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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歐陽亮

五星聚散兩依依（上）

如果連成一線又十分接近，就如同串在一起的

珠子，可稱為串珠或聯珠，一般人所說的連珠炮就

是形容一個緊接一個的樣子。而古代青銅器或絲織

用的聯珠紋樣，也都是彼此相連、一顆挨著一顆，

緊鄰相接，如同排隊。如果串珠的珠子之間空檔很

大，就難以被視為「串」。

現在我們當然知道，行星不會莫名脫離位置而

非法群聚，讓太陽系運作大亂，這些行星的相聚都

只是視覺上的逼近而已。但是「聚成一團」與「串

成一線」並不相似，只不過在古天文領域裡，五星

聚通常也可稱為五星連珠1，一般不會特別區分這

兩種排列。這是由於每個行星繞日軌道並不在同一

平面，都略有偏斜，八大行星約在七度範圍內飄移

（圖2），就算從太陽系正上方看到大家整齊排好

隊、中心都剛好在同一線上，但站在各行星上卻看

不到行星彼此間互相重疊的「掩星」，頂多只能看

到排成「一線」。不過這種精準對齊的串珠狀，不

知要多少年才會遇到，實在很困難。若只是稍有偏

差、聚集成團狀的五星聚，那就容易多了。

但要多近才像是聚成一團呢？看到天空中相鄰

的兩顆星時，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看法，有人會覺

得很近，其他人則未必認同。在幾個月前，新聞曾

經熱烈報導「五星連珠」，不過當時這五顆星跨距

超過半個天空，遙遠到很難有「聚」或「聯珠」的

視覺效果，而且拉長的空隙之間，也容易有亂入的

明亮恆星干擾。不熟悉星空的人並不知道哪些星是

行星，不會發現它們亮度差距多大或相連與否，也

許會隨便找五顆星來連。如果能像新聞引用的誇大

人生總是聚散無常！從前，人們的相聚是指碰面；現在，

用網路視訊看到彼此，也勉強能算相聚。其實，天上的行星也

是，「五星聚」可是古天文界的熱門關鍵字。然而，行星要怎麼

「聚」在一起？是指脫離軌道相互接近？還是如電影借位手法那

樣，只是表面上看起來像是擠成一團或連成一線（圖1）？

圖1. 西元前1953年2月底，日出前之地平線上20度範圍，可見五星連續聚集於8度內至少10天，最密集時僅有4度半。

圖片來源：Stella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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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圖那樣明顯地看出五個行星圓盤也不錯，只可

惜我們並無法用肉眼看見。

如果從歷史的眼光來看，在古書與相關研究中

可以看到「聚」其實有很多種說法：

1. 五星在二十八宿的同一星宿或相鄰兩宿之中，常

見於正史記載中。

2. 五星同時在「十二次」的其中一個（十二次為記

錄木星位置之等距劃分法），意即相距30度以

內。亦見於正史裡。2

3. 五星相差小於45度，見於《辭源》以及部分天文

史學者著作。3

4. 五星相距60度以內，見於部分現代天文專家的文

章。4

5. 五星各居一宮相連不斷，甚至虛拱一位也算，因

此可遠達150度以上，見於占卜個人命運的星象

命理書中。

綜合以上五點看來，「五星聚」從最小的同一

星宿到最大的150度都可以，定義實在太過含糊了。

古典的定義
在這些說法中，第一點「在同一星宿中」所涵

蓋的範圍可在1度（觜宿）至34度（井宿）之間5，

而「相鄰兩宿內」，其範圍則在11度到44度左右6，

且已將第二點之說法涵括在內。我們可先從歷史文

獻來看「聚」的記錄有哪些。

查正史中有關「星聚」、「星連」、「星聯」

這幾個關鍵字，結果綜述如下：

《史記》《漢書》《三國志》五星聚于東井

《晉書》三星聚于畢昴；四星聚于奎婁、牽

牛；五星聚於星紀（十二次之一）

《宋書》三星聚于畢昴；四星聚于奎婁、奎、

柳張、牛女、心、箕尾；五星聚於星紀、虛度、

房、箕、冀方（冀州，指昴、畢之分野）

《魏書》三星聚虛危之分、東井；四星聚奎、

圖2. 太陽系各行星的軌道不在同一平面，若以地球軌道（紫紅）為基準，水星（紅線）偏斜約七度，木星（紫線）偏斜約

一度。請注意此DIY彩繪模型僅為示意，並非真實比例。（筆者製）

https://blog.xuite.net/liangouy/star/590588785
https://ctext.org/zh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79635&page=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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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參、危；五星聚於東井

《北史》五星聚於東井

《隋書》三星聚東井

《舊唐書》二星聚東井；三星聚營室；五星連

珠（首次出現，且為文學用詞）

《新唐書》三星聚於東井、營室、危、軫、七

星、南斗；四星聚於鶉首（十二次之一）、畢昴、

尾；五星聚於東井、尾箕

《舊五代史》四星聚于畢昴、張

《宋史》四星聚；五星聚奎、伏於鶉火（十二

次之一）、軫、五星連珠於奎

《遼史》五星聚於虛度

《元史》三星聚于房、奎、井、亢、斗、室、

胃、畢、尾；四星聚奎；五星聯珠同會虛宿、五星

聚見於西南

《明史》三星聚於井、參、翼、軫、角、房、

危；四星聚於柳；五星聚於營室、張、室

由上可知，「聚」大多是指在一個或兩個星

宿以內的接近情形，另外亦可用十二次或分野來

認定，但是次數遠少於星宿。我們若用天文軟體

Stel lar ium，可以重現近五千年最密的一次五星聚

（圖1）：西元前1953年2月27日清晨，五顆星最接

近時僅有4度半，甚至有四顆聚集在月球盤面這麼小

的範圍內！亮度達-3等的金星與亮度同為1等的水星

與土星，形成一個小小的三角形，包圍著2等的紅色

火星，光是想像就已覺得十分壯觀了。且整個2月底

在地平線上20度範圍，都可見到五星連續聚集於8度
以內，相當於伸直手臂後以雙手的姆指與食指所圈

出的圓形裡。

若是從另一個原始定義來看：古人為了制定

曆法，會設一個「曆元」當做起點，以便推算。這

個起點會取甲子日的夜半，且必須正好是朔又是冬

至。後來曆算家為了強求更遠的起點，甚至附會為

天地開闢之時，於是追加了五星同度等嚴格條件，

稱為「上元」。但這只是一個理想而已，實際上並

不存在。7

還有什麼事件能夠看出五星到底怎麼「聚」

呢？傳說中「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圖3）是第

一本正史《史記》的描述，而《漢書》則明確寫出

時間是「元年冬十月」。不過我們若用天文軟體可

以看到，必須在漢高祖的第二年（西元前205年）五

月才有這個天象，並不在元年，且五星之間最近時

相距達21度，並分布在井鬼柳三宿（圖4）。若要求

全在井宿，則相距31度，且水星有點遠。這個古天

文史有名的移花接木，其實是為了想要附和五星聚

占辭所顯示的「改朝換代」，且其他企圖附會五星

聚時就會發生王權更迭的例子還有好幾個，甚至有

學者用來認真推算遠古年代，但很容易徒費心力。8

有趣的是，歷史上有些看起來更像「聚」的

奇景，卻沒有被記錄。例如漢代呂后專政時聚於室

（西元前185年）跨距只有7度、唐代韋后攝政時聚

於柳（西元710年，此時武則天已過世五年）只有6
度，然而這兩個時間點實在不符合星占「想要」的

意義，所以很有可能被偷偷刪除了。9眼尖的你此時

心中是否悄悄地升起了一個疑惑呢？在此直接公佈

答案：慈禧太后掌權時，就沒有發生過這麼緊密的

五星聚，只有幾次相距30~45度，不知這個答案是讓

大家放心了還是失望了？其實在西元前47年（西漢

圖3. 目前存世最早且較完整的《史記》版本：北宋景祐

監本所記載之「五星聚」，中研院史語所藏。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79524&page=103
https://blog.xuite.net/liangouy/star/589745619


29五星聚散兩依依（上）

後期）與西元332年（東晉初年）也有10度以內且能

夠觀察到的五星聚，前者甚至比漢朝開國的聚還要

密集，卻也沒有被史書所記錄或占卜過吉凶。

至於星占到底想要什麼樣的意義？其實我們從

《開元占經》或《天文要錄》10可以看到，占星家完

全各說各話，「聚於某宿將會如何」的描述有大好

也有大壞，沒有一致的看法。也許這可視為站在改

朝換代的對立兩方所呈現的不同觀點，並不像一般

人所認為的只有吉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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