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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歐陽亮

星星可以排成圓形？而且還不只一個？有些古代星圖竟然畫了超過十個

（圖1）。古人到底是怎麼想像成圓形的？雖然肉眼可見的星星很多，

然而圓形並不好連。

圓形星官何其多
若從基礎的幾何圖形來看，

用點連成的各種二維形狀中，以三

角形最容易，因為只需三顆星。

在現代西洋星座裡，以此命名的

就有兩個：三角座與南三角座，

這還不包括已廢棄的小三角座

（Triangulum Minus）與其他舊名

稱。若超過三顆星且能連成容易識

別的形狀，則難度會逐漸升高，從

四角形（秋季四邊形）、五角形

（御夫座裡的五車星官）、到六角

形（冬季六邊形），它們都得夠亮

且形狀近似等邊。增加到七角以上

時，將會趨向圓形，而且想要愈圓

就要愈多顆。

圖1. 蘇州石刻天文圖中繪有12個圓形或近似圓的星官，其中天籥與軍市在原圖中缺漏星名。照片來源：Rare Maps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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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古代東方星圖卻有許

多圓形模樣的星官，難道它們在

天上真的排成圓形？還是有點圓

又不太圓？或根本只是繪圖者的

想像？讓我們來統計一下古星圖

中有哪些圓圓的星官。

這裡所採用的圖以全天星圖

為主，若只有黃道附近星官（如

《七政推步》的凌犯入宿圖）、

僅繪星點而未連線（如《天象玄

機》）、或部份殘缺不全（如明

代絹本星圖），則不列入統計。

至於「圓」的標準則是取

七顆星以上，因此六角形的「六

甲」、「亢池」、「天牢」以及

「外廚」等不計入。可接受橢圓

或微有變形，但不能有太突出的

角或過於凹陷，像是「奎宿」、

「天津」、「天大將軍」雖然圍

成一個封閉多邊形，但有明顯的

角，形狀不像圓形。不過有時奎

宿簡化後卻類似圓形（圖2）。

而「天廟」有個凹入如廟門般的

連線亦不計。另外，「弧矢」之

中有一隻箭穿過，也不計入。不

過在東漢壁畫裡，卻畫得近似圓

形，那支箭則改繪為彎弓的人並

瞄準天狼（圖3）。

圓形星官列表
次頁表中列出了歷史上較重

要星圖所包含的圓形星官，以下

則補充說明各星圖和其近似者的

細節：

一、漢代壁畫指陜西靖邊縣

楊橋畔渠樹壕的東漢壁畫1，目前

此時期只有這份星圖較為完整，

其中奎宿、弧矢呈圓形，昴宿被

寫為「卯」。墓葬星圖有可能簡

化原來的底本，因此圓形星官不

多，但不表示此時沒有其他圓形

星官。

二、天象列次分野之圖：與

此圖相近的其他星圖包括日本的

格子月進圖，差別只在於後者之

文昌成圓無缺線（圖4）、鼈差一

線成圓。

三、敦煌星圖：星官「鼈」

位置繪有許多顆星但漏寫星官

名；另外「龜」從五星變為六

星，未列入。

四、蘇州石刻天文圖：出現

最多圓形（圖1），其中鼈呈油炸

雙胞胎形，與市樓都各多一星。2  

與此圖相同的其他星圖包括常熟

石刻天文圖，但其市樓已改正為

六顆。

五、新儀象法要：螣蛇中段

繪成七星放射狀，雖然排得很圓

圖2. 兩種近似圓形的奎宿：敦煌星圖（左）與陜西靖邊縣楊橋畔渠樹壕的東漢壁畫（右）

圖3. 弧矢近似圓形的陜西靖邊縣渠樹壕東漢墓葬壁畫，圓內繪一彎弓的人，右側狼字意指天狼

星。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86840&page=64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86840&page=63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86840&page=64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86840&page=65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86840&page=65
https://www.raremaps.com/gallery/detail/58813kb/tien-wen-tu-tianwen-tu-a-map-of-the-stars-zhiyuan-shang
https://taiwanebook.ncl.edu.tw/en/book/NTUL-9910015612/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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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星圖 漢代壁畫 天象列次 敦煌星圖 蘇州石刻 儀象法要 三垣列舍 天元曆理 崇禎曆書 儀象考成

貫索 缺圓 圓 圓 缺圓 缺圓 缺圓 缺圓 缺圓

市樓 方圓

天籥 圓 漏文 圓 漏文 圓

鼈 凹圓 漏文 凹圓 圓 凹圓 突角 突角

天壘城 圓 圓 缺圓 缺圓 圓 屋形 多角

天錢 圓 圓 圓 缺圓 圓 圓

天廐 圓 圓 圓 缺圓 圓 缺圓

天溷 半圓 圓 缺圓 圓 圓 六角

九州殊口 凹圓 圓 缺圓 圓 圓 圓 六星

軍市 圓 圓 缺圓 圓 圓 缺圓 突角

弧矢 圓

青丘 圓 類六角 缺圓 菱圓 突角

華蓋 放射缺圓 放射 放射 放射

文昌 缺圓

奎宿 菱圓 圓

卯 半圓

天苑 缺圓

說明：「缺圓」指圓的連線只缺一段，有可能是圖面不清所致；「凹圓」指圓形一側或兩側略為凹陷但仍形似圓形；「菱

圓」指類似菱形的圓；「方圓」指類似方形的圓，但僅限於蘇州石刻天文圖多繪一星的市樓；漏文則指圓形缺少星名；放射

指各星連線至中央星。

圓形星官列表

圖4. 文昌也繪成圓形的星圖：格子月進圖（左）以及天象列次分野之圖（右）。

https://www.raremaps.com/gallery/detail/58813kb/tien-wen-tu-tianwen-tu-a-map-of-the-stars-zhiyuan-shang
https://taiwanebook.ncl.edu.tw/en/book/NTUL-9910015612/reader
https://www.europeana.eu/mt/item/9200519/ark__12148_btv1b9006457b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33807&page=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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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未連線（圖5左），不列入表

中。與此圖相似的其他星圖包括

潘鼐的宋代復原圖，差別僅天錢

之外的缺圓皆封閉。

六、元代遺存《三垣列舍入

宿去極集》：螣蛇中段亦為七星

放射狀，且相似星圖有許多，包

括明初《觀象玩占》3、隆福寺藻

井星圖4等，而《天文秘旨備考》5 

的螣蛇中段還繪成了八星放射加

圓圈狀（圖5右）。6明後期《昊

天成象之圖》7、《乾象考究》8 

、《三才圖會》9亦屬相近，《象

林》不同處僅有華蓋繪成放射

圓，《乾象圖》則全同。由此可

知，明代大部份與元代相同。

七、明末到清代：明末受到

西方星圖影響，完成了《崇禎曆

書》裡的多款星圖，清初星圖受

其影響的，包括《赤道南北兩總

星圖》、《黃道二十分星圖》、

《方星圖》、梅文鼏《星圖》

等。圖中有許多僅三到五星就以

圓弧或虛線相連的星官，它們原

本是圓，但明末改曆時重測，因

而改變位置，變得難以找到，其

中只有貫索確定仍繪為缺圓，鼈

與軍市則突出一角不再像圓，這

是受到星點位置變動所造成。

特別的是，清初的《天元曆

理》未受西法影響，留有宋元遺

制10，有較多不同，其「天苑」也

被畫成缺一線的圓。

另有一幅疑似明末繪製的莆

田縣涵江鎮天后宮星圖卷軸，融

合了傳統古圖與崇禎曆書新圖，

不過星官形狀與位置有部份不夠

正確11，暫不列入表中。其出現的

圓形大致與新儀象法要一樣，但

缺畫天壘城、九州殊口剩六星繞

兩星、軍市突一角，較特別的是

昴宿變成六星繞一星、天廟也變

成圓了。12

八、《儀象考成》中，華蓋

呈放射狀，螣蛇雖也有放射形但

不圓，僅存貫索與天籥較接近圓

形。清末的眾多星圖，大抵皆與

《儀象考成》相同，包括《儀象

考成續編》、《大清會典》等。

存在「真‧圓形」嗎？
以上列出了這麼多圓形星

官，在實際星空真的夠圓嗎？其

實宋代星空裡比較明顯可見的只

有貫索、天籥、鼈、軍市，但各

家復原繪法不同13，有時並不太圓

（圖6左）。清代以後這些星官則

大多變形且移位（圖6右），連星

圖也不再出現這些圓形了。

連線變化較大的「華蓋」，

它在宋代以前呈現側面看到的傘

形，宋代之後則排成從上方看的

圓圈，內部常常加繪輻射狀傘

骨，並與另一個如同傘柄的星官

「杠」搭配，十分小巧迷人。北

宋重修《靈臺秘苑》的明抄本華

蓋則接近明初圖，呈現放射狀連

圖5. 螣蛇中段在《新儀象法要》中繪成七星放射狀（左），在明代《天文秘旨

備考》則繪成八星放射加圓圈（右）。資料來源：潘鼐《中國古天文圖錄》頁

273

線，元明星圖亦大致與宋代蘇州

石刻天文圖相同。

至於在西方星座中，呈現

圓形者很少，只有北冕座與南冕

座。而船帆座雖然看起來圍成一

圈，但是比較像很多突角的多邊

形。北冕與南冕剛好對應著貫索

與宋代的鼈，顯示它們在人眼看

來的確很容易視為連在一起，不

論東方或西方都劃為同一群。

若擴大觀察東西方在同範圍

內剛好也是同一個星群的情形，

除了北冕、南冕、以及歷史因素

形成的南天極附近星官之外，另

外還有烏鴉座與軫宿也十分近

似，因為它們聚集的範圍較小，

亮度相近，排列的形狀就容易視

為一體。這是一種心理上類似的

聯想，讓人們想像的連線有著相

似的形狀，不一定是東西方文化

傳播造成的。

圓形重寫意？
星星即使在天上排成正圓，

畫到紙上也不一定是圓，因為天

空球面轉移到平面必定會變形，

且依投影方法而改變。在直角座

https://www.europeana.eu/mt/item/9200519/ark__12148_btv1b9006457b
https://www.europeana.eu/mt/item/9200519/ark__12148_btv1b9006457b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33807&page=23
https://liangouystar.blogspot.com/2008/03/East-Asian-Chinese-Western-Comparison-Star-Chart-Liangouy-Hand-drawing.html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2NrZmlsZS85N2I0MTJjMi05YmIzLTQ1MjUtYmE0Ni0wMzQ0MDY1MWYyZDEucGRm&n=bm84N3AzMS0zNeOAjOiPr%2biTi%2bOAjeiIh%2bmEreWSjOiIqua1t%2bWclnMucGRm&icon=.pdf
https://www.raremaps.com/gallery/detail/58813kb/tien-wen-tu-tianwen-tu-a-map-of-the-stars-zhiyuan-shang
https://www.raremaps.com/gallery/detail/58813kb/tien-wen-tu-tianwen-tu-a-map-of-the-stars-zhiyuan-shang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2NrZmlsZS82YzRiMDYwZC02ZTY2LTQ3ODktYmUwYS04MDMxZTRkMjZjYjAucGRm&n=bm84OXAzMi0zNuiSvOigheicnOicguWCu%2bWCu%2bWIhuS4jea4healmu%2b8n3MucGRm&icon=.pdf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2NrZmlsZS9hYjVlMWU4MS04MDZhLTQ0NWQtOGIxOC05NzhjYTUzNDQ5YTMucGRm&n=bm8xMDhwMDktMTMg55m%2b5bm05pif5bqn54mp6KqeLnBkZg%3d%3d&icon=.pdf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2NrZmlsZS9hYjVlMWU4MS04MDZhLTQ0NWQtOGIxOC05NzhjYTUzNDQ5YTMucGRm&n=bm8xMDhwMDktMTMg55m%2b5bm05pif5bqn54mp6KqeLnBkZg%3d%3d&ic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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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宋代星官形狀為圓形者，包括藍線繪法之貫索（上左）、天籥與鼈（中左）、軍市（下左），出

自《中國恆星觀測史》頁305、306、311。紅線繪法則出自《漫步中國星空》頁46、86、158。到了清代

（右）則僅有貫索大致保有原形。底圖：Stellarium

標投影法的《新儀象法

要》中，其南半球的圓

形星官都接近正圓，若

將它們畫在類似現代星

座盤投影的傳統蓋圖，

緯度越南則應該越扁。

但看蓋圖《天象列次分

野之圖》與《蘇州石刻

天文圖》中星官鼈的形

狀（圖7左、中），卻

接近實際星空（圖6中
左紅線），不像在星座

盤上應形成的扁平形狀

（圖7右）。這也再度說

明，科學與藝術交匯形

成的古星圖，比較注重

寫意，不太在乎位置誤

差。14

現 今 對 於 古 星 圖

的誤差研究，幾乎只取

「距星」，很少用距星

之外的恆星位置去計

算，主要就是因為星官

形狀只是一種意象，如

同上述這些看似「圓」

的連線。如果勉強與真

實星空對照，誤差就

受到每個人連線時採取

的星不同而有所變化。

若企圖以古圖位置反推

計算出數值，將會像前

兩期翼宿特別篇提過的

古籍記錄，禁不起實際

星空的考核。畢竟恆星

在短短數千年的古天文

史中，總是看似不動。

我們應該比較相信天上

的星星沒變，而不是相

信人寫的書本沒錯，是

吧？

https://liangouystar.blogspot.com/2021/01/disappered-chinese-constellations.html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439/relfile/21708/9097719/07574a2f-413e-41c1-a440-ca7ded2f16e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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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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1  2015年發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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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潘鼐《中國恆星觀測史》，上海學林出版社，2009，
頁356。

3  除了貫索繪成圓、缺漏天溷、青丘僅四星、軍市漏

文之外，其餘相同。

4  除天溷繪成缺圓、螣蛇中段為六星放射，其餘相

同。

5  總圖內的華蓋呈七星放射狀、鼈為缺圓、天溷為缺

圓加尾巴、青丘變為六星的青空，但在分區圖裡，

華蓋為八星放射狀、鼈變為凹圓、天溷變成V型、

青丘則恢復七星與原名。

6  潘鼐《中國恆星觀測史》，頁422~423。頁424則說明

螣蛇多繪兩星。

7  其貫索成圓，天壘城、天錢、九州殊口與軍市缺

圓，青丘成梭形。

8  只有天溷變六星、青丘呈斗形。

9  總圖中，天溷變缺圓、軍市寫成野雞，漏畫青丘。

分區圖則將貫索成圓，華蓋繪為十星圓形，鼈為正

圓，軍市則回復成圍著野雞的正確狀態，青丘亦有

繪出但不圓。

圖7. 天象列次分野之圖（左）、蘇州石刻天文圖（中）與《漫步中國星空》全天星圖（右）在同一區域之比較。

10 潘鼐《中國古天文圖錄》，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9，頁112。

11 潘鼐《中國恆星觀測史》，頁524。

12 潘鼐《中國恆星觀測史》，頁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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