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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元子步天歌丹元子步天歌》》中的天文学思想略析中的天文学思想略析

盖建民

展开的，其中当然也涵盖到道教

的 “神道”之学，“神道”是道教义

理学的一部分。道教基本义理为

主体，“神道”之学乃从属为其支

系之学。道教以 “道”为最根本、

最崇高的信仰，认为 “道”是宇宙

的本原，道教一切教理教义皆是

由 “道”所衍义而生的，离 “道”即

是离“教”。道教信仰的宗旨是以

“道”为中心的义理，它的基本信

念是由其义理所辐射性推演和规

范而来的，义理是信念的本原。

西方基督教的神学与东方道教义

理之学，两者有共性，即都是宗教

理论与观念，都是维护宗教信仰

与所崇拜的至尊之神的神圣性与

权威性；但两者又各有所别，西方

首重 “信条”，而东方则首重 “义

理”。两者的出发点、理论体系及

涵盖范畴、内涵深度，迥然有别。

西方以捍卫传统信条和修订对信

条的阐解，专设“神学”，中国道教

是没有的，但在道教哲学义理的

制约下近似西方“神学”的“神道”

之学则是有的，其内容则比较广

泛，包括：自然泛神论、宗法信仰、

天朝地狱论、天威天应论、心神合

一论、功德成神论、祭祀醮仪、法

事音乐、符箓禁咒、塑像与水陆画

美术、神品位业、神仙传记、青词

榜文等等，都是道教信仰的理念

与具体践行的体现。西方的 “神

学”与东方的“神道”之学，各有各

的文化传统，各有各的特点，可以

比较和沟通，但不可以生搬硬套，

削足适履。有学者轻率断言道教

没有“教义”，也没有“神学”"说没

有西方模式的 “神学”是对的，说

没有东方特质的“义理之学”则是

错误的 #，这是他不太了解东方道

教的特点，也不太了解中国传统

文化所造成的一种不准确的观

念，同时也是有的西方学者拘囿

或者说习惯于用西方观念来硬套

东方道教的结果。故而，我以为中

国人研究中国的道教，还是实事

求是、从实际和尊重传统的立场

出发较为妥切。

总的来说，我的看法有三点：

"一 #中国古老的道教有自己

丰湛的教理教义体系 "简称义理

之学 #。在道教首重哲学义理的基

础上，它有自己禀具中国传统宗

教文化特色的“神道设教”之学与

“义理”之学。

"二 # 西方基督教的 “神学”，

是以基本信条为中心而展开的宗

教理论体系。东方道教的“义理”

之学，则是以道教 “义理”为依据

而展开的宗教理论体系。两者有

同属 “有神论”的共性，但就各自

的内容、范畴、行为而言，则各有

千秋，未可混同。

"三 #我们展示和研究道教的

“义理”之学，当然要关注道教的

“神道设教”之学以及 “老庄”之

学。

"作者单位：中国道教协会 #

道教素有“夜观星象”的传统。据《楼观本起传》

记载，“楼观者，昔周康王大夫关令尹之故宅也。以

结草为楼，观星望气，因以名楼观。此宫观所自始

也。问道授经，此大教所由兴也”"。道教宫庙称“观”

而不称 “寺”或者 “庙”，与道教夜观天象的传统或许

有最为直接的关联。道教为什么重视天文学，主要

原因是受先秦道家遗风之影响，对天体极为崇拜与

敬畏；同时，道教从 “天人合一”、“身国同治”的思维

模式出发，认为了解天象有助于求道证道，得道成

仙。道教神学理论体系建构，道教各种内外丹养生

修仙方术的发展和完善，需要道门中人掌握一定的

天文学知识。道教神仙谱系的建立是以天体宇宙的

模型为基本构架的，而道教天层结构模型的建构离

不开天文学知识，道教神学信仰和思想需要通过一

定的科仪形式来表达。道教科仪仪式的实施，特别

是醮坛的设计、步罡踏斗之类的科仪程式的编排也

需要掌握一定的天文宇宙知识。早期天师道教区组

织二十四治、二十八治的设置，即运用了二十四节气

和二十八宿等天文知识，形成了一个有严密组织的

教区系统。总之，道门出于星占的宗教政治诉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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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年益寿需要，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从而形成了夜

观星象的传统。

汉代以降，随着天文星象观测的深入，人们认

识的星数和星官 #星座 $ 数剧增，需要有一种能够帮

助辨认和记忆全天星官的工具，因此出现了许多星

图。三国时代，吴国太史令陈卓把石氏、甘氏、巫咸

三派星占家所占的星官，加以综合，求同存异，编成

一个具有 "%& 官 !’(’ 个恒星的星表，并绘制了星

图。星图的优点是形象，使人容易辨认星官。但是星

图复杂，难于记忆。于是人们便开始借用带有韵律

的诗文、歌诀来描述全天星宿。在这方面，道教天文

学家做出了突出贡献。

隋代道号为黄冠子的道士李播"就曾作 《天文

大象赋》，采用歌赋形式对星空作了文学描述。李播

的这一尝试有助于人们认识星空，可惜流传不广。

及至隋唐，出现了一部署名为 《丹元子步天歌》

的天文著作，圆满地完成了这一工作。关于《丹元子

步天歌》的年代、作者，目前尚存争议#，主要有隋代

丹元子和唐代开元王希明 #自号丹元子 $ 作两种说

法。但就丹元子这一称号来分析，此乃典型道门道

号；且 《新唐书·艺文志》三 “五行类”录有 “王希明

《太乙金镜式经》十卷，开元中诏撰”$，王希明所撰

的《太乙金镜式经》当为道书无疑。因此，笔者以为，

不管 《丹元子步天歌》的作者是否真为王希明，我们

都可以判定，《丹元子步天歌》肯定出自隋唐道徒之

手，是道教天文学的珍贵文献。现存 《步天歌》的版

本很多，文辞有异。今人潘鼐取《四部备要》本《通志

·天文略》，《十通》本 《文献通考》，清康熙校元至元

刻本补刻本 《玉海》，文津阁本 《四库全书》、《灵台秘

苑》，北京图书馆藏明刻本 《乾象图》，浙江图书馆特

藏彭氏知圣道斋抄本 《天文鬼料窍》，上海自然博物

馆藏明刊本 《步天歌》#明代李之藻藏本 $，《丛书集

成》本梅文鼎 《中西经星同异考》，坊刻本 《万法归

宗》及家藏明永乐写本 《天文秘旨备考》内 《步天

歌》，“厘定正讹，考核异同，甄以星象，加以校勘”，

校订出一个比较完善的 《步天歌》本子%。本书即以

此版本来探讨《步天歌》的道教天文学新思想。

丹元子按陈卓所定星座，把周天各星的步位，

编成一篇七言长歌，名之为 《步天歌》。其独特的天

文学思想主要有以下二点：

一、“步天识星”的天文学思想

《步天歌》的最大特色就在于以文辞浅近、带有

韵 律 的 歌 诀 来 介 绍 陈 卓 所 总 结 的 "%& 官 和 !’(’
星。例如：

东方 #七宿之一 $
角宿

南北两星正真悬，
·· ··

中有平道上天田，总是黑

星两相连，
··

别有一乌名进贤。
··
平道右畔独渊然，

··
最上三星周鼎形，

· ·· ··
角下天门左平星，

·
双双横于库

·
楼上。

··
库楼十星屈曲明，

· ·
楼中五柱十五星，三二

相著如鼎形。
·

其中四星别名衡，
··
南门楼外两星

横。 #文中加点的即为星名，下同 $
北方 #七宿之一 $
壁宿

··
两星下头是霹雳，

··
霹雳五星横著行，

··
云雨次

之曰四方。
· ··
壁上天厩十圆黄，铁

·· ··
锧五星羽林旁，

·· ·
土公两黑壁下藏。

北极紫微宫 一本作紫微垣 #三垣之一 $
中元北极紫微宫，

··
北极五星在其中，

··
大帝之

·
坐第二珠，

··
第三之星庶子居，

··
第一号曰为太子，

·· ··
四为后宫五天枢。

··
左右四星是四辅，

····
天乙太乙当

门路。
···· ··
左枢右枢夹南门，两面营卫一十五。东藩

左枢连上宰 #
····

一作上宰少尉两相对 $，
····
少宰上辅

··
次少辅，

···· ·
上卫少卫次上丞，后门东边大赞府。西

藩右枢次少尉，上辅少辅四相视，上卫少卫七少

丞 #
··

一作门东唤作一少丞 $，
·

以次却向前门数。
·
阴

· ·
德门里两黄聚，

··
尚书以次其位五。女史柱史各一

户，
·· ·
御女四星五天柱。

··
大理两星阴德边，

··
勾陈尾

··
指北极颠。

·· ··
六甲六星勾陈前，

·· ··
天皇独在勾陈里。

····
五帝内座后门间，

·· ·
华盖并杠十六星，

· ·
杠作柄象华

盖形，盖上连连九个星。名曰傅含如连丁。垣外

左右各六珠，
·· ··

右是内阶左天厨。
· ·
阶前八星名八

·
谷，

·
厨下五个天棓

··
宿。

·· ···
天床六星左枢右，

··
内厨两

··
星右枢对。

···
文昌斗上半月形，稀疏分明六个星。

··
文星之下曰三师，

··
太尊只向三公明。

·· ·
天牢六星太

·
尊边，

·· · ·
太阳之守四势前。

···
一个宰相太阳侧，更有

···
三公相西偏，

··
即是玄戈一星圆。

·· ·
天理四星斗里

暗，
·· ··
辅星近着开阳淡。

·· ·
北斗之宿七星明，第一主

··
帝名枢精，

··
第二第三璇玑星，

· ·
第四名权第五衡，

····
开阳摇光六七名。

·· ··
摇光左三天枪明。

现存 《步天歌》中每句还配有星图，今略。从以

上摘录的 《步天歌》内容来看，《步天歌》采用朗朗上

口的歌诀形式，形象而生动地记载了星官的名称、

星数和位置。其优点在于，人们读着步天歌，如同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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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天上的星官，漫步在天空繁星之间一样。全歌条

理分明，易于记忆。譬如，我们只要先认识一颗甲

星，然后由甲星向东走去，便到乙星，或向南走去，便

到了丙星。这样，念着有韵味的歌诀，按着方向，一

颗一颗地走过去，就可以辨认全天星座。这一步天

识星的思想十分先进和便捷，所以 《丹元子步天歌》

一经问世便广为流行，成为初习天文学的必读著

作。宋代史学家郑樵就曾借助步天歌观测星斗，自

云：“一日得步天歌而诵之。时素秋无月，清天如水；

长诵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数夜，一天星斗，尽在胸中

矣# ”"清代著名天算家梅文鼎也曾高度赞扬 《步天

歌》，云：“句中有图，言下见象，或半或约，无余无失”

#。宋代以降，《步天歌》受到高度重视，被视为描述

星象的最权威记录，元初修《宋史·天文志》时，就采

用《步天歌》和《景"乾象新书》作为校勘标准文献。

而且由于 《步天歌》在传习天文知识中的巨大作用，

以至从宋郑樵 《通志·天文略》起，往往将其视为秘

术，限定只能在灵台传诵，严禁传入民间。

二、“三垣二十八宿”的星空划分新思想

在中国天文学史上，《丹元子步天歌》首创了采

用三垣、二十八宿的星空划分法，即把北极附近的星

象分为紫微、太微和天市三垣，其余分属于二十八

宿，将全天的星空分为三十一大区。众所周知，中国

古代天文学中二十八宿的起源很早，《周礼》中已有

“二十有八星之位”$、“二十有八星之号”%的记载。

!$%& 年在湖北随县发掘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中，内

有一个书写中国二十八宿的漆盖箱。但早期二十八

宿名称，仅仅表明星座个体而已，而且二十八宿体系

最初只是古人用来作为标志日、月、五星运动位置等

目的而采用的。“宿”，《说文》云：“止也，息逐切”。

“宿”在此读为 ’()，次也。次，舍止也，有宿舍之意。

“二十八宿”从字面上解释，即二十八个星宿，每个星

宿作为行星舍止之处所。古人对日、月、五星在无垠

的天空中的星群中往返不息，难以掌握其运行规律，

于是设想依据恒星之天球上的位置，将天球划分成

一定的星空区，即把黄道、天赤道附近的星空，划分

为二十八个星空区，是为二十八宿。把二十八宿作

为星空分区的主体，始自 《丹元子步天歌》。二十八

宿星空区域的划分，是以二十八宿星官为基础，把天

空划分为二十八个区域。每个星宿内有一定的星

座，以作为固定的标志，古人以此观测七政之星座间

运行之规律，测定岁时季节乃至丰歉、祸福。二十八

宿为：东方七宿 *苍龙 +为角、亢、氐、房、心、尾、箕，共

计四十六个星座。北方七宿 *玄武 +：斗、牛、女、虚、

危、室、壁，共有六十五个星座；西方七宿 *白虎 +：奎、

娄、胃、昴、毕、觜、参，共有五十四个星座；南方七宿

*朱雀 +：井、鬼、柳、星、张、翼、轸，共有四十二个星

座。下面我们以东方七宿为例，略加说明。

角宿有十一个星座，分别为：角 *又名辰角，共二

星 +，平道 *共二星 +，天田 *共二星 +，进贤 *一星 +，周

鼎 *共三星 +，天门 *共二星 +，平 *共二星 +，库楼 *又名

天楼，共十星 +，柱 *又称五柱，共十一星 +，衡 *共四

星 +，南门 *共二星 +。亢宿有六个星座，分别为：亢

*共四星 +，大角 *一星 +，折威 *又名七折威，共七星 +，
摄提 *共六星 +，顿顽 *共二星 +，阳门 *共二星 +。宿有

十一个星座，分别为：氐 *又名天根、天府，共四星 +、
天乳 *一星 +，招摇 *一星 +，梗河 *三星 +，帝席 *又名帝

座，共三星 +，亢池 *共四星 +，骑官 *共十星 +，阵车 *共
三星 +，车骑 *共三星 +，天辐 *又名天福，共二星 +，骑

阵将军 *一星 +。房宿有七个星座 *另有钩钤为附

座 +，分别为：房 *又名天驷、马祖、农祥，共四星 +，钩

钤 *又名衿，共二星 +，键闭 *一星 +，罚 *又名伐星，共

三星 +，两咸 *共八星 +，日 *一星 +，从官 *共二星 +。心

宿有两个星座，分别为：心 *又名火、大火，共三星 +，
积卒 *共十二星 +。尾宿有五个星座 *另有神宫为附

座 +，分别为：尾 *又名九江，共九星 +，神宫 *一星 +，天

江 *共四星 +，龟 *共五星 +，傅说 *又名天策，一星 +，鱼

*一星 +。箕宿有三个星座，分别为：箕 *又名农尾，共

四星 +，糠 *一星 +，杵 *共三星 +。
由于二十八宿星官在天上的分布疏密并不均

匀，所以这二十八个区域的大小也相差很大。最大

的井宿所占的赤经范围达三十多度，而最小的觜宿、

鬼宿则只有几度。由于岁差的影响，各宿的距度在

不同时代也有些变化。

《丹元子步天歌》还采用三垣来划分星空。三垣

即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垣，本义为墙垣。古人

将北极周围邻近的星座，用想象的虚拟线条联系为

三个星空区，各区都以东西两藩的星绕成墙垣形式，

故取名为三垣，作为天宫中天帝的官署。同样，作为

星官来说，这些名称的起源或许很早。但在丹元子

之前，人们并没有把它们直接作为划分天区的主

体。只有在《丹元子步天歌》一书中才首次将三垣作

为三个天区的主体，应用于星空的划分。这是一个

了不起的天文学新思想。《续文献通考》之《象纬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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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就此作了一个评述：

《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恒星只

分中宫、二十八宿及在二十八宿之外者。其中宫

之星，凡三垣及二十八宿以上之列星近中宫者，

皆属之。其二十八宿之星则止二十八宿及附宿

之星而已。其二十八宿以下之列星近地平者，则

皆属之二十八宿之外焉。隋丹元子《步天歌》始

将恒星分属三垣二十八宿。三垣之星，固在中

宫，其二十八宿之星，则不论近中宫与近地平，

计星之经度，分属各宿。郑樵《天文略》宗之。"

古代天文学文献中，紫微垣简称紫垣、紫宫，其所在

的天区是北极周围，共有三十七个星座，分别为北极

#包括太子、帝、庶子、后宫、北极共五星 $，四辅 #又称

四弼，共四星 $，天乙 #又称天一，一星 $，太乙 #又称太

一，一星 $，左垣 #又称东垣，共八星 $，右垣 #又称西

垣，共七星 $，阴德 #共二星 $ $，尚书 #共五星 $，女史

#一星 $，柱史 #一星 $，御女 #又命御女宫，共四星 $，天

柱 #共五星 $，大理 #共二星 $，勾陈 #又作钩陈，共六

星 $，六甲 #共六星 $，天皇大帝 #一星 $，五帝内座 #又
称五帝座，共五星 $，华盖 #共十六星 $，传舍 #共九

星 $，内阶 #共六星 $，天厨 #共六星 $，八谷 #共八星 $，
天# #共五星 $，内厨 #共二星 $，文昌 #又名司禄，共六

星 $，三师三公 #共六星 $，天床 #共六星 $，天尊 #一
星 $，天牢 #共六星 $，太阳守 #一星 $，势 #共四星 $，相

#一星 $，玄戈 #一星 $，天理 #又名贵人牢，共四星 $，辅

#一星 $，北斗 #共七星 $，天枪 #又名天钺，共三星 $。紫

微垣乃三垣的中垣，居北天中央位置，故又称中宫。

丹元子把二十八宿星官与紫微垣天区之间空隙较大

的区又划出二垣，即将星宿、张宿、翼宿和轸宿以北

的天区称作太微垣；而将房宿、心宿、尾宿、箕宿和斗

宿等以北的天区称作天市垣。太微垣在紫微垣下的

东北脚，位于北斗的南方，包含二十个星座。太微垣

的两垣主要由十颗星组成，左垣、右垣各五星。太微

之于三垣，乃象征天宫的政府官署，所以太微垣内的

星名多用官名，如左垣 #又称东垣或东藩 $ 五星为左

执法、上相、次相、次将、上将，右垣 #又称西垣或西

藩 $五星为右执法、上将、次将、次相和上相。其余星

座分别是：谒者 #一星 $，三公 #共三星 $，九卿 #共三

星 $，五诸侯 #共五星 $，内屏 #共四星 $，五帝座 #共五

星 $，幸臣 #一星 $，太子 #一星 $，从官 #一星 $，郎将 #一
星 $，虎贲 #一星 $，常陈 #共七星 $，郎位 #共十五星 $，
明堂 #共三星 $，灵台 #共三星 $，少微 #又名处士星，共

五星 $，长垣 #共四星 $，三台 #又名三能、三衡、三奇、

三阶、台阶、天阶、泰阶、天柱，共六星 $。天市垣又名

天府、长城、天旗庭、天旗，乃三垣的下垣。天市垣象

征天帝率诸侯所幸都市，故东西两藩各星均用各地

方诸侯国命名。天市垣包含十九个星座，分别是：左

垣 #又称东垣或东藩，共十一星 $，右垣 #又称西垣或

西藩，共十一星 $，市楼 #共六星 $，车肆 #共二星 $，宗

正 #共二星 $，宗人 #共四星 $，宗 #共二星 $，帛度 #共二

星 $，屠肆 #共二星 $，候 #一星 $，帝座 #一星 $，宦者 #共
四星 $，列肆 #共二星 $，斗 #共五星 $，斛 #共四星 $，贯

索 #共九星 $，七公 #共七星 $，天纪 #共九星 $，女床 #共
三星 $。这种采用三垣、二十八宿作为全天星空的划

分主体，将整个星空划分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三

十一个区域系统的方法，始于道门中人丹元子，无疑

是《丹元子步天歌》中又一独到的天文学思想。这种

分区方法使得每区域都有一个主体，范围得当。正

是由于这种星空划分方法较为合理且又十分形象，

故一直被历代所沿用，直至近代。

注：

#《终南山说经台历代真仙碑记》，《道藏》第 !% 册，第 &"’ 页，北京文

物出版社、天津古籍书店、上海书店 !%(( 年版，下同。

$李播即李淳风之父。据《旧唐书》卷七十九《李淳风传》载：“父播，隋

高唐尉，以秩卑不得志，弃官为道士，颇有文学，自号黄冠子。注

《老子》、撰《方志图》，文集十卷，并行于世。”中华书局标点本，第 (
册，第 )*!* 页。

%《新唐书·艺文志》三 “天文类”载有 “王希明 《丹元子步天歌》一

卷”；郑樵《通志·天文略》卷六则称：“隋有丹元子者，隐者之流也；

不知名氏，作 《步天歌》，见者可以观象焉。王希明纂汉、晋志以释

之，《唐书》误以为王希明也。”《通志二十略》上册，中华书局 !%%&
年版，第 "&+ 页。

&《新唐书·艺文志》三 “五行类”，中华书局标点本第 & 册，第 !&&(
页。

’载潘鼐著：《中国恒星观测史》，学林出版社 !%(% 年版，第 !)* ,

!’& 页。

(《通志·天文略第一》，《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点校本，第四册，第

"&+ 页。

)引自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 ’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 年版，

第 "+- 页。

*《周礼·春官》。

+《周礼·秋官》。

"《续文献通考》之《象纬考》。

,-.例如，三垣中每垣都有若干颗星作为框架，如同围墙一般界限出这

三个天区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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