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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与历法

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中，“阴阳”和“五行”是影响深远，根

深蒂固的文化观念。如中国古代的哲学和科学，从微观到宏

观都概括为“阴”、“阳”两性，“阴阳”成为人们认识宇宙间一切

事物的基本观点。金、木、水、火、土“五行”在古人看来是构成

世界万物的五种基本物质，它充盈天地，无所不在。

尽管人们对这些概念的起源众说纷纭，但我们从彝族的

原始宇宙观中发现，古老的彝族原始先民有很发达的“阴阳”

“五行”思想。十月太阳历的发现为我们寻找“阴阳”“五行”的

起源开辟了新的途径。由于古人的认识常常带有自然朴素的

性质，各种理论的产生大都与各种具体事物相联系。因此，

“阴阳”、“五行”这些概念并不神秘，神秘的倒是与“阴阳”、“五

行”有关的具体事物。

在十月太阳历中，大小两个新年正好将一年划分为两季，

第一季从最冷变到最热，第二季又从最热变到最冷，这正符合

“阴”“阳”消长的思想。具体地说，十月太阳历用雌雄（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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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五种元素（五行）各“一分为二”，以分别表达一年１０个“时

段”（即一个月）及５个季节；每个季节包括同一元素中的雌雄

两个月，其单月为雄，双月为雌。用“五行”划分的五个季节，

代表了太阳一年在东、西、南、北、中的５个运动方位。所以，

“阴阳”、“五行”思想的产生与十月太阳历有密切的关系。这

种宇宙观，反映了我们祖先洞察天地、认识事物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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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中的太岁纪年

中国古代史书，通常使用帝王年号和干支纪年。也有少

数史书如《资治通鉴》，除了使用这两种纪年外，还使用了太岁

纪年。如公元７１４年至７１７年，皇帝年号为玄宗开元二年至

五年，干支纪年是甲寅至丁巳，太岁纪年则是阏逢摄提格至强

圉大荒落。

太岁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假设的星名，与岁星相应。岁

星即木星，古代认为１２年行一周天（实际为１１．８６年），因此

将黄道１２等分，以岁星所在部分作为岁名。岁星运行方向为

自西向东，与黄道划分的１２支方向相反。为避免这种不便，

遂假设太岁与岁星实际运行方向相反，以每年太岁所在的部

分来纪年。按十二地支次序，太岁纪年名称分别是：困敦、赤

奋若、摄提格、单阏、执徐、大荒落、敦牂、协洽、涒滩、作噩、阉

茂、大渊献。后来更配以十天干，按次序其名称为阏逢、旃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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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兆、强圉、著雍、屠维、上章、重光、玄黓、昭阳。二者相配，成

为六十干支。例如１９８８年，按干支纪年为戊辰，太岁纪年则

为著雍执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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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物候纪年法

据古书记载，自魏晋到宋代，许多少数民族就曾使用过以

观察物候来记载岁时的物候历。《魏书》卷１００记载宕昌羌族

历法“俗无文字，但候草木荣枯以记岁时”；《隋书·流求传》记

载当时台湾习俗“俗无文字，望月亏盈以纪时节，候草药枯以

为年岁”；《新唐书·党项传》说西藏在文成公主入藏前仍实行

“候草木记岁”法：宋赵珙《蒙鞑备录》说鞑靼和女真人“其俗每

以草一青为一岁。有人问其岁，则曰：几草矣”；宋彭大雅、徐

霆《黑鞑事略》也说蒙古在成吉思汗以前仍以“草青则为一年”

的历法。

同样，我们的祖先也曾以草木初生作为一年之始———孟

春正月，这就是我国的夏历，亦即农历。夏历正月是以草木初

生的孟春为起始的。从“春”字的本义可见夏正月与孟春相

配，正反映了正月与草木初生是同步的。

甲骨文中“屯”就像草木刚刚发芽初生的形状，这刚好与

《说文解字》“屯，难也，象草木之初生，屯然而难”的说解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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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除以屯为春外，还有以“屯”为声符，或加一“木”，或加

二“木”，或加三“木”，或加四“木”，或用二“中”，或用四“中”为

意符，正表示了草木萌发、初生的含义；有时加“日”为意符，表

示了草木萌发与日照的关系，正如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

所写的“春”字所说的“得时草生也”之义。“春”字本义既然是

草木萌发初生，而把初春———孟春与正月相配，正是夏历的特

点。春夏秋冬相互交替，与大自然万物生长规律相合。“夫物

以春生夏长，秋而熟老，适自枯死”（《论衡·偶会篇》）。所以，

古人高兴地说：“夏数得天”（《左传·昭公十七年》）；“夏之正

月得四时之正”（《周礼·小宰》郑司农注）。更重要的是，以草

木萌发初生为正月，便于人们根据对大自然的观察来安排岁

首。《逸周书·周祝解》说：“地出物而圣人是时，鸡鸣而人为

时”———“圣人”以大地的草木初生作为一个时间标志：一年之

始；人们以鸡鸣作为一个时间标志：一日之始。

古人认为草木初生可标志岁首这一发现十分伟大，而尊

始倡者为“圣人”。其实，这正如我国中古羌人、蒙古人、女真

人、台湾岛人的纪年法一样，是“候草木荣枯以记岁时”，“以草

一青为一岁”的物候历。而上古我们的祖先以假借为“才”的

“载”来纪年，称几年为几载，意即几个草木初生期，相当于古

代女真人与鞑靼人所说的“草青几度矣”，“几草矣”，是以“草

一青为一岁”的纪年法。

到春秋战国之时，夏历中确定岁首的标准已增加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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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特别是天象），但草木初生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观察条

件，因此《月令》等篇说在“草木萌动”的孟春，太史谒见天子说

“某日立春，盛德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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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支的传统含义

▲干支次序
“十干”“十二支”二者都可以说明季节的变动。

“甲”就是“铠甲”，指万物冲破其“甲”而突出的意思。

“乙”就是“轧”，指万物伸长的意思。

“丙”为“炳”字，指万物茂盛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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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为“壮”，指到达“壮丁”的时候。

“戊”为“茂”字，也是万物繁茂的意思。

“己”为“起”字，指万物奋然而起。

“庚”为“更”字，万物更新的意思。

“辛”为“新”字，为万物一新的意思。

“壬”为“任”或“妊”字，为万物被养育的意思。

“癸”为“揆”字，万物萌芽的意思。

“子”就是“孽”，表示万物繁茂的意思。

“丑”就是“纽”，是用绳子捆住的意思。

“寅”就是“演”或“螾”，指万物开始伸长的意思。

“卯”就是“茂”，为万物茂盛的意思。

“辰”就是“伸”或“震”或“蜄”，也就是万物震动伸长的

意思。

“巳”就是“已”，指万物已成的意思。

“午”就是“仵”，指万物已过极盛之时，又是阴阳相交的

时候。

“未”就是“味”，是万物已成有滋味。

“申”就是“身”，是万物粗具形体的意思。

“酉”就是“老”或“鲍”字，指万物十分成熟的意思。

“戌”就是“灭”，指万物消灭归土的意思。

“亥”就是“核”，指万物成“种子”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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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始用干支纪年、月、日

我国古代用干支纪日较早，用干支纪年、月则是稍后的

事。夏朝诸王中已有用天干作为名字的，如孔甲、履癸（夏

桀），夏朝应该有用干支纪日的可能，但目前尚无明证。商代

诸王都以十干为名，如大乙（商汤）、盘庚、祖甲、武乙、文丁、帝

乙、帝辛（商纣王）。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较为完整的卜辞，

多数都有干支纪日，可见商代已普遍通行干支纪日的方法。

干支纪月也是用六十甲子来记录月序。由于农历通常一

年为十二个月，而地支恰好是十二个，所以各月的纪月地支是

固定的。即正月为寅，二月为卯，三月为辰，四月为巳，五月为

午，六月为未，七月为申，八月为酉，九月为戌，十月为亥，十一

月为子，十二月为丑。各月固定的纪月地支，再配上天干，就

构成了干支纪月法。干支纪月法是以五年为一周，周而复始。

对于闰月的月份，没有独立的纪月干支。相传古代早已用十

二地支纪月，只是不同朝代年的开始月份所对应的地支不同。

据说夏朝以寅的月份为正月，商朝以丑的月份为正月，周朝以

子的月份为正月，秦、西汉以亥的月份为新年的开始。西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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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改用《太初历》，又开始用夏朝规定的寅月作为正月。干支

纪月正式运用见于《史记·历书》中，但此法未被普遍推广，通

常仍是沿用一至十二的数字纪月。

干支纪年的使用则广泛而持久。黄巾起义前，张角传播预

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那个甲子年经

推算是指汉灵帝中平元年，相当公元１８４年。还有近代的辛酉政

变、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丑条约、庚子赔款、辛亥革命等历史事

件都是以干支纪年来命名的。那么用干支纪年是从何时开始的

呢？这个问题至今尚未弄清楚。我国古代纪年方法一般是以君

主在位的年次累计纪年。汉武帝首先正式创立年号，此后凡是新

君即位，都以更换的新年号重新以年次纪年。如一帝多次更改年

号，则又重以新年号开始纪年。至于干支纪年，有人认为黄巾起

义提出的“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是见于史书以干支纪年的最早记

载，于是提出了干支纪年首创于东汉末年的说法。清代史学家赵

翼考证干支纪年始自王莽。因为《隋书·律历志》记载“王莽铜权

铭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又曰：龙在己巳，岁在实沉”。也有人

认为西汉时编著的《淮南子·天文训》中已有用干支纪年的端倪。

比较通常的看法是：以干支纪年法萌芽于西汉，开始应用于王莽

时候，通行于东汉后期，至今已有２０００年的历史。与此有关，据

安徽省颍上县农民李式先计算，公元前２５１７年是我国干支纪历

的第一个甲子年。这为研究中国古代史提供了年代的坐标。经

我国天文学史有关专家、教授鉴定，这一计算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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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纪年

辛亥革命期间，一些报刊和革命党人为反对清王朝，不使

用清朝皇帝的年号纪年，而以传说中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为

年号来纪年，史称“黄帝纪年”。由于计算的起始时间不同，当

时各报刊采用的黄帝纪年的年代也不统一。对１９１１年，中国

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推断为黄帝４６０９年，中国留日学生江苏

同乡会编印的《江苏》推断为黄帝４４０２年，由黄藻编辑初刊的

《黄帝魂》推断为黄帝４６２２年。其中，《民报》所用年代为多数

革命党人接受，武昌首义后湖北军政府颁发的文告即以此为

据，各省响应起义的文告也多采用此说。孙中山先生就任临

时大总统时，通电各省，定黄帝纪年４６０９年１１月１３日（公元

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从这一天起，不再使

用黄帝纪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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