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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歐陽亮

凝望《詩經》星空

「七夕」在古代，並非讓情人約會的日子，而是近年來才被炒作成情人

節，就像「中秋節」原本並沒有烤肉習俗一樣！1五十年前的中秋夜，只會看見

大家搬椅子到戶外，純賞月、吃月餅，話說嫦娥如何奔月。然而現在，人們大

多已忘記天空裡的星星，還有幾個人會在七夕與中秋，抬頭觀賞牛郎織女與滿

月？而這背後另一個大問題則是：還有多少人可以找到牛郎與織女星？

雖然「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常被拿來形

容遠古時代的天文教育好像很普及似的，但實際上

是這樣嗎？這句話其實不是從遠古流傳下來，而是

三百多年前明末學者顧炎武說的，理由是「七月流

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天，婦人之語也」2，這些

《詩經》所收錄的隨興詩句，顯示周代以前的天文

就像普通常識一樣融入平民生活，故而有此推論。

由於人類開始定居後主要的工作是農業，具有

季節性，遠古還沒有曆法時，只能靠自己觀測天象

來判斷播種時機，的確是生活必須的常識。但等到

有專業人員用天文發展出曆法之後，就不必再依賴

原本的民間經驗。然而曆法這種精密複雜的數學並

非人人可知，所以顧炎武之後又說「若曆法，則古

人不及近代之密」，表示前面提到人人皆知的「天

文」是指簡單的天象變化，並非數理運算的曆法或

衍生出的神秘占星術，當然更不可能是指科學意義

上的現代天文學。會有這些誤解是因為「天文」一

詞所代表的含義其實古今不同。

不過，那些原始的觀星方法與詩詞，依然在民

大東總星圖大東總星圖的牛郎織女

間繼續流傳，畢竟古人的夜晚沒有現代那麼多種娛

樂可供選擇。其中在夏秋之際，十分顯眼易認的牛

郎星和織女星，也跟「流火」、「三星」一樣眾所

周知，在那「輕羅小扇撲流螢」的七夕夜裡，大人

們常講起牛郎織女只能在農曆七月初七相會的哀怨

故事給小孩聽。然而，這故事是怎麼起源的？

詩句由來
在上古時代，牛郎與織女這兩顆星並沒有明確

證據顯示他們有淒美的牽絆。剛開始，只有西周後

期一位擅長用星象來隱喻的無名詩人，寫下了《詩

經·小雅》的〈大東〉詩篇：

「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

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

意思是「突出於銀河的織女星看起來一天七個

時辰就移動七次，卻沒織出任何美麗的紋章花樣；

再看那明亮的牽牛星，也不能用來拉車或載箱」，

詩中並沒有什麼情愛因子。至於作者為什麼這麼形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9215&page=100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9215&page=100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9215&page=53
https://liangouystar.blogspot.com/2023/07/Celestial-Body-is-not-Body-Ancient-Chinese-Astronomy-is-not-the-same-as-Astronomy.html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49973&page=143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49973&page=143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9216&page=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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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牽牛與織女？其實是因為他想

藉由星星的意象，來呈現西周王

族欺壓東邊小諸侯國的苦楚，根

本不是愛情故事！

在〈大東〉詩句中，有許

多「不實用」的星星都被拿來譏

諷與發揮，除了牽牛織女之外，

還包括：啟明、長庚、天畢、箕

宿等，結尾時更以北斗或南斗的

斗柄朝西（圖1），就好像西邊

有人拿著它，一直往東方貪心地

舀取，暗指西周貴族搾取東方諸

國資源。這些對星星的沒路用諷

刺，的確如實反映出當時情勢，

想像力實在豐富。若細細閱讀原

詩全文，則可更進一步感受到古

人在悲苦之中對星辰產生的強烈

聯想。

不過八百年後，東漢卻有

壁畫描繪出牽牛與織女隔著銀河

相望的模樣（圖2），兩人各以

三顆星組成。當時還有一首古詩

寫出兩人的相思之情：「迢迢牽

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

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

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

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

語。」

他們之間的故事是否此時

才被創造出來？還是更早以前就

有，只是沒被記錄或發現？這首

古詩是否由〈大東〉詩篇發展

出來？民間為何稱牽牛為「牛

圖1. 西元前800年8月左右北緯35度西方天際，底圖：Stellarium。

郎」？其實這些問題目前還無法

確定。

〈大東〉採用了這麼多星

名，也許引發讀者想要認星賞星

的興趣，於是，擅長以圖闡釋

《詩經》的繪者，就創造出具有

繪本意味的《大東總星圖》了

（圖3）。其實《詩經》的其他

篇章也曾被繪製成圖，例如《七

月流火圖》、《三星在天圖》，

但是都沒這麼像星圖，因為它們

僅表現出一個星宿隨著時節而變

化位置的樣子。而另一本與《詩

經》齊名的《楚辭》雖然內容有

許多星官，也出現過很多圖說，

但卻沒有這麼具體且細緻的星

圖。3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9216&page=130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9216&page=130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2949&page=70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2949&page=70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6/6d/SBL003_%E6%AF%9B%E8%A9%A9%E6%93%A7%E8%A6%81%E5%9C%9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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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古墓壁畫中所繪的牽牛與織女星，皆出土於陝西靖邊渠樹壕墓群。左：2009年發掘，照片取自《中國出土壁畫全集6：
陝西》第45幅。右：2015年發掘，照片出自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陜西靖邊縣楊橋畔渠樹壕東漢壁畫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

物，2017年01期，頁12。

圖3. 收錄於宋代《毛詩舉要圖》的〈大東總星之圖〉。資料來源：靜嘉堂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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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圖概述
《大東總星圖》可從許多古

籍上看到（圖4），且細節各有

不同 4，它們將詩中所有星座都

畫進來，十分簡潔有力，畫風如

同現代的「每月星空」那樣。首

先，在圓周上寫著東、西、南、

北四個方位，不過這是自天球外

的視角所見（圖5），與肉眼看

到的左右相反。中央的銀河古稱

天漢，斜向貫穿了天際；東側繪

有圓圈，象徵太陽，並寫著「日

出」；西側圓圈則象徵太陽或月

亮，並寫「日入」或「月入」。

東側有「啟明星」，與西

側「長庚星」相對應，不過兩者

是同一星，即五大行星的金星，

朝見（早晨看見）稱啟明，夕見

（晚上看見）稱長庚。至於北方

天際，則有畢宿七星（實際為

八星）以及北斗七星（寫為斗

柄），不過各圖的連線方式略有

不同。由於斗柄指向西方時，常

在秋天入夜後見到，意指此時已

秋天。在西南方的銀河之內，則

畫了箕宿四星即將西落，而東北

方的畢宿才剛升起，實際觀星

時，的確可同時看到這些星座。

我們還可以發現，宋元明

三代的畫法接近，到了清代就改

變許多，特別是加進了另一個

「斗」：南斗，而北斗加上了附

屬星官「輔」、畢宿加上了附屬

星官「附耳」，甚至連銀河彎曲

的方向與斗杓方向都變了。對照

真實星空可知，宋明之銀河彎曲

方向比較正確，清代之北斗方向

比較正確。

牛郎織女已相會？
再看向南方，可以看到牽牛

星與織女星相傍而處……不對，這

兩個星座不是隔著銀河嗎？怎麼會

放在同一側？而且現在我們所說的

牽牛是指「河鼓」，只有三星。漢

代古詩之中的牽牛織女應該是現在

的「河鼓」與「織女」，才能形成

隔河相望的形態。

除非牽牛是指二十八星宿

的牛宿 5，而織女是女宿四星，

他們才能夠處在銀河的同一邊。

從《開元占經》可知，牽牛有六

星，而且「河鼓三星……在牽牛

北」、「九坎九星在牽牛南」，

在河鼓與九坎之間，就是現在的

牛宿。

圖4. 《大東總星圖》版本，左上：元代《詩經疏義會通》，右上：明代百科全書

《三才圖會》，左下：清代王鴻緒等《詩經傳說彙纂》，右下：清代方玉潤《詩經

原始》。

曾有學者認為牛女兩宿是從

河鼓與織女遷移而來 6，這是否

指出〈大東〉作品時代，兩宿已

經遷移，兩人光明正大地同處一

室，還沒有發展出曖昧情事？繪

者難道有考證過〈大東〉當時牽

牛織女是指牛女兩宿，因此才畫

出牽牛六星織女四星、但元明兩

代將女宿畫錯為三星？或未經考

證純粹只是將牽牛三星看成牛宿

六星而未注意織女應在銀河另一

側？甚至是繪者故意如此設計讓

他們相偎相依永不分離？清代為

何又將織女移回銀河另一邊（圖4
左下、右下）？這答案似乎十分

撲朔迷離。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2779&page=92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2779&page=88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2779&page=88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2834&page=77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2835&pag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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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銅底星圖
由於《大東總星圖》頗受民

間青睞，被繪製出來後，還有人

翻刻在金屬材質的壓勝錢上（也

稱厭勝錢、民俗錢、吉祥錢、花

錢），明清之際各版本中，多以

元明之圖為底，但常誤換畢箕兩

宿之位置或把斗柄寫成「十柄」

（圖6），展現出十足的因襲模

仿風格。這款星錢直徑約八公

分，大到不易佩戴，但可裝飾於

現在的我們看到圖中的牛郎織女

時，卻會先想到他們「被發展」

出來的愛情故事。從這些「以古

詩繪製星圖」、「依星圖製作星

幣」的過程可以看到，人們似乎

很喜愛將天文與詩意結合，產生

特殊意涵並變為飾物，不論它們

原本想說的是什麼。現代商店櫥

窗中總是充滿閃閃發亮的東西，

是不是因為我們仍在默默懷念遠

古記憶中的星空呢？

他處，因此有人猜測不是為了銷

售，而是鑄幣的錢局為了開爐或

鎮庫而製。

若對照材質也是銅底但是星

點使用珍珠鑲嵌的韓國古星圖，

可以發現《大東總星圖》屬於簡

化後的星空，雖然較為粗略，但

製作起來容易許多。

有趣的是，《大東總星圖》

原本想用星星來諷喻時事，不過

圖5.  從天球外視角所見的星空（北緯30度，西元前800年8月左右），底圖：Stellarium。

https://liangouystar.blogspot.com/2022/01/Metal-Star-Map-in-South-Kore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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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臺灣烤肉風氣約在1970年代興起，逐漸在中秋節餘興節目中轉趨重要，

並非1986年電視廣告所促成。詳見陳峻誌〈中秋為何烤肉？一個傳統節

慶轉換現代風貌的考察〉，《興大中文學報》，2016。

2 出自顧炎武《日知錄》卷三十。

3 採用圖畫來描繪《詩經》於魏晉即開始流行，但目前只能看到宋代以後

的存本。宋元以後也湧現大量《楚辭》研究與圖畫製作。

4 圖4的四種版本中，織女皆繪為三星，但圖3版本則繪為四星；另外在元刊

本《詩集傳》附的詩傳圖中，與《詩經疏義會通》相比只有畢宿多一顆

星。第113期〈古天文研究小勘誤〉文中尚無法確定楊甲《六經圖》是否

有大東圖，現已發現若干版本有，但卻不一定是楊甲原本所著的《六經

圖》。理由見於喬輝《楊甲六經圖整理與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2）：1.《六經圖》一書屢經傳刻，各自增刪綴補，形成眾多版本。

2.《六經圖》之詩經目錄已自創為「毛詩正變指南圖」而非「毛詩圖」。

3.比較各版本時提到，緊接於「十五國風地理圖」之後為其他幅圖，未見

大東總星圖。

5 潘鼐《中國恆星觀測史》，上海學林出版社，2009，頁48。

6 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第二冊，明文書局，1985，頁65~67；新城新藏

《東洋天文學史研究》，中華學藝社，1933，頁267~268。

歐陽亮：天文愛好者，中華科技

史學會理事，曾獲2001年尊親天

文獎第二等一行獎， 於2009全
球天文年特展擔任解說員。

部落格：「謎樣星宿」─https://
liangouystar.blogspot.com/

實際星象
如果你願意看看它們在天空

中的真實樣子，可以先找出夏季

直角三角形（圖1中上），就能找

到七夕的兩位主角以及配角「喜

鵲」了。最亮的織女星（Vega）
偏北，屬西洋的天琴座，它左邊

那個很像平行四邊形的琴弦，常

被想像成織布用的梭子。

牛郎星（河鼓二，Altair）偏

南，屬天鷹座，可見到它兩邊各

一顆小星星與之排成一線，那是

牛郎用扁擔挑著兩個小孩到天上

去找織女的模樣。

喜鵲則在天鵝座，最亮的星

為天津四（Deneb），可將整隻天

鵝想像成喜鵲，也可以想像成很

多喜鵲排成的圖案，形成讓牛郎

織女越過銀河的橋。

不過千萬別以為它們只有七

夕時才看得到，如同中秋月亮最

圓的誤會一樣，其實一年之中，

大部份時間都可見。牛郎織女的

傳說，就是古人看著天空讀著詩

詞開始胡思亂想再加油添醋所形

成的，所以未來若出現「嫦娥跟

后羿用剛射下來的太陽烤肉慶

祝、卻發生口角因此憤而奔月」

的中秋節傳說，我也不會覺得奇

怪了。

圖6. 依《大東總星圖》製成的壓勝錢有多種版本，可見畢箕兩宿互換或斗柄寫成十

柄。請注意圖中尺寸並非實際大小。照片來源：PrimalTrek、古物、錢幣拍賣網

http://chinese.nchu.edu.tw/files/users/189/40-6.pdf
http://chinese.nchu.edu.tw/files/users/189/40-6.pdf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0774&page=107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439/relfile/21708/8973138/98239f6d-3690-4e43-b0cf-02138a1925f1.pdf
https://liangouystar.blogspot.com/
https://liangouystar.blogspot.com/
https://liangouystar.blogspo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