，称为“天帝”或“上帝”。
人间的帝王则称为“天子”，是“天帝”或“上帝”的儿子，是受天命而做人间的帝王，做国家和人
民的统治者。
因此帝王的一切言行和作为都是禀承天命，体现着天的意志。
如果帝王的作为、言行、政治措置都很妥善，则表现为政治修明，于是上天会降现祥瑞，表示满意和
嘉奖；如果帝王的言行、作为、政治措置不当，则表现为政治混乱，那么上天就会降下灾异，表示警
告或谴责。
这样确立的天人关系，表现为人对天处于被动的地位，人对天只能毕恭毕敬，顶礼膜拜，一切听从天
意的安排。
为了探知天的喜怒好恶，只有对天象进行认真的观测，并从天象的某种变异中测知天意。
所以《易？
系辞》说：“天垂象，见吉凶。
”　　为了从天象来占测天意，就得有一些人专门进行此项工作，遂有专职的天文官员。
《周礼？
春官？
保章氏》写道：“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
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
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稷象。
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
凡此五物者，以诏救政，访序事。
”这些专职人员虽主要观测天象，但也要定吉凶，别灾祥，观天下之迁，即将天象与人间发生的事件
联系起来。
这样反复不断地操作，使得星占与古代其他文化领域有了广泛而深刻的联系，使得星占学扩及广泛的
文化领域。
　　同时，古代的星占学也形成了一种基本观念，即是整个宇宙存在着一种统一的力量或法则，这种
力量或法则充斥宇宙各处，支配着宇宙间的一切。
即从观测者的角度来看，无论天上、地下和人间，都受这同一的力量或法则支配。
从而强调了中国古代哲学上的天人合一学说。
强调天上、地下和人间的一切，在深层本质上有着“相应”或“一致”的基础。
这就形成一种在中国古代带有普遍性的认识，即天界有什么变异，必然预示或通告地上或人间会有什
么样的变异；反过来，地上或人间出现了什么变异，也会在天象上有所反映。
这种天地人关系学说，将天地人三者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易？
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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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而天勿违，后天而奉天时。
”说人应能预测天时的变化，预先做好变化的准备；在天时到来后又能按天时的变而行动，这样人就
能顺应天时的任何变化。
　　因此，这种充斥宇宙的统一的力量和法则，就不再是天帝或上帝，而被看成是一种自然法则。
董仲舒虽然没有摆脱天的至高无上的神的性质，但他强调阴阳五行是这一种力量或法则的基础。
他在《春秋繁露》中写道：“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
天为一端，地为一端，阴为一端，阳为一端，火为一端，金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土为一端
，人为一端，凡十端而毕，天之数也。
”又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
”大概后来的星占家，均从董仲舒的系统吸取营养，将星占学建成依阴阳五行学说而作解释的体系。
　　本书正是基于阴阳五行学说贯穿于整个星占学体系这一基本情况，对古代星占学系统作整体性的
介绍。
由于干支系统在古代被视为根本的符号体系，它自身或其组成的系列，既体现了阴阳，也体现了五行
。
在星占系统中干支系统是很活跃的，因此以一章的篇幅来介绍它，并主要着重于干支五行系统。
在第二章中，有必要对全部经典的星占学内容作一个稍微全面的介绍。
迄今为止有关中国古代星占学的书籍都还没有这样做过。
其实本书也是将它看做中国古代星占学的背景而写的，所以突出了北斗星占一章。
北斗星在星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与干支五行的关系更为密切。
另外，二十八宿系统和三垣系统则注意于相对完整，而不注重它们自身更多的令人不得要领的细节。
对于日月五星的介绍也只限于它们自身，而忽略它们运行到某个背景星宿或与其他某种星体相遇时的
占测。
这些占测于占验可能重要，但由于其占辞散漫无章，更难以掌握其要领。
由于阴阳五行在日月和五大行星占测中尤为特殊，故而不能不花一些笔墨。
在最后的第五章里，主要是对后世形式化了的星占体系，力求作完整形态的介绍。
这一章包含风角、太乙、遁甲、六壬等式占节。
对于这种高级形态的星占学体系，稍微作详细一点的说明。
但限于篇幅，没有也不必考察其占测的细节。
　　本书旨在提供中国天文学历史发展的研究材料，提供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比较难以捉摸的材料
。
由于作者的水平和视野的限制，加之时间的仓促，错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
因而敬请提出批评指正，在此先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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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星占学(科学技术类)》分干支通说、北斗星占、恒星和分野、七曜和杂星占、式占通
说五个专题，对中国古代星占学系统进行整体性的阐述，总结了星占学的理论特点——阴阳五行学说
贯穿于整个星占学体系；在天人关系中，天是至高无上的神，人只能听从天意的安排；帝王受天命而
做人间的帝王，其言行都是秉承天命，体现着天的意志；宇宙有一种统一的力量或法则，充斥并支配
着宇宙间的一切。
《中国古代星占学(科学技术类)》版本采用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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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卢央，江苏省太兴市人，1934年生于南京，随母亲为彝族成员。
195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后留系工作。
一直从事射电天文学的教学和系的行政工作。
“文革”后逐渐转入天文学史的研究。
曾撰写、《象数易》等论文，著有《彝族星占学》和参与《彝族天文学史》、《文明中国的十月太阳
历》等书的撰写。
现担任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易学与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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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干支通说第一节　干支起源及其意义第二节　干支的基本应用一、干支纪年二、干支纪月三
、干支纪日和纪时第三节　干支五行一、五行简介二、干支五行三、纳音五行第四节　干支推演一、
干支五行的阴阳性质二、五行生旺及五行生死所三、六甲孤虚四、德和合五、刑害冲破第五节　干支
杂配一、太岁干支神煞系统二、干支对的神煞系统三、式类干支神煞系统（一）四、式类干支神煞系
统（二）第六节　九宫八卦一、八卦和八节二、八风和八卦三、三元九星第二章　北斗星占第一节　
北斗星概况第二节　北斗入占第三节　斗建阴阳第四节　建除家说第五节　堪舆家言第六节　太乙乘
斗第七节　北斗和九宫神第三章　恒星和分野第一节　恒星区划和占验第二节　紫微垣诸星官第三节
　太微垣和天市垣第四节　东宫苍龙七宿第五节　北宫玄武七宿第六节　西宫白虎七宿第七节　南宫
朱鸟七宿第八节　分野学说第九节　分野占测第四章　七曜和杂星占第一节　太阳运行占（日占一）
一、太阳在天空的运行二、日影测量三、日食占测第二节　太阳形体占（日占二）一、太阳亮度变化
二、太阳颜色变化三、日旁气第三节　月亮运行占（月占一）一、月亮运行情状二、月与五星相干犯
三、月食占四、月亮与列宿星干犯第四节　月亮形体占（月占二）一、月亮亮度变化二、月亮与云气
三、月旁气四、月晕五星和列宿第五节　五星合占一、五星的运行状态二、五星行度之占三、五星亮
度、颜色、喜怒四、五星所主及五星所守列宿五、五星合聚或五星干犯六、四星、三星和二星干犯第
六节　五星独占一、岁星（木星）占二、荧惑（火星）占三、太白（金星）占四、填星（土星）占五
、辰星（水星）占第七节　杂星论占一、天官书杂星叙述二、晋志杂星叙述三、各类杂星之考察第五
章式占通说第一节　太乙式一、九宫太乙数和太乙积年二、太乙布式三、大乙式格局四、太乙式数占
五、太乙十神六、十精太乙七、阳九百六八、太乙历术九、太乙入卦十、太乙九神和时计太乙十一、
九宫分野和太乙术第二节　风角占测一、洪范风占二、五音风占三、六情风占四、八方和十二辰风占
五、风角论占补充第三节　遁甲式一、遁甲式诸要素二、遁甲运式三、遁甲式布局四、奇门遁甲吉格
类式五、奇门遁甲凶格类式第四节　六壬式一、六壬入式二、天一十二神将三、六壬式入占参考文献
总跋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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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干支通说　　众所周知，干支是一种符号体系。
干有10个，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支有12个，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这一套符号体系在中国古代有广泛的应用，主要用于记时和记方位，因此它主要是时间和空间的符号
。
　　第一节　干支起源及其意义　　关于干支的起源，隋朝肖吉撰《五行大义》说：　　支干者，因
五行而立之。
昔轩辕之时，大挠之所制也。
蔡邕月令章句云：大挠采五行之情，占斗机所建也。
始作甲乙以名目，谓之干。
作子丑以名月，谓之支。
有事于天则用日，有事于地则用辰。
阴阳之别，故有支干名也。
　　说明干支是用以记日月名称的符号，又说明干支与五行、斗建、阴阳等都有关系。
　　按五行说，五行有生胜。
若干支符号中赋予五行之情，就有相生相胜的关系。
所以干支也称为母子。
如《淮南子?天文训》说：“数从甲子始，子母相求。
”《史记?律书》称：“十母十二子。
”将干支视为母子就是突出其五行的性质。
按北斗星在天空中被视为天帝巡察天界的座车。
《史记?天官书》说：“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
”即指斗柄随着天球周日旋转或周年旋转不断变更指向，斗柄所指即是斗建。
在干支符号系统中赋予了斗建之机，就是将方位和时间的内容纳入了干支。
另外，古代称日为十，称月为十二，如《周礼?春官》称：“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
，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
”日为十，辰有十二。
所以又将干支称为日辰，即十日十二辰。
由于“有事于天则用日，有事于地则用辰”，这就将天地阴阳之分在干支体系中体现出来。
于是这一套干支符号就负载了远比日月名称符号为多的信息含量。
因此对干支的意义，古代文献中总是不厌其烦地加以解释。
　　《史记?律书》讲得最为详尽，将干支符号系统与八方八风、二十八宿、十二音律联系起来作了有
系统的描述。
但是却将戊己两干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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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
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
这些著作和译著，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
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文库选目分为8个类别：哲学社会科学类、史学类、文学类、艺术类、科学技术类、综合普及类、汉
译学术名著类和汉译文学名著类。
文库基本上涵盖了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技文化以及知识普及的各个领域，既能比较全面地反
映20世纪我国思想文化、科学技术领域的重要成就，又能有重点地体现近百年来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
成果；既能体现中华民族的创造性，又能体现中华文化的包容性。
本书为科学技术类，基于阴阳五行学说贯穿于整个星占学体系这一基本情况，对古代星占学系统作整
体性的介绍。
旨在提供中国天文学历史发展的研究材料，提供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比较难以捉摸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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