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天⽂学名词

太岁，即摄提，原始⼲⽀的别名。太岁在

甲⽈阏逢，在⼄⽈旃蒙，在丙⽈柔兆，在

丁⽈强圉，在戊⽈著雍，在⼰⽈屠维，在

庚⽈上章，在⾟⽈ 光，在壬⽈⽞黓，在

癸⽈昭阳；在寅⽈摄提格，在卯⽈单阏，

在⾠⽈执徐，在⺒⽈⼤荒落，在午⽈敦

牂，在未⽈协洽，在申⽈涒滩，在⾣⽈作

噩，在戌⽈阉茂，在亥⽈⼤渊献，在⼦⽈

困敦，在丑⽈⾚奋若。（语出《尔雅·释

天》）。[1]

太岁以六⼗甲⼦的⼲⽀纪元法为运转周

期。天维建元，是从寅开始的，如《淮南

⼦·天⽂训》收录：“帝张四维，运之以⽃，

⽉徙⼀⾠，复返其所，正⽉指寅，⼗⼆⽉

指丑，⼀岁⽽匝，终⽽复始”。⽃柄回寅，

乾元启运。

⻄汉末年的刘歆根据上古资料整理出岁星

在天区中停留的⼗⼆个位置，称为“⼗⼆

次”；这“⼗⼆次”分别是：星纪、⽞枵、娵

訾、降娄、⼤梁、实沈、鹑⾸、鹑⽕、鹑

尾、寿星、⼤⽕、析⽊。

太岁神对应六⼗甲⼦，共六⼗位，每年有

⼀位当值，在当年当值的太岁谓之“值年太

岁”，是年中天⼦，掌管当年⼈间的吉凶祸

福。



历史渊源

据古籍所载，天皇始制⼲⽀之名以定岁之

所在。⼗⼲⽈阏逢、旃蒙、柔兆、强圉、

著雍、屠维、上章、 光、⽞黓、昭阳。

⼗⼆⽀⽈：困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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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命历序》：

“天地开辟，万物浑浑，⽆知⽆识。阴阳所

凭，天体始于北极之 ，地形起于昆仑之

虚，⽇⽉五纬俱起牵⽜。四万五千年，⽇

⽉五纬⼀轮转。…定天之象，法地之仪，

作⼲⽀以定⽇⽉度…。[1]

原始天⼲名称与简化后名称对应表

《三皇本纪》：“天皇⽒，⽊德王，岁起摄

提”。《易纬通卦验补遗》：“天皇⽒之先，

与乾曜合德”。案：此⾔天皇⽒祖先⽣活在

天地开辟之前，⽽且他们与七曜合德，即

其身份极为崇⾼。远古时代以天象空间变

化来标示⼀年四季时间变化。天皇⽒创制

岁星纪，“岁”⼜名为“摄提”、“太岁”，⽤以

纪元。岁以六⼗甲⼦（⼲⽀纪年法）为运

转周期。在后世的传承中把摄提星纪古语

多⾳节名称简化为⼀个字的⼲⽀名，其与

简化后的⼲⽀在《尔雅》与《史记》均有

对照关系的记载。[1]

《路史》：“摄提，⾸纪尔。”《汉书律历

志》：“指牵⽜之初，以纪⽇⽉，故⽈星

纪。五星起其初，⽇⽉起其中。”《太平御

览》卷17引《释名》⽈：“岁，越也。越，

故限也，年进也，进⽽前也，祀⺒也，新

⽓⽣，故⽓⺒也，载载⽣物也。”《开元占

经》卷67引《淮南鸿烈间诂》⽈：“⽃杓为

⼩岁。”《说⽂》：“岁：⽊星也。宣遍阴

阳，⼗⼆⽉⼀次，从步戌声。”《尚书考灵

曜》称：“（天地开辟），七曜俱在牵⽜初

度”。《天官书》[正义]：“南⽃、牵⽜、须

⼥皆为星纪，于⾠在丑，越之分 ，⽽⽃

⽜为吴之分 也。”《开元占经》卷61引⽯

⽒⽈：“牵⽜⽣于列泽之⾢，以主越国”。

案：牵⽜星是吴越之地的分 星。《河图

括地象》：“天地初⽴，有天皇⽒，澹泊⾃

然，与（北）极同道”。《帝王世纪》：“天

皇⼤帝（为）耀魄宝，地皇为天⼀，⼈皇

为太⼀。”《春秋左助期》：“紫宫，天皇耀

魄宝之所理也。”《河图》：“天元⼗⼀⽉甲

⼦朔半夜，⽇⽉（五星）俱起牵⽜初度。”
[1]

明代著名史学家万⺠英根据我国古⽂献明

⽂记载确定⼲⽀为天皇时发明。在其著作

《三命通会》中有详细记载。⼲⽀的发明

标志着最原始的历法出现，配合数字⽤来

计算年岁。在后来的传承中，把⼲⽀之名

简化为⼀个字。在《史记》、《尔雅》等

著作中均有对照关系的记载，不过《史

记》与《尔雅》的版本不⼀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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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名 太岁
外⽂名 Jupiter
别名 岁星、摄提
来源 摄提纪、岁星纪年法
地区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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