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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最近席捲了地球上的人類，擾亂了日常

生活的規律。在這個戶外活動驟減與無法出門觀星

的時刻，宇宙彼端那些遙遠的星辰們，是否也會像

近來野生動物的「生態大爆發」一樣，紛紛蜂擁而

出、顯現特別活躍的異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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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對宇宙尺度有些概念的人，就會知道這當然不可能。地球

並不是宇宙中心，星星們怎麼會在意並企圖影響微塵般的地球呢？

只不過古人並沒有被現代科學衝擊過，所以直覺上理所當然會認為

地球是最重要的，其他星星的一舉一動都在暗示或警告著自以為萬

物之靈的人類。於是，天文學跟疾病就有了交集，不論東方世界或

西方世界都是一樣。

幾百年前，西方的占星術竟然是提供流行病爆發預報的唯一途

徑。表面上看起來，這種預報似乎很有科學精神：他們先列出過去

疾病大流行時刻，再與當時的天象進行比較，企圖找出兩者關係。1  
曾經在全球肆虐的黑死病，是歷史上致死人數最多的流行病，當時

的占星學者就曾找出彗星、日食、木星合土星、或火木土三星在同

方位等徵兆預言了這次災難。然而這有點像是現在的疫情指揮中心

竟依照天空異象來發佈防疫警戒一樣荒謬，而這些預言也無法幫助

那些被病魔纏身的人們脫離苦海。 2

至於在東方的古代，中國的占星術除了預言各種宮廷禍亂與兵

災饑荒之外，也可用來預測大規模的流行病，古人的字典《說文解

字》說：「疫，民皆疾也。」《字林》則寫：「疫，病流行也。」

都以「疫」來稱呼流行病，不過「疫」其實包含了許多種傳染病或

流行病，例如鼠疫、瘧疾、天花、霍亂、流感等，占星書並沒有依

病症去明確細分。現在我們當然不會再將這些預測當真，不過仍可

藉此觀察一下古人會把哪些天象視為疫病徵兆，並且猜猜看為什麼

會有這些聯想。

首先來看歷代正史有關「疫」的占辭。《史記‧天官書》寫

著「亢宿：亢為疏廟，主疾…氐為天根，主疫」（圖1），但到了

《晉書》、《隋書》、《宋史》就變成「亢宿主疾疫」，疾已擴張

到疫的範圍。不過雖說亢、氐兩宿主疾疫，但是也有許多其他星官

跟疫病有關。若不計牛馬等動物的疫情，就有以下幾十種天象預兆3 

（二十八宿僅寫宿名，如牛宿寫為牛，但南方七宿的星宿則寫為七

星）：

日暈在亢、觜

月入犯牛、鬼、南河、人星

月食在壁
キトラ龜虎古墳天文圖拓印  攝影/歐陽亮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14489&page=4#%E7%96%AB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79507&pag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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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暈在氐、尾、奎、柳

土星入鬼、昴、五車

火星入犯斗、鬼、井、守胃

金星入氐、犯鬼、守觜

水星犯守尾、七星、張、軫

木星守婁、觜、參、犯軫

彗星在亢、氐、人、大陵

妖星、長星出現（可能指彗星）

白色客星犯六甲

客星犯人、大陵、老人、守南河

赤流星入天市垣、犯木星

大陵中星繁

其中只有「大陵中星繁」較容

易理解，因為陵指陵墓，其星若繁

盛明亮就不太吉利，相較於其他天

象算是比較直觀的。不過依亮度變

化來占測吉凶，容易被大氣影響而

難以判斷、不易應用。例如關於歷

代北斗的占驗記錄只有月暈、彗星

與流星，並沒有亮度的實際運用。

至於日暈、月暈之類的大氣現

象，在古代也被視為天文異象的一

種（圖2）。還有白蒼赤黑等各色

雲氣，同樣能拿來占卜，它們也許

圖1. 《史記‧天官

書 》 之 亢 宿 與 氐

宿記載（圖右），

兩星宿皆位於角宿

東方（圖左，筆者

繪）

圖2. 《宋史》日暈

占辭（圖右）與日

暈照片（圖左，筆

者攝於臺北，2020
年7月18日上午10
點）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79922&page=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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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大氣層內的雲霧、也可能是指極光。

再來看古代占星術之集大成作品《開元占經》，

這本由唐朝天文官瞿曇悉達所主持編纂的術書，保留

許多東周時期恆星觀測數據，可視為中國最早星表4， 

其記錄的星官位置與星數，依然對現在的天文史研究

有幫助。而書中不常被關注的占星部份，與疫有關的

占辭更是遠多於正史。5其中與正史重覆者包括：月暈

在柳、月入南河、亢宿有彗星、木星守婁觜參、火星

守胃入鬼、土入守鬼昴舍五車、金星犯鬼守觜、水星

犯守尾七星軫、大陵星明、赤流星入天市垣等。

《開元占經》比較特別的是敘述了三種無疫情的

徵兆：「亢星明大，民無疾疫」、「王良附路星明…

萬民無疫癘之殃」、「潢星明」。由於星占的主要功

能是預警，所以報憂的天象必然比報喜的數量多。另

外卷九十三的季節錯亂現象則可能是曆法出現誤差所

造成。

相較之下，淵源於魏晉時期的《三家星官簿

贊》，只有從官與疾病有關，其他皆未提及病疫。唐

代的《敦煌寫本》Pelliot chinois 2512則提到亢宿「主

疾，動，人多病」，但氐宿「主傜伇，動者，人伇

苦」，與正史所主之「疫」變成同音不同字了（圖

3）。6 其他與疾病相關的只有三個。

《天文要錄》是一本類似開元占經的古書，由唐

初的李鳳編撰7，收錄了一些開元占經沒有的占星家占

辭，例如昆吾、唐昧、挺生、公連、紫辨、三靈紀、

勑鳳符表、九州分野星圖等。此書殘抄本在日本，且

其中錯字非常多。它與開元占經的共同點是繁蕪瑣碎

且矛盾，因為都是集各家占辭而成。

此書關於疫的占辭也遠超過正史8，與正史相似

的天象包括：月暈尾、辰星犯守尾、歲星守參、月守

凌鬼、熒惑入舍居守鬼、填星入留舍守鬼、太白入留

舍鬼、辰星守凌七星、大陵星繁、月行南河中、客星

守南河等。若再跟正史與《開元占經》都有的天象相

比，交集頗多（包括辰星犯守尾與七星、歲星守參、

熒惑入鬼、填星入鬼、太白入鬼、大陵星繁、月行南

河中等），原因是由於兩書其實有部份來源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開元占經》與《天文要錄》同

時記載了行星跑到天津、螣蛇、王良、閣道、文昌、

北斗等星官（圖4），甚至還能進入紫微與北極（圖

5）！而在南方竟然也可犯軍市、野雞、天廟等非常遠

的星官。這是不可能發生的天象，因為這些星官離黃

道至少30度。9 

 目前已知五大行星大約都在黃道上下10度以內運

行，若考慮東周時期測量誤差最多可達7度10，並放寬

為10度，兩者相加也頂多20度。兩千年前若真的有五

星脫離黃道面南北各30度的劇烈變動，那麼現在我們

應該難以預測它們的軌道。

圖3. 《敦煌寫本》Pelliot chinois 2512所寫的亢氐兩宿，圖片

來源：法國國家圖書館

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348345
http://library.nao.ac.jp/kichou/archive/0404/kmvie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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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這兩本占書還描述了更詭譎的現象，

變色、變暗、變不見都不稀奇，有個「卷舌」星官竟

然能夠變直或舒張（圖6）！若有同好親眼看見，請先

確認是否認錯星或酒精濃度偏高，若都沒有，請趕緊

拍照並連絡天文館。另外書中還有北斗晝見、月犯北

斗、月掩北斗，也是令人驚異但不會出現的天象。

《乙巳占》是由唐代傳奇人物李淳風所撰，但

沒有他另一本預言著作《推背圖》有名。此書「採摭

英華，刪除繁偽」，比起同時代的《天文要錄》或是

稍晚數十年的《開元占經》都精簡許多，因為李淳風

對占星術的看法比較有個性，認為「多言屢中，非

余所尊」，並不尊崇靈驗，而是將之視為一種「權宜

時政，斟酌治綱，驗人事之是非，托神道以設教」的

輔政措施。若「天降災祥以示其變」，就是在提醒帝

王修德以禳之。他還用「唯爾學徒，幸勿膠柱」來指

導後學者，不過唐宋之後各種因素讓古占星術逐漸沒

落，反而是占卜個人命運的另一種占星術風行起來，

這應該是李淳風預想不到的吧？

圖4. 天津、螣蛇、

王良、閣道等星官

距 離 黃 道 （ 左 下

方）至少30度，筆

者繪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res=78326
https://blog.xuite.net/liangouy/star/144187000
https://blog.xuite.net/liangouy/star/14418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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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  文昌、北

斗、紫微與北極距

離黃道（右下方）

至少30度，筆者繪

↓圖6 《天文要錄》

的 卷 舌 占 辭 （ 圖

右），同一占辭在

《開元占經》則寫

為：「卷舌星曲如

舌，即吉；舌直，天

下多口舌之害」。卷

舌星官位於五車旁

（圖左，筆者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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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親天文獎第二等一行獎，擔任2009全球天文年特展解說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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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正史之原文詳列於此連結，至於形容行星運動之「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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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潘鼐《中國恆星觀測史》，上海學林出版社，20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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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開元占經》相關占辭資料詳列於此連結。

6. 資料來源：法國國家圖書館。

7. 此書記錄了兩筆甘氏星官觀測數據，說明甘氏星表曾經

存在。詳見潘鼐《中國恆星觀測史》，頁99。

8. 《天文要錄》相關占辭資料詳列於此連結。

9. 上述星官即使因歷代變遷，位置也未曾偏移超過20度以

上。接近星官創始期的石氏星表雖然曾被質疑是後人在唐代才

測得，但仍可比較唐宋之際星官改變，詳見《所謂名字，能流

傳多久不變？古星象流傳千年的轉變─石氏星表與宋代星表之

比較》。比較結果可發現，兩星表的星官變化不大，故不是星

官變遷所造成的問題。

10. 潘鼐《中國恆星觀測史》，頁32。

11 此書註解指出：「攝提非月行之所及」，因為攝提距離

黃道20度，不過無法確定註解是否本人所作。《乙巳占》相關

占辭資料詳列於此連結。

12. 語出司馬遷《史記‧天官書》。

13. 即使有部份占辭真的應驗，也可能是被人為處理過、

或事後諸葛找出的對應關係，詳見趙貞《唐宋天文星占與帝王

政治》，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頁278。

此書刪去許多不可能發生的凌犯11，有

關疫病者也較少，其中與正史相近的天象包

括：月犯鬼、熒惑守胃、熒惑入鬼、太白入

氐入鬼、彗星出氐。相同於前述兩書與正史

交集者，只有熒惑入鬼、太白入鬼兩筆。這

也許是由於鬼宿的字面意思所造成的聯想？

占星術是統計學嗎？ 
地球上常有疾病流行，天上也常出現

古書所寫的疫病徵兆，兩者皆五花八門不可

勝數，而正史與占書都記載過的「疫」象交

集，就一定跟疫情有顯著關連嗎？其實，統

計上常常有看似相關卻沒有因果關係的例

子，若不問因果，只是強行找出相關性，有

時候反而會被誤導得更嚴重。占星的原則是

「凡天變，過度乃占」12，只對異象占卜，

不占卜經常出現的，否則各種災變就會有難

以置信的週期性，降低占星家自己的可信

度。不過在某些週期尚未發現前，古人就先

用來占卜了，例如《開元占經》蒐集的古籍

資料中就有許多行星逆行或守於某宿，但對

於現代人來說，只是再平常不過的現象罷

了。

另外，占辭會依星官重要性而設定，

因此遠離黃道的重要星官（如北極）也會有

五星凌犯占辭，而在黃道附近但不重要的小

星官就不太記載五星犯守了。這很明顯地說

明，號稱是大數據資料庫的占星術並不是依

靠曾經發生過而記錄下來的統計，而是占星

家為了用異象占卜，憑空想像出五星犯紫微

或北極等過度奇異的天象。科學最基本的原

則是「符合觀測」，但是這些古書顯示，占

星術並沒有達到這個標準。13書中許多聳人

聽聞的災禍，就像現在網路上容易被轉傳的

疫情謠言一樣，都是不知真假、難以查證、

讓人看到的當下常震驚到「不能只有我看

到」。你想要相信純粹想像而非統計出來的

古書，還是不斷依觀測而修正的科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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