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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歐陽亮

（續 翼宿上篇）

翼宿到底有幾顆星？
但是從佛教典籍來看，在

三國時期的《舍頭諫太子二十八

宿經》（簡稱舍頭羅經）及其另

譯本《摩登伽經》卻記載：「翼

有二星。形如人步。」隋代初年

那連耶舍譯的《大乘大方等日藏

經》也有提及翼宿星數：「其有

二星，形如腳跡。」

佛 教 起 源 於 印 度 ， 印 度

二十八宿的翼宿主星卻是位於太

微垣內的五帝座一（獅子座β）16 

，遠比中國的翼宿明亮，但沒有

翅膀的含義。另外印度的張宿、

 翼宿（下篇）

黯淡卻有型的翅膀

星宿也都放在獅子座的亮星上。

雖然目前公認二十八星宿起源於

中國，但三國時期前的星張翼三

宿會不會也是指獅子座內較亮的

星呢？在三國前就傳至印度，讓

印度保留了古老的星宿畫法？

太微垣的五帝座最早載於

史記天官書：「南宮朱鳥，權、

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其

內五星，五帝坐。」

由此可知，西漢初年的權、

衡（軒轅與太微）與翼同屬南宮朱

雀，五帝座與翼宿已各自獨立存

在，所以原始的南方七宿應該就在

目前軒轅與太微以南的位置。雖然

圖6 現代星圖的翼宿-左：《星空漫步》附圖，中：香港太空館，右：臺北天文館展場

有學者認為二十八宿在西周至戰國

之時傳出中國再輾轉流至印度17，

但目前並沒有證據顯示中國原始的

星張翼三宿位於獅子座，且這幾個

星宿起初分布於黃道以南可能是為

了觀測上的需要18，傳入印度之後

才被修改為獅子座亮星。若此推論

正確，亦將間接否定朱雀是原始崇

拜圖騰的可能。

佛教在西漢末年傳入中國，

剛開始並不興盛，直到三國後才

稍有發展。因此三國時才譯成的

佛經所寫的翼宿星數，應已無法

取代當時主流的二十二星之說。

若翼宿確定是二十二星，為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2NrZmlsZS9kYTM5NDBjMC01MWEzLTQwZjUtODZjMC1hNGZlZjI2ZmYzYWYucGRm&n=bm85MnA0MS00Nee%2fvOWuv3MucGRm&icon=.pdf
http://tripitaka.cbeta.org/T21n1300_001
http://tripitaka.cbeta.org/T21n1300_001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87795&by_collection=107&page=68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87795&by_collection=107&page=68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72467&page=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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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現代星圖都只繪十三或十四顆

而已（圖6）？目前市面流傳的中

西星名對照圖是以清代《儀象考

成》為根據找出對應星，有研究

顯示《儀象考成》裡已有許多星

不同於早期的北宋皇祐星表19，

因為歷代文獻常在改朝換代時燒

燬、傳抄時又常出錯，兩千年前

認定的星座，傳承時不免會產生

變動，加上古代製圖學不發達，

繪圖重寫意，如傳統山水畫一

般，因此以近代數據去對比古星

圖，顯然「以今論古」，自然容

易對不上。找不到對應星的，只

好列為缺星了。另外明末徐光啟

也曾親自督領重測，翼宿竟只剩

10顆而已20 。這就是為什麼現在

翼宿確定星數只有十多顆的原因

21 ，也使得它成為缺星最多的星

宿。天文研究者若需引用古星圖

來論證，亦需小心採用年代相近

的對照版本，才不會導致類似的

問題。

我們可以從古星圖裡翼宿

的樣子，來觀察其寫意的程度。

翼宿的畫法有許多種，最常見的

是中央鳥身由六星構成、近似張

宿，南北兩翅各為八星，其中五

星略成一線，另三星則靠近腋下

連接身體，相當於襟翼位置。此

三星在北側為翼宿七到九、南側

為翼宿十五到十七（圖7），並

各自形成向左的＜型或向右的＞

型。以下整理出翼宿襟翼的幾種

形態，並略舉數圖為例。為方便

比較，各圖方向皆已轉為一致

（上方為北方）：

一.兩側皆＜型（圖8）：其

雙翅形狀大致對稱，包含唐末錢

寬墓星圖、北宋蘇頌《新儀象法

圖8 翼宿型態一：左上-錢寬墓星圖、左下-新儀象法要、中上-靈台秘苑、中下-三垣列舍入宿去極集、右上-院藏明初絹本天文圖、 
右下-天元曆理

圖7 翼宿的襟翼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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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王安禮刪訂之北周庾季才

《靈臺秘苑》、元郭守敬《三垣

列舍入宿去極集》、明初絹本天

文圖、劉基《觀象玩占》星圖、

姚廣孝《天象玄機》、賈琦甫

《步天歌》與《司天歌》星圖、

章潢《圖書編》昊天垂象圖、顧

錫疇《天文圖》、清徐發《天元

曆理》等都如此繪製，僅南翅連

線偶有不同，但大致上保持＜

型。此形態大多見於明代之前。

二.北側為＜型，南側為＞型

（圖9）：兩側襟翼形狀相反，包

含敦煌星圖、南宋蘇州石刻天文

圖、明末梅靜復《乾象圖》、湯

若望《見界總星圖》、《赤道南

北兩總星圖》、《黃道南北兩總

星圖》、清初梅文鼎《星圖》、

閔明我《方星圖》、戴進賢《黃

道總星圖》、《儀象考成》星

圖、李明徹《圜天圖說》、《大

清會典圖》、《伊世同全天星

圖》等。其中梅文鼎的星圖看似

相同，但其實南側少了一顆、北

側則多一顆。此形態大多見於明

末之後，因傳承自明末清初之改

曆與修訂。

三 .北側為＞型，南側為＜

型（圖10）：把形態二的南北襟

翼形狀對調了，見於明北京隆福

寺藻井星圖、明蔡汝南《天文總

圖》，但前者漏繪了翼宿六。

四.兩側皆＞型：見於明末張

汝璧《天官圖》二月（圖11左）。

五.北側接近一字型，南側為

＜型：以明王圻《三才圖會》為

主（圖11中）。

六 .兩側接近１字型：見於

明吳悌《昊天成象之圖》（圖11
右）。

以上光是形狀排列就有如此

多的差別，且襟翼三顆星若要從

＜型變成＞型，中間那顆星的位

置至少需位移三度（否則會近似

１字型），遠高於清代觀測誤差

±12'（1/5度）22，亦高於宋皇祐

年間觀測誤差±1度左右23。但早

於宋皇祐年間的圖只有《靈臺秘

圖9 翼宿型態二：左上-蘇州石刻天文圖、左下-赤道南北兩總星圖、中上-梅文鼎星圖、中下-閔明我方星圖、右上-儀象考成、

右下-伊世同全天星圖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2694&page=31
https://digital.staatsbibliothek-berlin.de/werkansicht?PPN=PPN3348760607&PHYSID=PHYS_0008&DMDID=DMDLOG_0008
https://digital.staatsbibliothek-berlin.de/werkansicht?PPN=PPN3348760607&PHYSID=PHYS_0008&DMDID=DMDLOG_0008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35896&page=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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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敦煌星圖、錢寬墓星圖、

朝鮮《天象列次分野之圖》（底

本可能為南北朝到唐初）四個，

因此上述六種差別應該不是單純

筆誤，而是接近自由發揮了吧？

極有可能是微星難尋、大家各自

尋覓，只要另一端也有微星，就

可導致三角形倒置了。例如，北

京隆福寺藻井星圖（圖10左）與

《三才圖會》（圖11中）只因翼

宿七這一顆星不同，就讓形狀完

全不同了。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更特別

的畫法：

七.兩翅皆一字型加上兩小分

叉：位於日本的キトラ（龜虎古

墳）壁畫中（圖5右），無襟翼，

南北星數相同，形狀也對稱。在

它右方呈１字型排列的七顆星則

為朱雀第四宿“星宿”，因為張

宿被畫到翼宿的左邊了，其他星

宿順序則正常無誤。

八 .北側六至七顆，南側九

顆：南北星數不同，形狀不同，

以涉川春海《天文分野之圖》、

涉川昔尹《天文成象》、《天象

列次分野之圖》等傳至朝鮮與日

本的星圖為主（圖12左與中）。

九.連成Ｕ型：新疆吐魯番阿

斯塔那古墓星圖(晉唐之間)把星宿

都幾何化，畫出特別整齊的Ｕ型翼

宿（圖12右），且星數為25顆。

十.其他無法歸類者：三家星

官簿贊（圖2）雖然南北星數相

同，但形狀不對稱，無法納入一

至六的分類。而與唐末錢寬墓同

家族之“吳越國”王室墓葬壁畫

另有數幅翼宿，卻與三家星官簿

贊之形狀近似，原因也許是隋唐

的星圖尚未傳至江南，使得吳越

星圖仍保有陳卓時期的風貌24。另

外日本《格子月進圖》亦與三家

星官簿贊之排列相似。還有宣化

遼墓兩星圖上的翼宿25，其襟翼連

線呈Λ與V字型，其中張世卿墓之

襟翼各為兩星而已，而張恭誘墓

之中央鳥身只有五星呈一直線。

由上可知，翼宿在古星圖裡

寫意程度極高，加上翼宿全為暗

星，觀測容易失誤，難怪用座標

數據認真比對，反而很多星就找

不到了。那麼有沒有其他方法可

以重新找回完整的翼宿二十二星

圖10 翼宿型態三： 
左-北京隆福寺藻井星圖、 
右-蔡汝南天文總圖。

↓圖11 翼宿型態四~六： 
左-張汝璧天官圖、 
中-三才圖會、 
右-吳悌昊天成象之圖。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2NrZmlsZS9kYTM5NDBjMC01MWEzLTQwZjUtODZjMC1hNGZlZjI2ZmYzYWYucGRm&n=bm85MnA0MS00Nee%2fvOWuv3MucGRm&icon=.pdf
https://blog.xuite.net/liangouy/star/588611057
https://blog.xuite.net/liangouy/star/588611057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2NrZmlsZS9kYTM5NDBjMC01MWEzLTQwZjUtODZjMC1hNGZlZjI2ZmYzYWYucGRm&n=bm85MnA0MS00Nee%2fvOWuv3MucGRm&ic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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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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其實若把翼宿範圍內肉眼可見的星星都畫

出來，也許就能繞開科學數據找不到的阻礙。

從該天區的星圖可以發現，的確有些六

等星臨近缺星位置，將其連線起來的樣子（圖

1左）與上述第二種翼宿形態最接近26，且與

《中國恆星觀測史》復原之宋皇祐星圖近似：

北翅各星幾乎相同，南翅則因已消失的軍門、

土司空位置而有差異，但這又是另一個故事

了，以後再談。

經過了古籍、古圖、古墓壁畫的綜合整

理，翼宿的古時面貌終於呼之欲出了。對於星

座連線不夠具象的失落感，也得以在復原的星

圖中稍稍釋疑了。下次若有機會看到滿天星星

時，要記得來找找這對黯淡又有型的翅膀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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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翼宿型態八~九：左-天文成象、中-天象列次分野之圖、右-新疆阿斯塔那古墓星圖

http://blog.xuite.net/liangouy/star
http://blog.xuite.net/liangouy/star
http://blog.xuite.net/liangouy/star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2NrZmlsZS9kYTM5NDBjMC01MWEzLTQwZjUtODZjMC1hNGZlZjI2ZmYzYWYucGRm&n=bm85MnA0MS00Nee%2fvOWuv3MucGRm&icon=.pdf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2NrZmlsZS9kYTM5NDBjMC01MWEzLTQwZjUtODZjMC1hNGZlZjI2ZmYzYWYucGRm&n=bm85MnA0MS00Nee%2fvOWuv3MucGRm&icon=.pdf
https://ctext.org/zh
https://blog.xuite.net/liangouy/star/144187206
https://blog.xuite.net/liangouy/star/144187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