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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名星官何其多

文／歐陽亮臺灣有種「菜市場名」的趣味說法，意思是相當通俗或流行的人名，因此在菜市場隨便喊

就會有人回頭。但天空中的星座也同名的話，辨認時造成的困擾應該不下於市場人群中有兩三

個人一起應聲回頭吧？然而天文官好像不太在乎，同名者竟然超乎想像地多，如下圖所圈出的

10組星官。難道他們會像回頭後尷尬的人們一樣，僅僅一笑置之嗎？

首圖：同樣名稱的星官超乎想像地多，從流傳至韓國的古星圖《天象列次分野之圖》即可發現10組同名的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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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古今中外的研究者並未輕易放過這個問

題，謎樣星宿已發現的資料就有：

①①南宋魏了翁《經外雜抄》之南宋魏了翁《經外雜抄》之論星垣諸座異同論星垣諸座異同，抄

自鄒淮《星象考》

②②清代吳肅公《清代吳肅公《天官考異天官考異》》

③③伊世同《中西對照恆星圖表》伊世同《中西對照恆星圖表》1

④④日本學者大崎正次《中國星座的歷史》日本學者大崎正次《中國星座的歷史》2

⑤⑤《中國古代天象記錄的研究與應用》《中國古代天象記錄的研究與應用》3

他們彼此間各有少許遺缺，其差異見於下方表1右方

①①至⑤⑤欄。

對應
首圖 
編號

星名 三家星與位置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天樞 ●UMa北斗 ●Cam北極  

上衛 ●Cam紫微右 ●Dra紫微左  

少衛 ●Cam紫微右 ●Cep紫微左  

太子 ●UMi北極 ●Leo太微 ○Sco心    

庶子 ●UMi北極 ○Sco心 

11 三公 ●CVn紫微 ●Vir太微 ●UMa紫微     

22 五帝（內）座 ●Leo太微 ●Cep紫微 

33 從官 ●Leo太微 ●Lup房     

44 （內）五諸侯 ●Gem井 ●Com太微  

55 斗 ●Her天市 ○Sgr斗 

韓、楚、周、秦、鄭、

晉、魏、趙、齊、燕、

（吳）越

●Her、Ser、Oph、Aql天市

●Cap、Mic女
 

66 天田 ●Vir角 ●Cap牛     

77 土司空 ●Cet奎 ●Hya翼或軫    

88 積水 ●Per胃 ●Aur井     

御女 ●Leo星 ●Dra紫微   

99 杵 ●Ara箕 ●Peg危     

柱 ●Aur畢 ●Cen角 

積尸（氣） ●Per胃 ○Cnc鬼   

天紀 ●Her天市 ●Vel鬼或柳   

天倉、天淵、天津、 

天門、明堂、大辰、 

天雞



1010 （天）狗 ●Pyx鬼 ●Sgr斗 

表 1 古星圖之星名重複狀況對照表

以上星名中，天樞到庶子以及天市垣的韓、楚

等國名為星官內附屬單星的星名，如圖1、圖2；括

弧中的字省略後亦可視為同名；至於天倉到天雞則

為星官之別名造成同名的現象，較少為人知悉。第

三欄的三家星表示古代占星派別，●、●、● 分別

代表石氏、甘氏、巫咸氏體系，圓點後為西洋星座

位置（以清代星官為準）以及其所屬的三垣二十八

星宿分區；若是 ○ 則屬二十八宿之本體。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218916&page=35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218916&page=44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96263&page=2
https://liangouystar.blogspot.com/2024/11/Why-stars-divided-into-three-colors.html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7483&page=92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79922&page=116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79922&page=116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79922&page=246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79922&page=228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7486&page=106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7486&page=138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7486&page=40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7486&page=142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7486&page=24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7486&page=30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7486&page=40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7486&page=106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7486&page=40
https://liangouystar.blogspot.com/2024/11/Why-stars-divided-into-three-colors.html
https://liangouystar.blogspot.com/2008/03/East-Asian-Chinese-Western-Comparison-Star-Chart-Liangouy-Hand-drawing.html
https://liangouystar.blogspot.com/2008/03/East-Asian-Chinese-Western-Comparison-Star-Chart-Liangouy-Hand-draw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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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的閔明我《方星圖》裡，筆者以同色圈出星官內的附屬同名單星。左為紫微垣星圖，右為太微垣與翼軫附近。右

下之青丘尚未因避諱而變成青邱。圖片來源：法國國家圖書館

圖 1

圖 2

組成天市垣的星星各自具有單獨名字，與「女宿」南方的許多星官同名。圖片來源：筆者繪製之《中西星名對照圖》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9006845h/f11.item
https://liangouystar.blogspot.com/2008/03/East-Asian-Chinese-Western-Comparison-Star-Chart-Liangouy-Hand-draw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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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有些同名星並未列入，包括：

①①《天官考異》認為「太尊」一在斗前《天官考異》認為「太尊」一在斗前

一在張北，疑為步天歌「紫微宮：太一在張北，疑為步天歌「紫微宮：太

尊只向三公明……張宿：太尊一星直尊只向三公明……張宿：太尊一星直

上黃」有兩處出現太尊所導致，實為上黃」有兩處出現太尊所導致，實為

同一顆。同一顆。

②②太尊原名天尊，而在日本《三家簿太尊原名天尊，而在日本《三家簿

讚》曾與「天樽」同名讚》曾與「天樽」同名4。。

③③《中國星座的歷史》提到《史記‧天《中國星座的歷史》提到《史記‧天

官書》曾有一個「天潢」在王良旁，官書》曾有一個「天潢」在王良旁，

不過漢代後已消失，有可能是現在的不過漢代後已消失，有可能是現在的

天津天津5，與目前在五車內的天潢不同。，與目前在五車內的天潢不同。

④④鈇鑕在《三家簿讚》和敦煌寫本Pelliot 鈇鑕在《三家簿讚》和敦煌寫本Pelliot 
chinois 2512曾出現過同名，巫咸氏的chinois 2512曾出現過同名，巫咸氏的

鈇鑕又可稱鈇鉞，現在則為斧鉞。鈇鑕又可稱鈇鉞，現在則為斧鉞。

另外在翼軫之間的土司空四星，其實已

在清代消失；在柳宿南邊的天紀一星，

則被改為天記。至於「天樞內極星不

見」的天樞是渾儀之構造名稱，也用在

妖星名稱，需檢視上下文判定。現代研

究者引用古天象記錄時，若誤認成另一

個同名星官，將導致嚴重的位置計算失

誤，因此不可不慎。

為何同名？

為什麼星官有這麼多雙胞胎甚至多

胞胎？謎樣星宿認為原因十分多樣化，

包括：

①①因為需求相同而命名，例如三垣內都因為需求相同而命名，例如三垣內都

有帝的座位；積水都在「天船」和有帝的座位；積水都在「天船」和

「井宿」的裡面或附近；積尸都在「井宿」的裡面或附近；積尸都在

「大陵」與「鬼宿」中央。「大陵」與「鬼宿」中央。

②②不同占星家訂出相同的星名，經三家不同占星家訂出相同的星名，經三家

星官合併與定紀後卻仍保留。星官合併與定紀後卻仍保留。

③③因為古代朝代更迭形成知識斷層，以因為古代朝代更迭形成知識斷層，以

及抄寫增加許多異體字，讓星名產生及抄寫增加許多異體字，讓星名產生

變化。變化。

圖 3

三公的同名星官高達三個，其中三師在敦煌寫本Pelliot chinois 2512  、《三家星

官簿贊》  與《天象列次分野之圖》（首圖）都寫為三公，而《開元占經》文淵

閣版本之卷一百十稱三師  ，在《宋史》中則兩名稱並存  。《三家星官簿贊》

資料來源：京都府立京都学・歴彩館 京の記憶アーカイブ

a b

c d

a
b

c d

同名的因素需各別判斷，例如兩個「三公」都屬於甘氏星官，顯然

不是②②造成，而是③③：太微垣內的三公原名「三公內座」，如首圖之編

號1，到宋代後才改為三公。但三公還曾有另外一個，導致同名竟高達三

個，此即大熊座內的「三師」：在敦煌寫本Pelliot chinois 2512、《三家簿

讚》與《天象列次分野之圖》都寫為三公，而《開元占經》因版本或篇章

不同以致於兩種稱呼都有，《宋史》中則兩名稱並存，如圖3。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79507&page=28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2NrZmlsZS84NGMyZTBjNy0wZjY5LTRiOTQtOGMzZi1mYWFhYmRkYTk0MmIucGRm&n=bm85OHAzMy0zOSDmtojlpLHnmoTmmJ%2flrphzLnBkZg%3d%3d&icon=.pdf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2NrZmlsZS84NGMyZTBjNy0wZjY5LTRiOTQtOGMzZi1mYWFhYmRkYTk0MmIucGRm&n=bm85OHAzMy0zOSDmtojlpLHnmoTmmJ%2flrphzLnBkZg%3d%3d&icon=.pdf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7486&page=172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9006425c/f141.item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7535&page=179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7535&page=179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7489&page=36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7489&page=36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7483&page=95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3327&page=41
https://liangouystar.blogspot.com/2025/05/Ancient-Astronomy-Guess-How-Many-Mistakes-made-within-Treatise-on-Astrology-of-Kaiyuan-Era.html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7483&page=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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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星圖則會加字區分，例如《天象列次分

野之圖》將「杵」寫為內杵與外杵，如首圖之編號

9。若觀察每一組同名者（不含附屬單星與別名），

大多相距超過一宿，只有兩個三公在北斗前後相距

25度、斗宿與天巿垣的斗距離約30多度、以及兩顆

積水亦30幾度，比較容易混淆。至於古人記錄時如

何區別它們？可在前面加上星官名，如「星出『北

斗』天樞南」、「星出『北極』天樞北」。

比較同名星所屬的三家星官，剛好都在同一

家者（附屬星名與別名不計），有三公、天田與天

狗，且都是甘氏。這是否表示甘氏也有合併不同派

別的痕跡？這種可能性目前難以確認。至於星名相

近的「大角」與「角宿」、「織女」與「女宿」、

「牽牛」與「牛宿」6則可能與星座變遷過程有關，

詳情請參考連結資料。

同名星官之百年懸案

雖然有些同名星官已消失其中一個，但也有

些竟然兩個都找不到！近百年前的天文著作《星象

統箋》發現有個神秘星官「梁宮」分別在胃宿與昴

宿，其他古書皆未曾提過，如圖4。7但查看各種古

星圖，完全沒有任何蹤影，神隱程度比器府還高出

許多！更可疑的是，怎麼會在相鄰的兩宿裡命名兩

個一樣的星官？這樣難道不會困擾歷代天文官和自

己嗎？

圖 4

民初高魯《星象統箋》記載了神秘星官「梁宮」，在胃宿與昴宿都有，但其他古書卻未提過。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2835&page=48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3298&page=13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7493&page=156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7493&page=156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7495&page=31
https://liangouystar.blogspot.com/2023/04/Twenty-Eight-Mansions-headed-by-Spica.html
https://liangouystar.blogspot.com/2023/05/Sudden-Appearance-of-Chinese-Constellations.html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4/4c/SSID-13749246_%E5%9C%8B%E7%AB%8B%E4%B8%AD%E5%A4%AE%E7%A0%94%E7%A9%B6%E9%99%A2%E5%A4%A9%E6%96%87%E7%A0%94%E7%A9%B6%E6%89%80%E5%B0%88%E5%88%8A_%E7%AC%AC%E4%BA%8C%E8%99%9F_%E6%98%9F%E8%B1%A1%E7%B5%B1%E7%AE%8B.pdf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4/4c/SSID-13749246_%E5%9C%8B%E7%AB%8B%E4%B8%AD%E5%A4%AE%E7%A0%94%E7%A9%B6%E9%99%A2%E5%A4%A9%E6%96%87%E7%A0%94%E7%A9%B6%E6%89%80%E5%B0%88%E5%88%8A_%E7%AC%AC%E4%BA%8C%E8%99%9F_%E6%98%9F%E8%B1%A1%E7%B5%B1%E7%AE%8B.pdf
https://liangouystar.blogspot.com/2023/04/Disappeared-Chinese-Ancient-Constellations-House-for-Musical-Instruments.html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4/4c/SSID-13749246_%E5%9C%8B%E7%AB%8B%E4%B8%AD%E5%A4%AE%E7%A0%94%E7%A9%B6%E9%99%A2%E5%A4%A9%E6%96%87%E7%A0%94%E7%A9%B6%E6%89%80%E5%B0%88%E5%88%8A_%E7%AC%AC%E4%BA%8C%E8%99%9F_%E6%98%9F%E8%B1%A1%E7%B5%B1%E7%AE%8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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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會不會只是同一個

但歸屬不同星宿所造成

的差異？但是從兩者的

位置數據來看，很明顯

不是同一個。過了五十

年後，天文學家陳遵媯

在《中國天文學史》依

舊未解開這個謎團8，僅

說明此星座只見於《文

獻通考》，但謎樣星宿

詳查《文獻通考》後並

無此星名。

這 時 ， 星 官 位 置

的「精度」成了破案線

索：《星象統箋》顯示

梁宮的去極與入宿度都

精確到角分，可是《文

獻通考》為元代所寫，

其記載之《宋兩朝天文

志》位置精度只到半

度，很明顯地不是出自

這部書。

那 麼 是 哪 一 本 書

呢？清代有一部近乎同

名的《皇朝文獻通考》

嫌疑最大，精度可到角分。循線追蹤後，謎底揭曉：該書描述胃宿的天船九星

時，剛好在「大梁宮」的梁字換頁，如圖5   ，看起來頗像有個星官叫做梁宮。同

樣，在昴宿的卷舌六星段落裡也在梁字換行，如圖5   ，造成相同的錯覺。其實大

梁宮只是該星官所在的十二次名稱而已。就這樣，謎樣星宿不小心解開一個民初

至今困擾天文學者的小謎團了。

a

a

b

清代《皇朝文獻通考》的天船九

星段落剛好在「大梁宮」的梁字

換頁，如  ，另外卷舌六星段落

也在梁字換行，如  。兩者的位

置數據皆同於《星象統箋》。資

料來源：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a

b

b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52995&page=164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52995&page=167
https://liangouystar.blogspot.com/2023/07/Ultra-Unpopular-Ancient-Method-of-Dividing-sky-Twelve-C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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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名需避諱

漢字文化圈的古籍，常為了尊重君主或

師長名字而刻意改字迴避，這種習慣稱為「避

諱」，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規定。有趣的是，天

子雖受命於天，但有時候天空的星官卻因為剛

好和當時皇帝名字一樣而硬被改掉。果然對人

來說，上級還是比天重要一些。

例如清代雍正年間為了避康熙皇帝名字

「玄燁」中的玄，規定玄武、玄戈改寫為元

武、元戈，即使收錄的是宋代的書也會將其中

星名改了，如圖6；「青丘」則為了避孔子的

名字「丘」而加上邑部變成青邱9，雍正之前的《方星圖》則

未改，如圖1右下紅圈。

不過避諱理由也有相反的「惡諱」，是因為嫌惡相關字

詞而故意不寫的。在清末的太平天國因為忌諱「鬼」字，其

發佈的天曆就將鬼宿改魁宿。10

還有人利用同名避諱來斷定年代，不過已有的異體或俗

體字不能做為年代判斷，需謹慎選擇。例如英法學者從《敦

煌星圖》所使用的避諱文字將其繪製年代確定為公元649年至

公元684年之間11，因為在《敦煌星圖》之雲氣圖中，「民」

字缺末筆，如下一頁的圖7，以避開唐太宗李世民的名字。由

於缺筆字的可信度較高12，較能成為有力的間接證明。

圖 6

清代道光年間《守山閣叢書》即使收錄的是宋代《新儀象法要》也會為了避諱而將其中星名改掉，如圖中玄武、玄戈變為元

武、元戈。資料來源：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86840&page=66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86840&page=66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86840&page=68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9006845h/f9.item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19029&page=63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86840&page=66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86840&page=66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86840&page=62


臺北星空 -天文館期刊

67
▲

▲

另外上一期謎樣星宿專欄介紹的《天文正

義》這本書，也刻意避開了康熙與乾隆名諱，

包括弦、弘字各缺末筆的一點，或將弘的ㄙ改

寫為口。不過謎樣星宿也意外發現故宮版有兩

個弘字未改，珍本版有四個弦字都寫了最末一

點。這種大不敬若被發現會有什麼處分？其實

很難說，因為就算在文字獄最慘烈的乾隆四十

年前後仍有漏避與誤書，也大多不被懲處，成

案者常是被仇人控告的。13

同名異名雜處

既然有這麼多同名的星星，是否也有同一

顆星卻擁有許多名字的相反案例？其實這種情

形更多，因為星座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停止

過變遷的腳步。幾千年來星星的排列其實相差

無幾，但人們連線的方式卻不斷變化，由歲差

所導致的可見範圍也不一樣，於是天空裡的星

星被不同時代的人取了各種不同的名字。「一

星多名」與「多星同名」混合在天上，就像菜

市場一樣，好不熱鬧呀。

歐陽亮：天文愛好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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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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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同名避諱可用來判斷星圖年代，《敦煌星圖》之雲氣圖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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