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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星座可以说是天文学的起点，

古代天文学家用星座来跟踪日月星

辰的运行规律，告诉我们时间历

法。在这个过程里，古人还编织了

非常生动有趣的星座故事，如今通

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理解究竟星

座是怎么回事儿。通过破解占星术

的秘密，我们还可以理解古人对于

天文现象的疑问，思索我们和宇宙

之间的联系。

“生日星座”(星宫)是一种时尚

文化，在大多数解读中误解了它和

天上星座之间的关系，笔者通过溯

源和剖析星座的作用，揭开了星座

和星宫的真实面目。中西方星座既

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有显著的差

异，理解星座里藏着秘密，有助于

我们理解早期的天文科学。

2 中国和西方星座简介

俗话说“天上的星星数不清”，

恒星在天上的位置是基本不动的，

但看上去杂乱无章。为了认识星

空，人们发明了星座：以比较亮的

一些恒星为基础，把天空划分成了

很多块儿区域，编成星空地图，每

一片区域就是一个星座。星座名称

来源于古人想象那一块区域的星星

组成什么样的图案。几乎每个古代

民族都有自己的星座划分。

中国古代的星座设定，可以简

单地称为“三垣四象二十八星宿”，

三垣指的北极北斗附近的区域，垣

字的本意指墙，指在天上是一系列

星星组成的墙围起来的区域。三垣

的名称是紫微垣、太微垣、天市

垣，古人认为这三片区域分别代表

皇宫、朝廷和市场。二十八星宿是

在天赤道和黄道附近的星空，它们

又分成四组，以想象中的动物命

名，叫四象，每组七个星宿，古人

分别把它们和东南西北方位、颜

色、季节等对应。四象分别是东方

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

玄武(玄武是龟蛇合体的形象)。二

十八星宿的名称是[1]：

东方青龙七宿：角、亢(kàng)、

氐（dī）、房、心、尾、箕(jī)；

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

虚、危、室、壁；

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

昴(mǎo)、毕、觜(zī)、参(shēn)；

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

星、张、翼、轸(zhěn)。

中国古代不了解南极附近的星

空，大部分星图不会表现出来这一

区域，有的星图上会用空白区域表

示。在现存于苏州文庙的宋代石碑

《苏州石刻天文图》(图 1)，可以看

到中国古代星宿的划分。二十八宿

的起源非常早，在湖北随州出土的

战国时期曾侯乙墓箱盖上，已经有

了二十八星宿的名称。

了解中国星宿有什么用呢？在

古诗里我们经常会遇到它们。比如

诗经里有“维南有箕，不可以簸

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说

的就是箕宿和斗宿；杜甫诗里“人

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说的参就

是参宿，商就是心宿。

现代世界通用的 88 星座 (con-

stellations)划分，在 1930 年由国际

天文学联合会确定下来。它的基础

是公元 2世纪古希腊托勒密星表里

的星座，而希腊星座划分(图2)起源

于更古老的巴比伦和苏美尔文明。

古希腊的地理纬度和古代中国相

当，因此托勒密也没有见过南极附

近的星空。他确定下来了48个星座

(图3)，大家比较熟悉的猎户座、大

熊座、仙女座在那个时候都有了。

到了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航海家

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记录下了

南极星空，逐渐填补了古代星空记

录的空白，最终确定了今天我们所

见到的星座划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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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刻于南宋的苏州石刻天文图，

记录了中国古代对“三垣四象二十八

宿”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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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座里最著名的是黄道星座。

所谓黄道就是太阳在一年里相对于

恒星背景在天球上走过的路线，它

是一个球大圆。黄道经过的星座，

就是黄道星座，或者可称为“太阳

星座”。我们要注意的是，黄道星座

其实不只 12个，一共有 13个(在天

蝎座和人马座之间有个“蛇夫

座”)，这个原因可能是一年除了12

个月份之外，有时还需要加入第 13

个月即闰月。按照传统上的顺序，

它们名称分别是[3]：

白羊座、金牛座、双子座、巨

蟹座、狮子座、室女座、天秤座、

天蝎座、蛇夫座、人马座、摩羯

座、宝瓶座、双鱼座。有时候，星

座名称会被翻译成不一样的名字，

比如室女座也叫处女座，天秤座也

叫天平座，人马座也叫射手座，宝

瓶座也叫水瓶座。这是历史上不同

的翻译习惯造成的，在西文里其实

没有差异。

黄道十三星座是太阳星座，中

国古代的二十八星宿是月亮星座。因

为古人想象星宿就是月亮每天停留

歇息的客栈，月亮在恒星背景上运

行的周期是 27.3天，所以古人划分

了28个星宿。星座、星宿名称虽然

有别，可它们实际上是对同一片星

空的不同划分，本质上是一致的。

而且无论是中国星宿，还是西

方星座，它们都是“大小不一，参

差不齐”，大的很大，小的又很小，

排列好像也没有什么规律，为什么

会这样呢？宋朝学者沈括在《梦溪

笔谈》里解释说，因为天文学家想要

记录太阳、月亮的位置，天上没有

其他东西可以标记，只能用星星来

作为标记。可天上那些星星分布本

身就是不均匀的，所以28星宿看起

来一点儿也不整齐[4]。

3 星座与时间历法

古人划分星座、星宿的目的有

两个，一是为了记录日月星辰(五大

行星)的方位，探索它们的运行规

律；二是为了记录星空里的变化，

探索它们与人间事务之间的关系。

第一个目的，形成的“产品”

就是我们熟悉的时间历法。在有历

史记录以前古人就发现，太阳、月

亮、星星出没变化，存在非常稳定

的规律。在现代原子钟产生之前，

时间标准都是从日月星辰运行而

来。所以认识星座，掌握星座出没

规律，对于古人来说非常重要。

室女座角宿一附近有“天门”

二星，金牛座有“天关”星，名称

均来自于它们位于黄道旁边，是日

月五星出入之关隘。又如《吕氏春

秋》记载 [5]：“孟春之月，日在营

室，昏参中，旦尾中。”孟春即指春

季的第一个月，营室大致相当于宝

瓶座，参宿相当于猎户座，尾宿大

致相当于天蝎座。这里指明的就是

月份与太阳在恒星背景上的位置，

以及可见星宿的关系。既然指出的

是太阳所在(即看不见的)星宿，说

明这时已经明确掌握了相关的测算

方法；而昏旦所见星宿是直接看见

的，也便于民众掌握。现代天文学

根据这些描述，可以推算出这些记

录对应的历史时期。

掌握了这些规律，古人就可以

从星座出没来判断和预测季节。比

如经常被“黑”的处女座，也就是

室女座(图4)，这个星座的故事，就

跟古人判断季节变化的经验有关

系。在古希腊的星座神话中，室女

座代表的是一个女孩子普希芬妮，

她的母亲是主管万物生长的丰收女

图3 托勒密在天文女神帮助下观测

星空。注意图中托勒密戴着王冠，因

为古人常把这位天文学家的名字与曾

统治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姓氏混淆

图2 15世纪重新绘制的托勒密星图，表现了古希腊的星座划分，其中左图为北方

星座，右图为南方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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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德墨忒尔 [6]。这个星座最亮的恒

星，中文名叫角宿一，代表女孩手

上拿着的麦穗。神话里说，普希芬

妮在外出玩耍时，被主管地狱的冥

王抢走了，成为了冥府的王后。丰

收女神四处寻找，都找不见女儿，

悲伤欲绝。你想想，丰收女神伤

心了，会发生什么？——大地上到

处万物凋零，一片荒芜，人们也没

有食物，发生了饥荒。希腊众神看

到如此人间惨剧，不得不出来干

预，跟冥王沟通，让已经成为冥府

王后的普希芬妮半年在地下冥府生

活，半年回到地上和丰收女神团

聚。当普希芬妮回到地上的时候，

她的母亲丰收女神心情舒畅，把自

己开心地装扮起来，于是大地上万

物复苏，草木生长，春季来临。可

半年之后，女儿不得不回到地府

去，丰收女神不开心了，于是秋天

又来了……

室女座神话讲的其实就是春夏

秋冬四季循环的故事。因为古人看

到，黄昏后室女座逐渐露出地面的

时候，大地开始回春；半年之后到

了秋天，这个星座又逐渐从夜空消

失不见了。那时候的人们还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季节变化，可他们发现

了室女座出没和春天回归、秋天来

临之间的联系，于是编出了这样的

星座故事。

有意思的是，中国跟希腊虽然

远隔万里，可两边的思路是完全一

致的，看到的也是同样的星空，只

是编出来的故事表面上不一样。中

国的说法是“二月二，龙抬头”。农

历二月，春回大地，蛰伏一年的龙也

苏醒回来工作了。这里的“龙”就

是东方青龙七宿(图5)，室女座对应

中国二十八星宿里的角宿、亢宿，

角宿就代表东方青龙的一个犄角。

这种通过观察恒星位置来判断

当前季节的方法，叫观象授时，观

察天上星象，告诉我们时间季节。

可是，这种方法判断的结果，不能

立刻通知到很远的地方，所以随着

古代国家区域扩大，这种方法就不

太方便了。天文学家们就得发展新

的能力，制定统一的历法，提前预

告季节日期[7]。

有了星宿、星座这些坐标之

后，天文学家们就可以非常准确地

掌握太阳、月亮的运行规律了，所

以早在几千年之前，古代中国、古

代巴比伦、古希腊就都诞生了相当

准确的历法。天文学是人类历史上

最早达到精密程度的学科。

4 星宫的起源和作用

中国和西方因为传统习惯有

别，计算太阳月亮位置的时候，对

星座的具体利用方法有些细节也略

有不同。比如中国古代按照太阳一

天走一度，一年长

度比较精确的数值

是 365.25天，于是

把黄道/赤道一圈

划分为 365.25 度，

这是中国古代的角

度划分，可称为

“中国古度”[8]。中

国古代记录恒星位

置采用的是近似赤

道坐标系，这个坐

标系没有统一的起

点，是在二十八宿

分别计算位置的，

称 为 “ 去 极 度 ”

(离北天极的度数)

和“入宿度” (在

某宿中离某标准星

的度数)。

古巴比伦、古

希腊更习惯使用黄

道坐标系，把黄道一圈设置为 360

度。几何学上用来表示角度符号的

小圆圈就代表太阳，就是来自巴比

伦。可能是在巴比伦，也可能是古

希腊天文学家伊巴谷，为了方便起

见，设置了星宫(signs)[9]。从春分点

(黄赤交点)开始把黄道一圈360度平

均分成了 12份，每一份正好 30度，

这就是黄道十二宫。十二宫的名

字，依然沿用黄道上12个星座的名

字(只是忽略了蛇夫座)，称为白羊

宫、金牛宫等。比如白羊宫，是从

黄道经度 0度到 30度，金牛宫是从

30 度到 60 度；双子宫是从 60 度到

90度，依次类推。我们说的生日星

座，实际就是黄道十二宫[10]。

我们要注意的是，星座和星宫

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黄道十二宫(图6)是对黄道十三

星座的“重整化”，把具体星点组成

的大小不均匀的实际星座，数学平

图4 19 世纪伦敦出版的一份普及型星座卡片里的室女

座，大角星被想像成她手上的麦穗

图5 中国古代把二十八宿分成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

象，并将其与季节、方位等对应起来。比如青龙七宿对应

春季、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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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成为均匀分布的坐标系统，是从

星座体系向现代球面坐标系转变中

的一个环节。由于地轴进动(即地球

像不稳陀螺一样摆动)，春分点退行

(又叫做岁差)，星座位置相对于北

天极、黄道和赤道位置会发生变

动。定义了从春分点开始算的黄道

十二宫，也就重新定义了一套不变

的星空坐标，使跨越历史长时期的

天文学家们有了统一的时空标准。

有了这套坐标工具，古希腊天文学

家能够更方便和准确地计算太阳、

月亮在天上的位置。

在古希腊时代，星座和星宫是

基本对应的。随着春分点退行，每

71年退行 1度，约 2000年移动一个

星宫。古希腊时代，春分点位于白

羊座(宫)头上，故得名白羊宫第一

点。如今，春分点已经位于双鱼

座，再过几百年，还会进入到宝瓶

座。但根据定义，星宫与黄道经度

坐标的对应关系是永远不变的，变

化的是星座坐标。

从前面讨论可以看出，无论是

星宿、星座、星宫，它们都是古代

天文学家描述和记录星空位置的坐

标工具。

5 破解占星术的秘密

谈到黄道十二宫即生日星座，

就不可避免地要谈到占星术。按照

托勒密的划分，天文学研究日月星

辰的运行规律，占星术研究日月星

辰对个人健康和军国大事等人间事

务的影响。

为什么我们会把黄道十二宫称

为“生日星座”呢？因为天文学家

计算太阳在黄道十二宫里的位置来

确定时间历法。比如从春分点(白羊

宫第一点)开始算，太阳经过多少天

到达金牛宫，再过多少天到达双子

宫，以此来安排未来的月份日期。

古巴比伦、古希腊都曾有过把春分

作为一年开始的历法，太阳在一个

星宫里的时间，大致和一个月对应

(注意公历是到罗马共和国末期才开

始使用的)。

当占星术士从表面上看到了月

份日期和黄道十二宫的对应关系。

于是他们把生日和黄道十二宫绑

定，称当太阳位于某星宫时出生的

人，其“生日星座”就是该星宫。

比如生日为 3 月

21 日到 4 月 20 日

的人就是白羊宫

人，更通俗一点

说，这段时间出

生的人的生日星

座就是白羊座。

然后，占星术赋

予星宫 (星座)一

定 的 “ 性 格 设

定”，比如认为白

羊座的人直率、

热情，金牛座的

人 勤 劳 ， 有 耐

力 。 用 古 巴 比

伦、古希腊想象

出来的星座形象，来描述人的性

格，完全无视了人性的复杂性，其

实一点儿也不靠谱。

在古人认识水平还比较低的时

候，会误以为这样的联系是有道理

的(图7)。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本

身就是占星大师，他所著的《占星

四书》至今仍是占星术经典。但随

着时代的进步，尤其是随着现代科

学的建立，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中

国占星术，还是西方占星术根本就

站不住脚。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认为我们的

世界是由阴阳五行这些成分构成，

认为太阳月亮是阴阳二气之精，五

颗行星则是金木水火土五行之精，

星空的变化“皆阴阳之精，其本在

地，而上发于天者” [11]，从而探寻

它们与人间大事之间的联系。经古

希腊发展起来的占星术，根据是哲

学家们关于万物组成的“四元素”

理论，把黄道十二宫赋予水土气火

四元素属性(希腊哲学认为天体是有

第五种元素以太构成的)；同时又把

黄道十二宫跟人体部位、生日等对

应，人体即“小宇宙”，从而把天地

人联系在一起 [12]。完美而神圣的宇

宙，影响人类的命运，“天人合一”

是中国和西方古代看似很美的猜

想。可是在以上猜想中，无论是阴

阳五行，还是四元素(曾译为“四

行”，加上以太就成五元素)，都是

古代哲学对物质成分的错误认识。

这种基础认识的错误，决定了古代

占星术是不可靠的。

同样，对于星座划分和星座形

象都是人为的地域文化，与星星、

宇宙的本质并无关联。当然，古人

对于人的本质也不了解，认为人类

是被天地眷顾的“万物之灵长”，并

不知道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都是进

化而来的。古人用中国星宿形象，

图6 古典星图地图上经常会出现环绕地球的黄道十二宫，

以此代表天空和黄道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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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古希腊星座的形象，描述它们

对人间事务的影响，完全是出于文

化想象。

很多人会误以为占星术“说得

很准”，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占星

术有一套成熟的套路，它对性格的

表述，都是大大的表扬，小小的批

评，用的词语都让听众觉得舒服又

模棱两可。比如说某人热情直率，

又有点儿小犹豫，小懒惰。可我们仔

细想想，谁不是这样的呢？即使人

们明知道是假话，也爱听别人这么

巧妙地表扬。所以说，占星术只是

一种非常古老的、巧妙的迷信和骗

术，对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

当然，占星术也并不是一无是

处。它其实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问题，那就是人类从远古就在追问

的，星空、宇宙和我们之间究竟有

什么样的关系？只是占星术给出的

星空决定人的性格乃至军国命运等

答案都是错误的。

随着现代科学的进展，如今的

天文学家们实际上找到了这个远古

追问的答案。在20世纪，天文学家

们发现，我们在天上看到的那些星

座，里面的恒星都是遥远的太阳，

还有更多的、上千亿颗恒星组成了

银河系。太阳系、银河系和整个宇

宙，都是从最初一个很小的点开始

演化，我们管它叫宇宙大爆炸。宇

宙最初只有氢元素和氦元素，在恒

星演化过程中，创造出了碳、氧、

铁这些元素。以前的恒星生命结

束，爆炸的时候把这些元素抛洒出

来，这些元素，也就是恒星的尘

埃，又再一次凝聚形成了我们的太

阳系，包括地球。然后地球上才得

以进化出生命，包括我们人类。

所以，星空、宇宙和我们之间

的真实联系是：我们都是星尘，我

们是恒星爆炸抛洒出来的各种元素

尘埃演化出来的产物。因为存在宇

宙演化过程，我们才能在地球上出

现，仰望星空，开始探索宇宙奥秘。

6 总结

在我们讨论星座这个话题的时

候，实际上会涉及至少三个概念：

中国星宿，包括三垣四象二十八

宿；国际通用的88星座，包括黄道

十三星座；从黄道星座又演变出了

黄道十二星宫，它是对黄道的平均

划分。它们都是天文学家确定的星

空坐标体系，用来计算太阳、月亮

的位置，从而告诉我们时间历法。

所谓生日星座是占星术把历法

日期和黄道十二宫对应的名称。从

消极的一面来讲，占星术的基础是

不可靠的，只是因为话术的原因才

被广泛接受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

从积极的一面来讲，占星术实际上

记录了一个古老的问题，就是“我

们和星空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联

系”，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被现代天

体物理学找到了。

星座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

星座的起源非常古老，可以追溯到

几千年前，但直到1930年才确定下

来国际88星座体系。星座文化里面

所蕴含的悠久的历史和科学发现还

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挖掘，从而为

天文科普作出进一步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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