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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提纲 

一．中国星象体系简介 

二．星象的历史演变 

三．我们的工作：《漫步中国星空》一书 



一、中国星象体系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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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星象体系 

•三垣 
–紫微垣 
–太微垣 
–天市垣 

• 二十八宿 
–东方苍龙：角、亢、氐、房、心、尾、箕 
–北方玄武：斗、牛、女、虚、危、室、壁 
–西方白虎：奎、娄、胃、昴、毕、觜、参 
–南方朱雀：井、鬼、柳、星、张、翼、轸 

 
 

 



传统星象体系的布局 

• 以北天极为中心 

• 四周星官环绕 

• 组成伞盖形 

• 伞骨为二十八宿 



 



 

紫微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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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市垣 



 

东方苍龙七宿 



 

东方苍龙七宿 



 

北方玄武七宿 



 

北方玄武七宿 



 

西方白虎七宿 



 

西方白虎七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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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现中国古代星象 

 1980年代，伊世同基于清代《仪象考成》和《续
编》编制“中西对照星图表” 

伊世同 



大百科全书版 中西对照星图 



大百科全书版 中西对照星图 



二、星象的历史演变 



地图  vs  星图 



疆域的历史演变：北宋 



疆域的历史演变：唐 



疆域的历史演变：西汉 



历史变迁：长安城 

 

 

 

 

 

 

 

 汉代：现代西安市的西北方5公里 

 唐代：现代西安市，主要是东南部 



紫微垣 
清代 

钦定《仪象考成》 



紫微垣 
宋代 

苏颂《新仪象法要》 



对清代星图的评价 

 清代星表资料来源相当杂乱，既有从前的观测数
据，也有当时的观测数据，既有国外的，也有国
内的。 

 当各类数据混杂在一起而又一时无法区分时，很
难据此做出有说服力的结论 

伊世同 



中国传统星象的传承 

 将《仪象考成》和《仪象考成续编》
奉作中国星名的圭臬，无疑是不适当
的。现所用星名，视为将星空分区，
当做200年来中名的称谓诚可。 

 其中近半数已与古代长期所指星，南
辕北辙，名不符实。如取其来代表中
国古老的传统，则大谬不然。 

 

潘鼐 



中国传统星象的传承 

 宋代《皇祐星表》近乎实际地反映了
中世纪传统星象的原貌，代表着古代
三垣二十八宿的恒星组织 

 在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学史料、古代丰
富的天象记录时，宋代《皇祐星表》
是值得信任和具有实用价值的科学星
表 

潘鼐 



三、《漫步中国星空》 

1，中西对照宋代星图 

2，与《步天歌》相结合，便于认星 



恢复传统星象的尝试 

宋代苏州石刻星图 

宋代苏颂星图 四库全书之灵台秘苑 

文献通考 



 



苏州石刻星图 

 





 



中西对照 西方星图-1 

 



中西对照 中国星图-1 

 



中西对照 西方星图-2 

 



中西对照 中国星图-2 

 



 



 



步天歌 

 唐代王希明 

 以文辞浅近、带有韵律的歌诀，介绍陈卓的283官
和1464星 

 首次明确二十八宿、三垣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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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元北极紫微宫 

北极五星在其中 

大帝之座第二珠 

第三之星庶子居 

第一号曰为太子 

四为后宫五天枢 

…… 

步天歌·紫微垣 
 



步天歌 

句中有图 

言下见象 

郑樵（1104-1162） 
南宋史学家 
史学巨著《通志》 
 



步天歌 

一日得步天歌而诵之 

时素秋无月 

清天如水 

长诵一句 

凝目一星 

不三数夜 

一天星斗 

尽在胸中矣 

郑樵（1104-1162） 
南宋史学家 
史学巨著《通志》 



步天歌与中西对照星图的首次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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