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蘇軾《東坡書傳》析論其
詩文中的天文問題
———以《前赤壁賦》爲主題

蔡根祥

提　 　 要

宋代蘇軾的文章最爲人所稱道，其中《前赤壁賦》被選入國語文教材。清朝

凌廷堪、張爾岐等人認爲《前赤壁賦》裏“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兩

句，以天文知識來講，是有錯誤的。本論文試圖從蘇軾的經學著作《東坡書傳》中

有關天文方面的解説内容，再補充蘇軾其他詩文裏相關天文的描述文句，與《前赤壁

賦》中天文陳述作比較，得以瞭解蘇軾的天文學知識的程度，並以判斷蘇軾的文章是

否真的産生天文知識的錯誤，抑或蘇東坡如此寫作是有其他的因素存在。

從蘇東坡《東坡書傳》對《尚書》中所記載天文曆象的註解，可以確定蘇軾

大部分都依循傳統《孔傳》的論述，也有超出《孔傳》，提出自己看法的。可以得

知他對天文的瞭解程度，並不限定於《尚書》，更參考其他天文論述，具有深厚

的天文知識基礎。

蘇軾既然具有註解《尚書》天文的認知能力，也表現在他所創作的其他詩

文裏。蘇東坡詩文作品裏提到天上星宿不少。經筆者查考分析，在在都顯示蘇

軾對天文縣象的精確理解。而對“斗、牛”二星宿更有切身深刻的認識。而

“斗、牛”二星在天文星宿上，是極具代表性的，可以借代爲指天上繁星。

據此可知，蘇東坡《前赤壁賦》“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應是

用“斗、牛”來“借代”衆星的修辭格用法，説“月亮從東山升起，在夜空中，與滿

天繁星優遊共舞”，並不牽涉到星、月之間位置、距離的是非對錯問題。



關鍵詞：赤壁賦　 借代修辭　 斗牛　 二十八宿　 天文星象

一、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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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赤壁賦》中天文問題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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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

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

斗牛之間，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

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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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坡先生《赤壁賦》曰：七月既望，月出東山之上，徘徊斗牛之間。按

《月令》：“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建星蓋在斗、牛間，中星在斗、

牛，則月當在室、壁間，去斗、牛甚遠。秦漢至今雖有歲差，昏旦中星不得

而同；以大要言之，亦只合在危、室間，無緣在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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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坡《赤壁賦》“壬戌之秋，七月既望”下云：“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

徊於斗牛之間。”案：壬戌爲宋神宗元豐五年，距乾隆七年壬戌凡十一壬

戌，六百六十年，歲差不過十度。七月太陽所約在張、翼左右，則既望之

月，當在室、壁之間，不當云“徘徊於斗牛之間”也。壁在斗東已一象限，初

昏時，斗、牛正中，月方東出，安得徘徊於其間。蓋東坡未必真有是遊，特

想像而賦之，以爲《月令》“孟秋之月，昏，建星中”，建星在斗上，月既漸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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臆度應至斗、牛；不知月漸東升，則斗、牛亦漸西降，月決不能退至斗、牛

也。昔人謂梅花開於孟春時，昏參中，夜半則參没。《龍城録》所云：“天曉

月落參横者誤。”故東坡作《梅花詩》，特云“耿耿獨與參横昏”以正之；然

則東坡蓋知縣象者。今以此賦考之，則東坡於縣象，亦未必了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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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如命云：“東坡文字，亦有信筆亂寫處。如《前赤壁賦》‘壬戌之秋，七

月既望’，下云‘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七月日在鶉

尾，望時日月相對，月當在陬訾，斗、牛二宿在星紀，相去甚遠，何緣徘徊

其間？坡公于象緯未嘗留心，臨文乘快，不復深考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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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宿出現時間及其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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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亢，鄭之分野，兗州。

氐、房、心，宋之分野，豫州。

尾、箕，燕之分野，幽州。

南斗、牽牛，吳越之分野，揚州。

須女、虛，齊之分野，青州。

危、室、壁，衛之分野，并州。

奎、婁，魯之分野，徐州。

胃、昴，趙之分野，冀州。

畢、觜、參，魏之分野，益州。

東井、輿鬼，秦之分野，雍州。

柳、星、張，周之分野，三河。

翼、軫，楚之分野，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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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亢等星謂之二十八舍，主十二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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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星次與二十八宿對應圖?
　

十二星次與二十八宿分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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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從《東坡書傳》探討蘇軾的天文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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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

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

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

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

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

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

義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

咸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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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

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曆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

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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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廣大也。曆者，其書也。象者，其器也，璿璣玉衡之類是也。星，四方

中星也。辰，日月所會也。或曰：星，五星；辰，三辰，心、伐、北辰也。重

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以是命之。

^bp¤¸®e)³�，&《a$》B½¤�Ï+，“v”̄ x7“�/"v”，

“w”:7“Ô¤;Á”。?“³e”)³´C¯，BChi®')#2&�³。

�^j³“vw”，æg4j>�，ã7“v，�v；w，äw，V、l、�w”，;

ð“v，�v”，7«V_)®~�/)�v，mOf“�Ì”，b/yvu，g/

Í¥I，V/¯aÒ，�/wv¾，"WÎvÞ。�;ð“w，äw，V、l、�

w”9�，g�《¤u$》；àh�ìÏ!《](Ë¢》��：“i³Ga：‘Gäß

Ãeäâ。’d：äâ，ä�w5。®93,g0�wÿ。《¤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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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w（�¸）f�w。”瑏瑠^j)43�，?0Z³《�Å》�

�，CW�7¹F)，C/，�Îæg43)W³，¹jn�?É_®'6>;

å�)¦fßÍ，BC�£0《�Å》)$*�³ý\。

《a$》³´“Ô"，võ，ÃJÊO”、“Ô�，vI，Ã¹Êt”、“Ð"，v

Ã，ÃJÊ´”、“Ô�，v¾，Ã¹ÊR”�：

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昬，鳥星畢見，

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

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仲夏

之氣節，季、孟亦可知。

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虛，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

日見，以正三秋。

日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三節。

^j0《bpÅ$》!“Ô"，võ，ÃJÊO”·�，8�/9v��：

日中者，晝夜平也；二分皆晝夜平，而春言日中、秋言宵中者，互相備也。

春分，朱鳥七宿昏見於南方；夏至則青龍，秋分則玄武，冬至則白虎。而

夏秋冬獨舉一宿者，舉其中也。

m!“Ô�，vI，Ã¹Êt”·��：

永，長也。火，心也。

�³´'·"，̀ jÄå^jæL~7mw$*《a$》)³´��)，̂ <å

�Oz²¤"，7a�Ñå�W0g/。t��¤"，7á�"v“I”，í�

５９從蘇軾《東坡書傳》析論其詩文中的天文問題　

瑏瑠 à�ìÏ：《](Ë¢》（《�ÚzÅ》L），��。



º、�、Väv，�ÃVvf¬，g^!g/võ。´z}¤"，7�-"vÃv

g^!g/®õ。R�³j¤"，7aÆ"v¾vW0g/®õ。�《a$》

$*)³�，É�B½¤\]¯*)ÙÚ，�I，̂ j?®~v<)Ð%~

DA?g^)°ö，ìr7³z6�)，��5½¤¦IC?)ðo。

^j5Z³《®Â》“Ñä8¤¬Ò¤¬Ô，ÃÓ¤E�°，�y”@jN

ñ�：

周四時曰朞；朞當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云六日，舉其全也。歲止

得三百五十四日，故以閏月定而正之。

�@�)�`，)@ÄÃ�å^j7£³¯§Ð%~&¤G)~7Cj

Y)，;Ãq��Ó¤��M$`)ÏÅ。GÈ7�^j?®'�³�Å7

"-Ã~)0p。

《�Å》"kD®')，:¤《ÔÂ》¡“!Õ2、W¡，ÃøÑ3”，̂ j!

《Å$》�²Z³�：

在，察也。璿，美玉也。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

五星也。

《a$》í�：

在，察也。璿，美玉；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

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當天心與否。

?w9�，̂ j�Ã³�《�Å》)®'#X，µ!�7$*ÁÅ-;få)、

�å)。

!《�Å·ÖÔ×》¡�，5¤k]®')，ã!6“³²AÜ”®�：“È#

#V-9e：Ô、¤、vw、,、�、=Ø，iÁ。+Ù、Ö、I、�、·、ÚÛ，Ü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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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ËûåÝ�ì，iÜ，_`。”̂ j《Å$》�ä)³´Ñ�：

日，日也。月，月也。星，五緯之星也。辰，心、伐、北辰，三辰也。

《a$》�：“Ô、¤、vfäw。”《a$》;�)7ÞI《/$》³²��：

“äwÞß，mµ`5。”Ãf“äw”È7?Ô、¤、v。�^jÃf“v”7«

“�Ì9v”，ìr7.�Ò《�è·�+�》;�“!ø，5Ô、¤、vw”@�

Z³;�)“vð�Ì5，wðÔ¤;Á³²15”)¬ä。�0“w”è，̂ j

Ãf7“V、l、�w”)“äw”，Þ~>《®Â》“³eÔ、¤、vw”jx，7�

Ò《¤u$》9�。ÄW^bp?0《�Å》�)®'�x³�，gÒ$*6>

9Ä，:$¤�æ)¬W，|gjþÁÅ`)�³。

《�Å·àá》¡5¤æD®')ÿ!。《àá》¡k“Ã·âw，¦°.

Ô”，!w>Ã·Úoªs°�：“ô�ã¥，�°´¤£，wò9Ý�，ä^L，

å4*，B-·。”̂ bp³�：

日月合朔於十二辰，今季秋之朔而不合于房，日食也。古有伐鼓用幣救

日之事。《春秋傳》曰：“惟正陽之月則然，餘否。”今季秋而行此禮，蓋夏

禮與周異。漢有上林嗇夫；嗇夫，小臣；庶人，庶人之在官者。

《a$》�：“w，Ô¤;Á；�，;�91。9，M5。CMÈÔ3Äå。”@:7

ÄW^jú�《a$》)�X�³´)。

《�Å·-�》¡"，¤%.“¤A”)�t“²j¤æw，!Áç。�MÔ

=è，�h¿��，ÝálÆ。ã�¤)�`，���Æ�Ý:”，̂ j?0µ

"“!Áç”“)�`”ù“¤A”)³´�：

壬辰未有事，先書“旁死魄”者，記月之生死，使千載之日，後世可考也。

曆法以月起，故書多記生、死、胐、望，皆先事而書，所以正曆也。

７９從蘇軾《東坡書傳》析論其詩文中的天文問題　



�@jÇ³�ãÄå�，̂ j76�£³j¤9"，¤AÑ£、ó、�µ、Áµ、

�`、fóùðo，ÃDC¯¤Ag^)°ö。

《�Å·�ý》¡�，G¤6D®')。《�ý》,�a“�、�Ë。jñy，

²ñ¤，äñÔ，�ñvw，�ñÉ·”，̂ j《Å$》)³�7：

“歲，星所次也。”“月所躔也。”“日所在也。”“星，二十八宿；辰，十二次

也。星辰者，歲月日之所行也。此四者所以授民時也。”

《a$》íÃf“y”;ÃË�°，“¤”;ÃËj¤，“Ô”7“ËjÔ”，“vw”

7“²³}å9W，Ãn�ñ，³²wÃËÔ¤;Á”。^j&《a$》?“v

w”)³�:7jY)。《�ý》¡!“Bþ”a:¤“B�²v。v¤�ù，v

¤�W，Ô¤9%，í¤R¤t，¤9�v，íÃùW”&®'A¸)�·。^

j)³�7：

箕好風，畢好雨，月在箕則多風，在畢則多雨；言歲之寒燠由日月，其風雨

由星，以明卿士之能爲國休戚，庶民之能爲君禍福也。

《a$》�：“kv�ù，�v�W，G�;�。……¤L0kí*ù，L0�í

*W。”̂ j57¯x)�³。$`)�，�¤ÞI：《�L》�：“¤LÝ�，

éêëª。”ÄW¤L�í*W。�0kv�ù，í@�I《O´Ì》¤“¤L0

k，íùû�”9�。

ÄW^jZ³《�Å》¤¸®'、Ô¤、vwùOt、̂ e°，�*�ú�

Ã《a$》f¬)$*³�，ö"G*�µ�VÆ�A¸)®'ve)W³，

ÄÃ«å^j)®'åÝ，ìrE½"-Ã~)eå0p。�Iâ¶�，̂

jå�jk¤�，¤G!¦jk°öÁ!¦j/´g^，¤A7ìx)。¯

°，�5jE£³j�³²k¤"，$j¤Á)Üj®g^!g/�õ)v

å7¦j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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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從蘇軾其他詩文觀察其天文認知

^jf@E¤Z³《�Å》®')eåÎÏ，@-åÝìr5Á{^!�

;"i)µ��'�。lmöEj�^bp)it，æ]®~vå)!!5

CÅ，¤O)t《ÿ�5》“ÁîïðÑÓ¤，V�ó，¡®ñ”ã7µ"jkÐ

5。�«`ã;�1]):¤CÅ，��!!�jn^j?®'\e)�F

�³。n>Ñ�，BÊ�`。

µ!，̂ jC6¿(Ý'Í，W¢*/，�?0ÅL~)åÝ5Lcæg

Úî，:¤Þ^!��A?w，B¼j´ÁÁÅ)Åò5。?0®'åÝ��，

57Ñ?)。

^jiÒj¡《3jGÀó'》�：“�|Ã¿�v，CÑ�#9ô；õ6Ã

�"�，CÑ9ø9Q。”瑏瑡;ð“�|Ã¿�v”，ìrã7«A$7�hî)

5;i)《¿®À》瑏瑢，µÅ�ÃÂ´、̄ ´、®E，z~、"、�ä)d，3Ã�

/´)�vz/²³}�，�=ÃÑèfj·，7�H`，7V_ÁÅ-eÝ

®'cÀÁ�1)'。^j)@5iLÀÁ�1/；CÕ@x，̂ j:¤

《¿®À》)opÞ3!)®'#2A"#，ef!à“�#”���!!。b

p:¤j¿《�%#v》)�，��：

天髙夜氣嚴，列宿森就位。大星光相射，小星鬧若沸。天人不相干，嗟彼

本何事。世俗强指擿，一一立名字。南箕與北斗，乃是家人器。天亦豈

有之，無乃遂自謂。迫觀知何如，遠想偶有以。茫茫不可曉，使我長

９９從蘇軾《東坡書傳》析論其詩文中的天文問題　

瑏瑡
瑏瑢

《bpz9》，�²³�。
《�ÚzÅ》"¤《¿®À》Ñ�。æ2�：“PÕ«《Å ³ï》ñ：《¿®À》j�，ÚH
ú-，²³}�À5。《ä±°》、《�v3Ý�》Î0û。�ñ.�ò`ú，��î)5。
@í《ìû·®'(》íñ：�¤î)5，N`9ê5，CåO<，i《¿®À》……³，í
《®'(》zË?À，T«9¦�；@î)5f�-，CW�Å，Cåís;I。8ü�°
;i，Cì9öùCåµ-。《�Å·LÆû》"rC= ，�《.Å》���ò`5。ÚÃ
$Ú，�;CåÄª。”



歎喟。

�"{^g�?®~vw#2)!àLö，B�ef®~)�v�7j>�

@^e，&^!-ö½¤ë�，-m¤®~)vvoeµ，¤¤®~)v<Ð

%Þ-ö)ÿ.ið3Tì)zM，@-^j�ef7C»!à)。^j!

《bpûZ》���56>É¶~¤¸®')ÿ{，Bæg�æ)ß&。��：

天上失星。崔浩乃云：“當出東井。”已而果然，所謂億則屢中者耶。漢

十月，五星聚東井，金、水嘗附日不遠，而十月日在箕、尾，此浩所以疑其

妄。以余度之，十月爲正。蓋十月乃今之八月爾，八月而得七月節，則日

猶在翼、軫間，則金、水聚於井，亦不甚遠；方是時，沛公未得天下，甘石何

意謟之。浩之説未足信也。

©?，ÄW^j?®')£³，C¿0jþ-p7¤k�W)Ce，��7�]

�º6>Ô、¤、�v&²³}våA?´Ì)ß&，IÃP6÷;�)7¼。

bp4Äj¿《·5©"´W¤》)�，�Îqg�?®'eå)�ºp。

�'�：

明月未出群山髙，瑞光千丈生白毫；一杯未盡銀闕涌，亂雲脱壞如崩濤。

誰爲天公洗眸子，應費明河千斛水；遂令冷看世間人，照我湛然心不起。

西南火星如彈丸，角尾奕奕蒼龍蟠。今宵注眼看不見，更許螢火爭清寒。

何人艤舟臨古汴，千燈夜作魚龍變。曲折無心逐浪花，低昂赴節隨歌板。

青熒滅没轉前山，浪颭風迴豈復堅。明月易低人易散，歸來呼酒更重看。

堂前月色愈清好，咽咽寒螿鳴露草。卷簾推户寂無人，窗下咿啞惟楚老。

南都從事莫羞貧，對月題詩有幾人。明朝人事隨日出，怳然一夢瑶

臺客。瑏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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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jÒ®e#´)°ö，7"´°ñ，̀ ¤}>)°ª，?lm£³v

e¤S�)øÒ。mw®e)Ð%，t³)}¤"´，�ve�~（ë¶´

]%¯§¤É�o�)ve´Ê~）å6�q，�/�-"v“Ãv”ìrÉ

]¹g/)�õ，�b/á�ÑvªLÉÊ©g/êkV/Ò。;Ã，�'"

�“VgIvÑmù，oëúún�û”，“Iv”C7å®%v")Iv，V_

)“Iv”«)7á�Ñv“o、¹、º、�、V、ë、k”")“º、�、V”äv，M

�f“�I”v，5¤Ã“Vv”�f“I”v)；̂ j;�)“Iv”ã7«á�

")“V”v。�j®9"，®~ve5ÁÉ=¶´�É�´ÊÉG)，57�

g/kV/ÊG。;Ã，�·7�，á�Ñv")IvÑmùþ�Vg/kV

G5Ê，�n�")ov、ëv5!V/�õ�û]üý。��·�，ÄÃ`F

å�^j?)°®'^e)w>，?²³}vå!}¤"´)A?´Ì)�

`，�7¼c¹F��º)。

4Ä，̂ j¤《1ÞÓ¨vXvþ¤øùZº�》j�，¬zæ]“�、̄ ”

²vå)。�'�：

月次於房歷三星，斗牛不神箕獨靈。簸摇桑榆盡西靡，影落蘇子硯與屏。

天工與我兩厭事，孰居無事爲此形。與君持槖侍帷幄，同列溫室觀堯蓂。

自憐太史牛馬走，伎等卜祝均倡伶。欲留衣冠掛神武，便擊雲水歸南溟。

陶泓不稱管城沐，醉石可助平泉醒。故持二物與夫子，欲使妙質留天庭。

但令滋液到枯槁，勿遣光景生晦冥。上書掛名豈待我，獨立自可當雷霆。

我時醉眠風林下，夜與漁火同靑熒。撫物懷人應獨嘆，作詩寄子誰當

聽。瑏瑤

@¿�9i，¤jÿý)ëÁ，̂ jiLNBÓ¨v（åØ）)uuÓ5þ（8

µ）j0¤øþº，5¤NBÓåØXvþj/；Ó8µ¤|ì)·�，�Óå

Ø½¤|ì。07^jm3NÒj²¤øùZºBÓåØ，òó�Îf?º

１０１從蘇軾《東坡書傳》析論其詩文中的天文問題　

瑏瑤 《bpz9》，�²³j。



·jÿ。û�，ÓåØk0;ðî�，·Ò^jj¿�，ïf《5á�ÅRXv

þ、¤øùZº，�³²ÞÃZ》瑏瑥，07^jmxÒ@¿��|ì。

@¿��0，jx3�“¤10�Éäv，�¯C�k�Q”，ã7'�Ò

�c)《äv%》�!'A，�c�：

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斗不挹酒

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攘。名聲相乘

除，得少失有餘。三星各在天，什伍東西陳。嗟汝牛與斗，汝獨不

能神。

�c;�)“g�”，ã7�-ve",j´)“�”v，�vû0Þ=“̄ ”v，

ý0ã7n�ve&ûjí)“k”v。�c�：®~)“̄ ”&“�”½¤!à

)�®，̧ �7“k”L�ã½¤;.bV，;Ã“5ô、5¦”。;Ã^j�“¤

10�Éäv”，7ã�¤øùZº~¤GoÉ")´Ì，m¹c)«p，7@

øº)/G¤j©Ñ¤G)É"，¤GÉ²)1~!ÄÎ¤äkNÉi，ãt

®~)“�、V、ë”ävå，@7²¤ÊOOz°¤Gb>)´Ì。)@，Ñü

¤oÉ"7�#)，�ã¤S*>°ö)ÄÎv，C/，BChi�0©“�”

v]“̄ ”v)«Ê¥j。�Xvþ~íÉiÄÎãt“k”o)"D，�"®

~)“k”å；ã®'ve��，“k”v$�ã!“ë”v9û，Þ=“k”v9û

¥jã7“�、̄ ”Ò；;Ãã%î�Ò�c)'·�“�、̄ C�k�Q”。

“k”!V_c��i&}.、'3、>5、&(93，;Ã^j�“&)&yo

VV”，@Þ®~)våVêSAÝ，@Þ《�L·*ù·Ñ¤》�“Ñ¤êI”

)VkÏC*。^j:�“h-^5þ&º。®�&l$+ÿ，HB5ÿ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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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瑥 àÓåØ：《Ó¯¶9》（《�ÚzÅ》L）�ä。ï�《5á�ÅRXvþ、¤øùZº，�
³²ÞÃZ》。�'ñ：“íÇT�X`v，,,uV7~Q。^¤�l?²T，8lýw
áYº。l#®¶ö，¤.=êo。��6õ|Õæ，"�-ø½?.。ø¦ûDCÎ
ú，#�¢Q¯¿/。¤N2ÿ¨Ø0，;�pq�X1。Æ"®7gv¤，P-�«:
´2。Tzv¤|lÒ，âwq3ù��。;ZÄÑ¦， ìgá«。Ý¢�§�9u，
¬4C¸)ù5。�Y#-S，���/Í。+�65áW³，07õ82�1。”



o”，ÄW^jÎ¤¤øùZº、Xvþ)oú，"Y®~)¤GLÉÒ�、V、

ëäkvå9û，�-]kvw~；@jn=^j?b/á�、�/�-²e

)vå7³z�y&£³)，)@5`F¶å�，�、̄ ²vå!C¯)°ö

�!�õ)´Ì。Ñü¤º~) ³&þ�)vedejG，ã¹�7²¤

ÊO�®)v¤ðø；bpw>)ðoÞ®~)ve7jY)，½¤��，�

@7�±�lt"ã�g)w>�！ÄW^j7å�¤G)´Ì&®~vå

)A?´Ì&ÅL)。

µ!，̂ j��&“�、̄ ”vå¤C³9Á，ëf^j)�wãÞ“�、̄ ”

A¸。bp¤j¿《�8ÒÃ¿Z`M》��：

屬國新從海外歸，君平且莫下簾帷。前生恐是盧行者，後學過呼韓退之。

死後人傳戒定慧，生時宿直斗牛箕。慿君爲算行年看，便數生時到死

時。瑏瑦

^j�“�°å¬�¯k”，¤“k”vý!“�、̄ ”9û，ìr7ëf9Þ)6

�，�C7�Cå�L�)¥j7“k、�、̄ ”。�^jg�°)Ðdã7

“�、̄ ”vå。!bp!《ûZ》�，¤《Ðz》j7�：

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爲身宫，而僕乃以磨蝎

爲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瑏瑧

Z`M7j´/¿，ÎÞI-g�°)°w}è，«|g�k-j�);d¥

:；̂ j5iLº�´|j�，;Ãã��Z`M�æ)g�°w7“�°å

¬�¯k”。��《ûZ》;%，Äå�^j6�å��æ)�w、¤åÞ�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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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瑦
瑏瑧

《bpz9》，�²³�。
à^j：《bpz9》，�j8j，《ûZ》。?�5W0《�Ú》L《bpûZ》�j、bp
《;æ«%》ùÅ"。



AÝ，�7¤å¬�、̄ ，;Ã，�q�ð&�cjx，��*�<f。瑏瑨kÞ9，

^j?0“�、̄ ”vå)�y0p，ìr|/µ�)®'ve)。

^j?0²³}vå)�y，:ÄÃ«ä]vå&z§)?ì¸¹~。

^bp¤¿《²õÝ,Ã�'WÃ，i�fZ》)�，�'�：

我懷元祐初，珪璋滿清班。維時南隆老，奉使獨未還。迂叟向我言，青、

齊歲方艱。斯人乃德星，遣出虛、危間。自注：司馬温公謂軾曰：子駿，

福星也。京東人困甚，且令往彼。……

²õÝ,7«õÝ5=)$´q5，>9ã7¥Êâ，;Ã，̂ j�d�Ñ?。

《¶%·®»Å》�Ã、_v)z§7áÒ，《�Å·¶�û》�ø¶7Ã、_9

z§，《̀ g5·®'É》5A¯，《vL》�：“Ðé、Ã，ø9z§，áÒ。”ÄW

^j?0²³}vå?ìr¶z§，7³z6�¹F)。@x)Ð5:¤C

Å，3\jÐ，bp¤《�K?ÞIvát》，µ'ñ：

嗚呼！天之保佑下民罔不至，所資以生，罔不蕃育。民既不知德，天亦維

不勌。乃朝夕戕取以厚厥躬，天既不我咎，乃不恭畏于神祇，不脩勅厥

心，驕淫矜夸，以干上帝威命；帝用不赦，丕降罪疾于下，則惟雨暘常，以

訖我黍稷禾菽麻麥，我民用蕩析隕越，天亦終哀矜，其忍翦棄其命，罔孑

遺。今秦民既不獲于秋，乃十旬弗雨，曰：“其尚克有夏，走于山川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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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瑨 ^jÞ�cg�AÝ@{ÿð，!à_ã¤-æ]Ò。à@Åú《Våÿ'3¾ý9》�
ä³�，¤“Ð!AB”7�：“d9《äv%》�：‘l�9w，Ôåg�。¯Cµo，kä
µ¢。¯CWÜD，�CEGF。k�¤�Q，5°¾&û。’bp�ð�°&d9AÝ，
éÐd!�¯AB，�wdG!ÿ。Tµ�Ã¿Z¹M��：‘�°å¬�¯k。’”à·
ãG/ú《Þ�§´》�³Ñ5�：“d9《äv%》�：‘l�9w，¤åg�。’Ã�v
º9，íåd9ÃABfwd。m�：‘̄ Cµo，käµ¢。¯CWÜD，�CEGF。
k�¤�Q，5°¾&û。5ôOÃ¢，5¦�ÃG。’íå¯~!AB，¬�<f。bp
é¹d9《äv%》9·，Ãð‘HÃABfÐ，Î&d9¯W’。@#bp《Z�Ôy》
�：‘ïæ¹0ÉI，ªâ}p；¤å¬0g�，�ÑÃO。’í7bpGABfwd，��
�‘ABfÐ’，Ð¼w&Ð¯dÞ。Hc|�v`，ÃðÐdJ¹CDwd9D，bpÃ
wÐ¯d，T<f D0d9。”



亦罔不至。”既不獲，乃曰：“維熒惑鎮星次于井，秦民其亦應受多罪。”兹

用即于齋宫，爲壇位，以與百姓請命。嗚呼，其庶幾哀之，俾克有夏，亦克

蓺厥秋。民今其栗栗，朝不謀夕。

^j!át"�“̄ Í¥ïv1Ý·，ç�µGì\*t”，¿ã2å�“Í¥”

vã7��%v")Iv，V-S~ã¤!#´��%v，�$í%v)Ð%

Ûp�CoA¯，;Ã，!¶´~#´��%vÐ%°，Á��%v¤¥%、�

%、¾@ù)#2Tz。“Í¥”v57@x，�sz°ö7¥%，Åsz°öÁ

�%，¤°íÁ¾@。“Í¥”v!V_-EfKL、¥.)vv；《¶%》�：b

·、r2)z§fÂÒ；《̀ g5》�b·、r2)z§7ç#；《�Å·®»

Å·¶�û》̄ 。;Ã，̂ j�)Í¥v10b·å°，ç¶ÂÒ)�8dã

¤KLÒ。@5jnÒ^j?vå&z§?ì¸¹)M�0p，¼jþ-Ä

")。

五、 “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
牛之間”的合理解釋

　 　 �Ã~^júi《bpÅ$》，Z³《�Å》")®'Ot，{^g�?®'

eå)I*v£³；:¤!�)�'�，�`F¶å�，̂ j?@-®'åÝ

;E½)0p，7Ñ?)¹F&�º，�ÉV-ï，¥ÆN�，Ð�!�'"，m

7�I¶õ]�®；!!�²`^jBC7j´Cì®')ÁÅ-，���©

ÁÅÀ�Ã��!SÊÃC²/)。 µ7�?“�、̄ ”vå)Ü^eå，!

!ÑCÄÎ2Ú�!《ý�¦�》�ÁÉV.x��)。

µ!，3Ú°5ìrå�^bp?®'7¤£³)，;Ãq�“O-ðk

Jx0ÉO°，á，�"，��í�½。《�� 》;�：‘®Ò¤-�¾`�。’T

bpi《kJ�》，Õ�‘PP�&�¾á’Ã¹9；@íbpéå\e`”。C

/，3Ú°�½¤Ñ«`jx，�^j;=i)《bpÅ$》，:¤µ��'�

OQg�*)6²，ãR�P6，�bpCå\e，ë��»û-，3Äðp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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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j，Cåµ²，CI�]，CÂfÉ。

f@^j7j´M�®e)(`，?®'^e¤Ñ?)£³，�I�f¦

IÁ!《ý�¦�》xg“¤g0b,9~，��0�、̄ 9ö”�？

«`Ãf，@ìr7^bpef“�、̄ ”²vå!®~²³}vå"，E

¤_{v)Xa，ÄÃÑ_f®~;¤)vå。6h�ü%ú《̂ �ÙZ》�

�³}¤《ùõ》j��：

牛羊下已久，寂寞掩柴扉。水鸛鳴城堞，飛螢上戟衣。夜涼江海近，天濶

斗牛微。何日招舟子，寒江北渡歸。瑏瑩

@“®S�¯´”·�，̀ jBC7��v、̄ v，�7ú«!ßTU)�õ

"，vâ´lÄÒ。

)@，lm:ÄÃî，“�、̄ ”3)�I¤_{v�？«`ef@7?@

)，ëfV_)-?“�、̄ ”E¤ÕÖ)Ce，¤“�Æ�¯”@k��。6_

Oû×《Vÿ>EL》�Ñ¤jÇ%.�：

晉張華見斗、牛之間常有紫氣，問雷煥；煥曰：“寶劍之精也。”華即補煥

爲豐城令。煥掘獄，得一石函，中有寶劍二，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

“太阿”。是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留一自佩，遣使送一與華。瑐瑠

@k$�)Tÿ，lm�ÄÃ�R19，@�“�¯9öc¤Â�”)P>，Ã

åÔ)®'(�q，µ7¤3í!I)。lm$*)�å)´Ì，µ!ã7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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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瑩

瑐瑠

@¿�¤-efC7^j)�。Ñà�¼：《VNØsû9》�ä³ä：“WÇVNñ：
‘�Øÿ�"，®S�¯´。’ä1¶9"�·5，《½�9》"G¤9，é��|，¼bp;
i。”�`h9Xò《àfø9》�ä，̂ j²8�³�¿"5¤?�。$�s_jt，C
ÄE6。�")F7¤“�、̄ ”Ñ_f;¤)vv。
6Oû×：《Vÿ>EL》（6�UKS#^L），�Ñ。



m^!;®)Y7I)UV，5ã7-Ê�)´Ì。�07Y7lt 瑐瑡：

Y7)vIæL7©ä7`2;��，�lm)¯§I，7!µ"j7`

2)Ä\，�å)´Ì（-Ê�）ã7Y7)UV。!��，¤SZ�)v<�

G，�v´)ÁÌ，ëv´)[�，;Ã，ccÁÿg+x)â}。;Ã，V-�

#®e，LcÄÃÿ^“�、̄ 9ö”¤+âÆ\)^e，@7µ�)vå;½

¤)Õ+®。~>ä=)$�p7µ"9j)%.ÿÐ�ª，ÄW“�、̄ ”²

vå!V-V("，)F7E¤Õv)_{v。

�I，̂ bp!《ý�¦�》��：“¤g0b,9~，��0�、̄ 9ö”，

ã7�Ò@>“Ñ_”<ÌÍ)�，�“¤G�b,>G，!�õ"，&Ó®�

v¿NÙ÷”ÄÒ，µ"BC9�]v、¤9ö)´Ì、ÅL)7¼?�îï。

(`�,)5ÄÃ´2Ò，p©Ç@JrÑO。

（作者：臺灣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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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Å (

�8`：《³<(》。��：��Æ7CÅ�øC''Ù《�ÚzÅ》L，１９８３ �。

�ìÏ：《](Ë¢》。��：��Æ7CÅ�øC''Ù《�ÚzÅ》L，１９８３ �。

a<#$：《�Åa$》。��：ëÛÅ�，１９９１ � １０ ¤，�A�J<L。

9Ñ ：《b~Ø�》。��：��Æ7CÅ�øC''Ù《�ÚzÅ》L，１９８３ �。

9Xò：《àfø9》。��：��Æ7CÅ�øC''Ù《�ÚzÅ》L，１９８３ �。

ÓåØ：《Ó¯¶9》。��：��Æ7CÅ�øC''Ù《�ÚzÅ》L，１９８３ �。

�¼：《VNØsý、û9》。��：��Æ7CÅ�øC''Ù《�ÚzÅ》L，１９８３ �。

�ü%：《̂ �ÙZ》。��：��Æ7CÅ�øC''Ù《�ÚzÅ》L，１９８３ �。

@Å：《Våÿ'3¾ý9》。��：��Æ7CÅ�øC''Ù《�ÚzÅ》L，１９８３ �。

JÕ¯¬ò：《VÆåÝÆÛ（３）———'µåÝ》。��：9�À Å¤£¤¥，１９９７ �。

3Ú°：《�è#'9》。"#æLVÆÚ，I���(7Û#³}�äµ_^L。

Pô：《��ës》。��：��Æ7CÅ�，øC''Ù《�ÚzÅ》L，１９８３ �。

ä´~：《Í¢üs》。"#æLVÆÚ，I�� Å�76�UÕ<3Mö`�CL。

×�M：《,#U1》。��：��Æ7CÅ�øC''Ù《�ÚzÅ》L，１９８３ �。

ãG/：《Þ�§´》。��：��Æ7CÅ�øC''Ù《�ÚzÅ》L，１９８３ �。

Oû×：《Vÿ>EL》。"#æLVÆÚ，I"#-��( Å�76�UKS#^L。

�cú、²Ê\ò：《�8Ødéa'9》。��：��Æ7CÅ�øC''Ù《�ÚzÅ》L，

１９８３ �。

^j：《bpz9》。��：��Æ7CÅ�øC''Ù《�ÚzÅ》L，１９８３ �。

^j：《bpÅ$》。��：��Æ7CÅ�，øC''Ù《�ÚzÅ》L，１９８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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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Ｏｄ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ｌｉｆｆ”，ｍｅｔｏｎｙｍｙ，ｔｈｅ Ｄｉｐｐｅｒ Ｍａｎ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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