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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久金所著的《斗转星移映神州(中国二十八宿)》是第一本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学二十八宿的专门著作
，系统地介绍中国二十八宿的起源、发展和功能，深入浅出的诠释二十八宿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和作
用。
《斗转星移映神州(中国二十八宿)》视角新颖，深入浅出，图文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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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久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
终身从事中国天文学史研究，发表论文约200篇，出版专著和科普书约30本，代表著作有《陈久金集》
、《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星象解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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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印度上古文献，全无年代记载。
要确切地确定资料和记录的年代是困难的。
人们曾根据春分点岁差移动的原理，推断《鹧鸪氏梵书》春分点在昴宿的年代为公元前2500年。
由于其所载二十八宿以昴宿起首，便推论印度的二十八宿起源当早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
事实证明这一推论是完全靠不住的。
在印度最早的古籍《梨俱吠陀》所载二十八宿，则是以大角星为起首星，这种排列方式又与中国一致
，可见并不能由昴宿为起首星，来推定印度二十八宿的起源时代。
这种认识上的错误，与以《尧典》四仲中星的昴宿断定中国二十八宿的起源相类似。
在印度上古经典文献中，往往附加有后人改编的资料。
《梨俱吠陀》刊载中印二十八宿起首星相同，为中国起源说提供了证据。
　　这里必须明确指出，以往某些西方学者以二十八宿中的联络星来推算印度二十八宿的成立年代，
是犯了科学概念上的认识错误，这是因为，联络星不是明确的季节星象。
只有如中国的冬至日在牵牛初度等才是确定的起点。
有了这个明确记载，以岁差原理推出的观测时代才明确无误。
　　而联络星是什么？
它只是为了寻找该宿出现的一个大致标志，它并不起距星的作用，更不是位于每宿的起始处。
换句话说，该宿的联络星，可以位于该宿的起始点，也可以在该宿的末尾。
有这么大的变动幅度，即误差可达12余度，用岁差推出的年代误差上下可达千年以上。
这是利用联络星推成立年代的学者们所没有考虑到的。
　　就文献记载而言，印度的证据并不多，据有人考证，《梨俱吠陀》大约出现于公元前14～前12世
纪，其赞美诗中，似乎任何一颗恒星都可以说与“纳沙特拉”有关。
而西方大部分科学史家都一致认为，恒星方位天文学，并非古印度人所长，他们没有任何与中国的石
申夫星表比拟的著作流传下来。
故古印度人能否独自创立二十八宿体系，是一件大可怀疑的事情。
　　现今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为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而印度的考古证据一
件也没有。
更为重要的是，在《鹧鸪氏梵书》中，记载有一年分为春、热、雨、秋、寒、冬六季，还有一种分法
是将其简化归纳为冬、夏、雨三季，这合于印度地区季节变化的实际。
也就是说，与一年分为四季的状态毫无共同之处。
可是印度文献中刊载二十八宿是按四季分配的，与印度气候的变化不相符，这再一次证明印度二十八
宿并非独自起源，而是传自中国。
　　3.中国二十八宿传入西方的时间和途径　　日本学者新城新藏论证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的结论至
今仍然不可动摇。
他认为，印度二十八宿相当于中国二十八宿起源时的状态；二十八宿发源地当有牛郎、织女故事的传
说；二十八宿传入印度之前有停顿于北纬43°的行迹；二十八宿的发源地当有以北斗为观测的标志。
而印度处于赤道地区，不具备以上天文特征，这些都表明二十八宿一定起源于中国。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印度上古文献中，虽然也有二十八宿的记载，但却完全没有创立二十八宿
的基础。
而中国的二十八宿，早在战国初年就有了深厚的基础，这种基础，得到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的双重证
实，这是十分肯定的，完全无法动摇的。
而战国初年出现的每个二十八宿星名，包括很暗的星宿，如斗宿、牛宿、女宿等，早在西周和春秋时
代的文献中就已出现，证明类似于石氏二十八宿的完整体系，早在春秋以前即已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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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久金所著的《斗转星移映神州(中国二十八宿)》通过对中国古代天文学中二十八宿的含义、渊源及
相关文化现象的诠释，对中国这种特有的天文学概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并和同时期其他文化系
统的相关观察进行了平行比较，同时也显示出其对中国古代文化系统的深远影响。
本书是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学二十八宿的第一本专门的学术著作，立足于文献资料，深入浅出的对二十
八宿的含义、来源及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和作用进行了诠释，并通过介绍历史上著名的星占故事，更
加凸显其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
学术创新与通俗易懂相结合，视角新颖，深入浅出，图文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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