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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蠍」還是「天蝎」？
      在夜裡最好認的星座是哪一個？大家應該都認同獵戶座或天蝎座是最容易看

出來的星座吧？如果你很有企圖心、想把全天八十八個星座全都記起來，那我

建議你可以去參加臺北天文館的「天文知能檢測」（以前的「尊親天文獎」）

拿獎金喔！不過參加過的朋友都知道，星座名稱一定要按照正確寫法寫出，今

年起若把「天蠍座」寫成「天蝎座」的話就沒辦法拿到最簡單可得的分數了，

可惜呀！但是一定有人會問：為什麼要這麼嚴格呢？

文/  歐陽亮

其實去年（2 0 1 7）以前，

「天蝎座」才是標準答案，依據

民國22年4月20日教育部公佈全

國統一的《天文學名詞》第45頁
名詞編號1026。有人認為當時是

是參考日文漢字「蝎座」而採用

「蝎」字作為天蝎座的決定名。

不過西洋十二星座早在隋唐時期

就傳入中國，不可能到民國之後

才引入。況且日本在隋唐時期仰

慕中原文化，漢字是從中國傳到

日本，「蝎」字源起於中國。所

以若只說參考日文而採用，似有

不足之處。

從教育部異體字字典可知，

蝎為蠍之異體字，但“蝎”讀ㄒ

ㄧㄝ的時候才是“蠍”的異體，

若讀ㄏㄜˊ的時候意思會變成蝕

木的蛀蟲，並說明了為何「蝎」

為「蠍」之異體：按蠍本從虫歇

聲，俗省作蝎，曷、蠍聲音亦

近，故蝎為蠍之異體（研訂者許

錟輝）。“蠍”還有其他十多個

異體字，有興趣可自行查閱此連

結。

遼代的《龍龕手鑑》云  ：
「蠍，香謁反，螫人虫也。」並

謂俗作「蝎」。 （圖1）

 另外可參考日本京都大學珍

藏的《龍龕手鑑》（夢溪筆談版

本）。（圖2）

https://www.tam.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794B17A953424610&sms=9D72E82EC16F3E64&s=93AFAD024F48A52C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jA0MzMz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jA0MzMz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jA0MzMz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jA0MzMz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TAzNjg2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TAzNjg2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56022&page=34
https://edb.kulib.kyoto-u.ac.jp/exhibit/i188/image/04/i188s0281.html
https://edb.kulib.kyoto-u.ac.jp/exhibit/i188/image/04/i188s02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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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央研究院的國際電

腦漢字及異體字知識庫卻認為

「蠍」為「蝎」之異體，把教

育部列出的其他異體字都歸為

「蝎」之異體。

明末的《正字通．虫部》

云：「本作蝎，俗作蠍。」也較

偏向中央研究院這邊的說法（圖

3）。

所以這變成各說各話，各

有所本。那麼若從傳入中國時

的翻譯來看呢？根據馮時所著

《中國天文考古學》說到，西

洋的黃道十二宮是隨著佛教而

傳入中國，目前已知最早載有

十二星座名稱的《大乘大方等

日藏經》是隋代初年出現的，

但書中誤植為天乘大方等日藏

經（圖4）。

大乘大方等日藏經《趙城

金藏》本之魔王波旬星宿品第

八之二：「尾有七星，形如蝎

尾。」（圖5）

 另外提到「八月時蝎神主

儅。」（圖6）

 兩處皆寫為「蝎」。天蝎座

在此被稱為蝎神，其餘十二星座

的名稱有些也很特別：

白羊─特羊之神　　 
金牛─特牛之神　　　 
雙子─雙鳥之神　　　 
巨蟹─蟹神　　　 
獅子─師子之神　　　 
室女─天女之神　　　 
天秤─秤量之神　　　 

圖1. 龍龕手鑑-四庫全書版 圖2. 龍龕手鑑-夢溪筆談版

圖3 正字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圖4 中國天文考古學

http://chardb.iis.sinica.edu.tw/variants.jsp?cid=21419
http://chardb.iis.sinica.edu.tw/variants.jsp?cid=21419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14244&by_title=%E6%AD%A3%E5%AD%97%E9%80%9A&page=377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14244&by_title=%E6%AD%A3%E5%AD%97%E9%80%9A&page=377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87795&by_collection=107&page=69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87795&by_collection=107&page=69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87795&by_collection=107&page=75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87795&by_collection=107&page=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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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蠍─蝎神　　　 
人馬─射神　　　 
魔羯─磨竭之沖(神)　　　 
寶瓶─水器之神　　　 
雙魚─天魚之神

大多與現有星座名稱同義，只有

雙子寫成了雙鳥！不知是否因為希臘

神話裡這兩人的父親是風流成性的宙

斯化身而成的天鵝，所以被歸類為鳥

類？另外此文之星宿數目大多與目前

所知不同，例如斗宿只有四星、奎宿

只有一星。“星”宿則稱“七星”，

此為另一可探究的課題。

在《中國天文考古學》中展示了

一張唐代星占圖（圖7），僅存的一

角剛好有寫到「天蝎宮」字樣，表示

當時寫為蝎（其實比較像竭），但這

無法排除繪圖者採用了俗體字，因為

圖中的「秏」就是耗的異體字。

另外圖中二十八星宿的星數也很

混亂，若以形狀與數目來看，尾宿應

無疑問（但由於殘破只見六星），心

宿則畫了串珠般的四星，房宿畫成正

方形排列的四顆（大乘大方等日藏經

說其形如瓔珞），氐與亢各有兩星。

之後的角宿卻畫成五星，軫宿畫為兩

星，若參考《大乘大方等日藏經》的

星數：軫有五星，翼有二星，比較可

能的是這裡畫的五星與兩星是指軫與

翼宿，角宿因為只有一星，很容易漏

繪。若以此推論來將星數做一比較，

如右下表：

這樣就只剩下亢與心宿的數目不

同。個人猜測，星占圖主要在占卜用，

很少人會細究上面畫了什麼，所以圖上

文字隨便寫寫、星點隨意畫畫，能夠示

意即可，於是出現了以上這麼多疑點。

甚至描繪此圖的人有可能因為角宿與亢

宿都只有一星，於是就多餘地把它們連

起來，變成後世的謎團了。

圖5、6 大乘大方等日藏經-趙城金藏本

圖7 中國天文考古學

翼 軫 角 亢 氐 房 心 尾

唐代星占圖 二 五 零 二 二 四 四 七

大乘大方等日藏經 二 五 一 一 二 四 三 七

http://chardb.iis.sinica.edu.tw/variants.jsp?cid=19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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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亮：天文愛好者，曾獲2001年
尊親天文獎第二等一行獎，擔任

2009全球天文年特展解說員。

部落格：謎樣的二十八星宿

http://blog.xuite.net/liangouy/star

回到正題：星座名稱傳入時若寫為蝎，那麼中國原有

的蠍子怎麼寫？教育部說「蝎」為「蠍」之異體是以形聲字

理由而來，原始的蠍是什麼？從小篆與說文解字就有蝎字

來看，應是古字（圖8），但本意是蛀蟲。「蠍」則在《敦

煌俗字譜》與遼代的《龍龕手鑑》才有收錄，似乎遠晚於

「蝎」字的出現。如果說蠍本從虫歇聲，俗省作蝎，那就與

兩字出現時間點相反了。

若再從兩字出現在各種古籍的時間可以看到，「蝎」字

在漢代就有，但皆指蛀蟲，唐代之後才有蠍子的意思。例如

全唐詩內提到蠍子時都寫為「蝎」、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七

則提到蝎子的生態。「蠍」字則在唐代之後才出現，宋本廣

韻指其為螫人蟲。細節可參考：

https://ctext.org/dictionary.pl?if=gb&char=蝎
https://ctext.org/dictionary.pl?if=gb&char=蠍

中國古代就有蠍子這種動物，但當時不這麼寫，先秦兩

漢古籍是以「蠆」字來稱呼蠍子，還在莊子天運篇中出現，

雖然教育部說「蠆」是形狀似蠍而尾部較長的毒蟲，但說文

解字中已找不到其他意指蠍子的字了。順帶一提，「萬」才

是「蠆」的古字，若看了說文解字的小篆（如圖8的藍框所

示）其實就能一眼看出，那活跳跳的形狀還畫得非常傳神逼

真呢！只是後來因為「萬」被假借成數量「十千」的意思，

所以就加個虫在下面以表示毒蟲原意。

所以在兩漢之時，蝎是蛀蟲，蠆才是蠍子；隋唐之際，

蝎開始也有蠍子之意，並開始出現了「蠍」字；宋遼之後，

出現了異體字定義相反的意見；到了現代，蝎反而漸漸少

用，變成蠍的異體字，如同教育部所說。

但從歷史古書各種刊印本與兩字出現的時間點看來，中

央研究院比較有說服力，意即「蠍」才是「蝎」之異體。所

以，大家若喜歡遵循古法，應該要把Scorpius這個黃道星座

寫為“天蝎座”，只是考試時別這樣考究與崇古（不過大陸

地區考生可寫為蝎）。如果你想寫成“天萬”或“天蠆”也

可以啦，只是沒有人看得懂而已。

寫到這裡，我也該去歇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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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異體字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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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國際電腦漢字及異體字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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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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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黃征《敦煌俗字典》，蔡忠霖

圖8 說文解字的蝎字

YouTube相關影片：

Touring the constellation Scorpius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kM7LUGhBg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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