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 1 卷 第1 期
9 9 17 年 3月

天 文 进 展
PR O GR ES S S AR T O NOM Y

从〕1
.

15
,

N o

M
a r

. ,

1 9 9 7

十 月太阳历研究进 展

李 维 宝

(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 昆明 6 5 0 0 11)

摘 要

十月太阳历
,

首先是在彝族中进行实地 口头调查获得
,

继而在哈尼族
、

傈僳族中均有发

现
。

随后有人认为口头调查不可靠
,

从未见有彝文和汉文记载
,

进而提出彝族自古使用的就

是十二月历
,

所谓十月历是有人编出来骗人的
。

但近年来经多方发掘研究
,

取得重大突破
,

有关十月历的彝文典籍
,

发现了 《天文历法史 》
、

《十月兽历 》
、

《裴妥梅妮 》
、

《 日月星

辰书》 和 《彝族创世志 》
,

均 已译出汉文公诸于世
。

汉文古代文献 《周易 》
、

《管子 》
、

《内经》 和 《太平经 》 中也发现有十月历的记载
。

关 键 词 天文史

1 调 查 综 述

现代对十月太阳历的报道
,

最早是常隆庆于 1 9 3 4 年
、

李亦人于 1 9 3 8 年和江应梁于 19 4 0

年在四川大凉山彝族中的社会调查中得到 的
,

可惜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

进入 70 年代
,

刘尧

汉在凉山的社会调查中也发现有十月太阳历 (简称十月历 )
,

继而陈久金
、

卢央
、

刘尧汉赴凉

山州展开了较为系统的调查和初步研究
,

所完成的 《彝族天文学史 》 主要展示了
:
彝族先民

对宇宙和对星座的认识
;
观测太阳和北斗星是十月历的基础

; 以数字纪月
、

12 生肖纪 日和纪

年
;
十月年和火把节是冬夏两个新年

,

占用 10 个月共 3 60 天结束后的 5一6 天余 日
,

等等
。

取名
:
彝族十月太阳历 l[]

。

稍后
,

阿苏大岭等人在云南小凉山的调查有重要补充
:
土

、

铜
、

水
、

木
、

火分别配公
、

母
,

是 10 个月的月名
; 在过新年期间出生的男婴算是生在上一年

,

女

婴则算生在下一年
;
新年期间不以生 肖纪 日 z[]

。

198 7 年开始
,

李维宝等人对哈尼族历法的现状进行了调查
,

哈尼老人 以 12 天为一轮纪

日 ; 以物候等称呼 12 个月
,

并用于指导农耕活动
; 以生 肖纪年计算个人年龄

;
统一保持着 2

个传统节 日
:
农历五月或六月的第 1 个属猪日和鼠 日过

“

苦扎扎
” ,

又叫六月年
,

祭天神
;
农

历十月或冬月的第 1 个属龙日开始过
“

十月年
” ,

祀祖先 s[]
。

对傈僳族的调查表明
,

除与哈

尼族有相近的内容习俗
,

还有人记得原先 1 年分 10 个月
,

后来学汉族说分成 12 个月 [’]
。

这

两份调查及后来的其他调查
,

表明彝语支民族的先民曾普遍地使用过十月历
,

只是由于当时

1 9 9 6 年 4 月 1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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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先民没有文字
,

只流传了部分遗迹
。

2 彝文献发掘

师有福在搜集彝文古籍的工作中
,

于 1 9 80 年在云南弥勒县发现了与十月历有关的 3 份

文献
,

简介于下
。

《裴妥梅尼
·

苏颇 》 说到
: “

笃阿慕时代
,

施滴添自他 … … 太阳运转律
,

全部已测清
。

定了月和季
,

分出季和年
,

一月三十六
,

一年三百六
。

一年分两截
,

两截有四

季
。 ”

s[] 《滇彝天文 》 是包含 2 份记述十月历的文献
,

仅简介部分直接有关的内容
。

《黄文

彩手记》 (天文历法史 ) 综述
:
立杆测 日影变化

,

以及测北斗星的斗柄变化等等
,

确定季节变

化和年的长度
,

分阳年和阴年两截
,

以冬至点为历元
,

以颜色表单数月为阳双数月为阴
,

也

以物候表月名
。

《杨罗伯手记 》 (十月兽历 )
: 以十兽作 10 个月的月名

,

依次是
:
虎

、

水獭
、

鳄
、

蟒
、

穿山甲
、

鹿子
、

岩羊
、

猿
、

豹
、

晰蝎
。

十兽同时又用于纪 日和纪年
,

五月结束后过天

地汇合节 1天 (闰年 2 天 )
,

十月结束后过年尾上下连节 4 天
,

均不用兽名纪 日
,

从而使新年

都是从虎月虎 日开始 el[
。

陈执中收藏的 《彝族创世志
·

艺文志 》 首篇记述两种历
: “

天历
”

讲 日月配合
,

将年分成

四季共十二月
; “

地历
”

讲大地分五方
,

对应五行
,

每行含 2 天干
,

生肖伴随
,

例如
, “

甲乙

木行青
,

青帝管东方
,

管七十二天
,

虎兔来伴随… … 中央土行黄
,

黄帝来掌管
,

狗龙与牛羊
,

管七十二天
,

四方相与分
。

狗方十八天
,

分给鸡与猪 … …
”

vl]
。

朱叶搜集的 《 日月星辰书 》 提到
:
十月历是由彝族历法师舍阿机创制

,

以龙日为岁首 ls]
。

在其他史籍中提到十月历内容的也还有
,

例如四川凉山州奴隶制博物馆收存的彝文书里
,

有

《虎星 36 日占》 等
,

还未公开发表
。

3 汉文献发掘

对汉文文献的研究
,

在文献 【l] 里已部分地提及
,

其后的发掘仅以 4 人的研究成果为代

表
。

陈久金的研究曾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

其综合结果表明
:
安徽含山出土五千年前原始

洛书与十月历有密切关系
;
现存最早历书 《夏小正 》 是十月历系统

;
华夏族群的图腾崇拜形

成天象中的四象概念
。

四象中的白虎是古西羌人群的图腾
,

实有黑白之分
。

崇黑虎的后裔彝
、

哈尼
、

僳僳等民族
,

其历法原是观测太阳出没方位
,

并采用 《周易》 六龙方位
、

配合阴阳二

气升降的观念定季节
,

对应阴阳五行的季节月名
,

包括相生系和生成系
,

如 《管子 》
、

《周

易》 中相应的历法观念
。

其新年的理论历元为冬 至和夏至
。

崇白虎的后裔白
、

土家等民族
,

则依据北斗九星的斗柄指向定季节和新年
,

即斗柄上指和下指时分别过星回节
。

北斗九星的

斗柄与后来的北斗七星斗柄指向角宿 (十二月斗建 ) 不同
,

其斗柄延长线是指向心宿 0[]
。

何新在研究中国神话的起源和上古史中
,

独立地发现了十月历的存在
,

指出 《道藏
·

太

平经 》 里有十月历的直接文献 11 0]
。

在十月历发掘方面殊途同归
。

郝葆华对传统医学典籍的研究
,

如对 《黄帝内经》 的研究
,

以十月历的观点成功地解释

了以往存疑的一些问题 l[ ’ ]
。

陈江风在研究中国文学史等方面
,

也以十月历的观点成功地解

释了一些疑难问题
,

并指出北极崇拜的影响渗透到古代文化的诸多方面 位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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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反对的主要论据

自从文献 !l] 公诸于世
,

于 1 9 8 5 年开始出现了反对的意见
,

《古今彝厉考 》 可作代表
,

认

为
“

彝族历法是阴历不是太 阳历
” , “

只有传统的十二月历
” , “

坟墓 (向天坟 ) 不是天文台
”

等
。

依据是
“

查阅了所有我能找到的彝文书
,

也没有见到十月太阳历的影子
” ,

相反
,

从彝文

史籍和地方志中
,

作者举 出十二 月历的记载 11 3 ]
。

对否定十月历在历史上曾存在过的论据
,

应如何看 ? 上面列举的彝文献和汉文献发掘 已

作了回答
,

十月历在历史上的存在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

这里再作两点补充
。

在十月历的发

掘研究中
,

确实出现了偏颇的论点
,

或进行附会
,

如上述
“

向天坟
”

便是显著的例子
,

把它看

作天文台与事实不符
,

与十月历联系纯是附会
。

十月历与彝族
“

向天坟
”

是毫不相干的两个

概念
。

另外
,

彝文古籍的翻译整理工作者都已注意到两个现象
:
绝大多数经史类书无著作者

姓名和年代
; “

同一
”

书籍的不同版本
,

其内容详略不同
,

甚至差异很大
。

这种现象来源于

传统的习俗
:
彝族文化的传承人毕摩

,

到 中晚年收徒 口授文化知识
,

同时依据从师学到的内

容
,

加上自己的社会实践写成书
,

其中对古老的当时 已不流行的 内容进行简略记述
,

同时增

添新内容以符合时代精神
。

到死时其书随尸火化
,

只有少部分被其子束之
“

供桌
”
而存世

。

《论彝族新年》 已提及
,

唐朝时南诏国建立初期
,

官方奉行中原正朔
,

开始废止十月历 ! 1 41
。

经过上千年由毕摩不断
“

改写
”

或辗转传抄的彝文古籍里
,

记述十月历的内容寥若晨星
,

也

就不难理解
。

5 十月历的演变

综上所述
,

目前 已知的十月历演变先后呈现不同形式
。

较原始的面貌
,

是立杆测 日影
,

掌握太阳回归年长度
,

从冬至点起始
,

将 1 年分成 阴阳

两截
,

也可看成是分阳季和阴季共 10 个月
,

每月 36 天
,

用十兽纪月
、

又用于纪 日和纪年
。

同时或稍后出现的另一种 月名
,

是如 《周易》 中的五行生成系水火木金土排列纪月
,

每行使

用 2 次
,

出现在上半年阳季若为阴
,

下半年阴季再出现则为阳
,

反之亦然
。

随着社会的发展
,

五行由月名被当成 5 种物质而赋予不同的属性
,

按相生系理论重新排列

成木火土金水
,

并由各代表阳阴两个月的月名改造成代表五季的季名
,

每季分阳月和阴月
,

月名依次为
: 阳木

、

阴木
、

阳火
、

阴火
、

阳土
、

阴土
、

阳金
、

阴金
、

阳水
、

阴水
。

小凉山到现代

还有人记得用公母配五行纪月
,

但其顺序已不是原貌了
。

此外
,

文献 0[] 已论证过
,

天干原本

是代表 10 个月的物候名称
,

也可看作月名
,

木季为甲月
、

乙月
,

火季为丙月
、

丁月 … … 如

《管子
·

五行 》 的东方木
,

南方火 … … 为五季
,

每季 72 天
,

以 60 干支纪 日
,

从冬至为甲子

日起始
。

按干支纪 日可能是后来的情形
,

在此之前
,

有可能用天干纪 日和纪年
,

与天干纪月

统一起来
。

据笔者过去在云南石屏县一带调查
,

部分彝族长期以天干纪 日计算集市贸易期
,

每个集市固定 10 天赶 2 次集
,

保持至 19 5 8 年止
。

在受到汉族农历的影响后
,

将五季再改成四季
,

与十二月历的春夏秋冬四季统一起来
,

并吸收十二生肖纪 日和纪年
,

改以数字纪月
,

文献 【l] 反映的已是这个阶段的面貌
。

文献 【7 ]

里的地历是在上个阶段的基础上
,

试图寻求与四季 12 个月的对应方式
。

东方木行含甲乙对虎

兔
,

南方火行含丙丁对蛇马
,

西方金行含庚辛对猴鸡
,

北方水行含壬癸对猪鼠
,

中方土行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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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己共同对牛羊狗龙 (分在中方四角各对半个天干为 81 天 )
,

然后把四角相邻的 .2 5 个天干

对的 3 个生肖集合在一起
,

如 : 鼠对癸的 36 天
、

加虎对 甲的 36 天
、

再加牛对戊的一半 18 天

为 1季
,

凑成 90 天之数
。

其他 3 季也照此集合
。

这种对应法可能是受到汉族的启发 (不是照

抄 )
,

当出现在十月历废止之初或前夕
,

依据是
,

最早把生 肖与地支较完整地对应起来见于东

汉的 《论衡 》
,

此后才有生 肖作为月名
,

再传入彝语支民族中 {ls]
。

汉文献中的对应却反过

来以四季 12 个月作标准
。

先是 《史记
、

天官书 》 将十月历的土季改为
“

季夏
” ,

通常被理解

成夏季的后一个月
。

其后的 《白虎通
.

五行》 等
,

都是先认定四方对应 四季各为 90 天
,

撤消

中方
“

不名时
” ,

为了凑合五行各 72 天之数
,

再从四季中各抽出 18 天还给土行
。

此外
,

唐朝

的房玄龄注 《管子》 等
,

均按此思路进行
,

文献 0[] 中已讨论过
,

不再赘述
。

关于冬夏两个新年
,

文献 0l[ 称为
“

年尾节
”
和

“
天地汇合 (阴阳交替) 节

” ,

在夏朝时代

可能是统一的
,

从冬至开始历 5 个月共 1 80 天
,

另有 1 至 2 天余 日过 阳年新年
,

从夏至开始

再历 5 个月共 1 80 天
,

另有 4 天余 日过阴年新年
。

过年节的 日子不用兽名
,

如 《诗
·

幽风
·

七

月》 称为
“

一之 日
” “

二之 日
” “

三之 日
” “

四之 日
”

( 参见文献 !14 」)
。

崇黑虎的后裔
,

由于

重在测定冬至点
,

长期保持着这个节期
,

而崇白虎的后裔重在测北斗的斗柄上指
,

称为星回

节的新年 日期在缓慢地推迟
。

斗柄变化周期大于太阳回归年周期
,

经过相当长的时期后必然

会被发现
,

加上杂居或交错而居的 民族间的相互影响
,

到十月历被废止后
,

两个新年被保留

下来
,

将节期依附于农历中
,

不再实测天象
,

从此节期分散成多种
。

以彝族为例
,

夏天的新年

火把节分散在五月五 日
、

六月六 日
、

十八 日
、

二十四 日等等
,

过小年一天
,

还有从六月二十三

至二十五 日过大年 3 天的
;
冬天的新年十月年

,

更分散在十月至十二月内
,

择吉日或固定在

二十 四 日
、

冬至 日等开始
,

过大年 5 天
,

也有相对于火把节为大年而冬天新年为小年只过 2

天
。

6 十月历行用时代及彝族与汉族的渊源关系

十月历的不 同形式说明行用时代不同
,

据文献 s[] 的家谱推其创立距今 6 千多年
,

据文

献 0[] 提供的出土 5 千年前的玉片
,

其图形可能是无文字时代的十月历
,

那么十月历可能产

生和行用始于原始社会末期
。

确切的证据是现存的最早历书 《夏小正 》 为十月历
; 以十月历

为基础的 《周易》
,

六龙记的是十月历的季节星象
。

说明十月历行用在夏朝和夏以前
。

为了便于理解
,

这里简要地介绍汉族与彝族的渊源关系
。

众所周知
,

今天的汉族是历史

上的几次民族大融合后形成的
,

包含有中原和四夷的成分
。

而包括彝族在内的彝语支民族源

于四夷中的古西羌
,

西羌 曾是很强大的群体或部落集团
,

其中有一部分进入中原地区发展起

来
,

传说中的伏羲氏出于西羌不一定可靠
,

但黄帝
、

大禹出 自西羌的看法较一致
。

据古代把
“
皇历

”

看成统治的象征
,

他们入主 中原后必然推行十月历
。

即以十月历作为正朔而广泛使

用
。

被认为是东夷的殷商入主中原后
,

以阴阳历即十二月历为正统
,

但并非十月历就此消失
,

从后来的 《管子》
、

《诗经》
、

《道藏》 等有十月历内容便可说明间题
。

大约从汉朝开始
,

十月历的使用缩小在西羌 的后裔中
,

甚至只是彝语支民族的范围内
。

唐朝时南诏国建立
,

更

进而只流传于云南大部和川南
、

黔西的彝语支民族的民间中
。

有兴趣者可参阅文献 阵一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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