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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星宿是古代汉族天文学家为观测日、月、五星运行而划分的二十八个星区，用来说明日、月、五星
运行所到的位置 。

每宿包含若干颗恒星。作为汉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曾广泛应用于古代的天文、宗教、文学
及星占、星命、风水、择吉等等术数中。

不同的领域赋予了它不同的内涵，相关内容非常庞杂。

它的最初起源，目前尚无定论，以文物考查的话，随县出土的战国时期曾侯乙墓漆箱，上面首次记录了完
整的二十八宿的名称。史学界公认二十八宿最早用于天文，所以它在天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一直以
来也是中外学者感兴趣的话题。

 

中文名： 二十八星宿

https://fhyuan.net/?p=5755


解    释 ：说明日、月、五星运行所到的位置

别    名： 二十八舍

来    源：《夜航船》

起始方向： 从角宿开始，自西向东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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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解释：

【释义】中国古代汉族天文学家把天空中可见的星分成二十八组，叫做二十八宿。

汉·高诱注：“二十八宿——

东方青龙七宿是角（心脏）、鬲(gé)亢(kàng)（肺）、觯(zhì)氐(dī)（胆）、匜(yí)房（胃）、簋(guǐ)心（大
肠）、琮(cóng)尾（小肠）、璜箕（膀胱）；

北方玄武七宿是斗（肝脏）、兕(sì)牛（三焦）、卣(yǒu)女（脑）、簠(fǔ)虚（髓）、爵(jué)危（骨）、
圭(guī)室（脉）、胡壁（女子胞）；

西方白虎七宿是奎(kuí)（脾脏）、斝(jiǎ)娄(lóu)（气）、盉(hé)胃（血）、盨(xǔ)昴(mǎo)（津液）、
笾(biān)毕（元气）、璋(zhāng)觜(zī)（宗气）、聿(yù)参（营气）；

南方朱雀七宿是井（肾脏）、甗(yǎn)鬼（卫气）、罍(léi)柳（脏腑之气）、敦(dūn)星（经络之气）、壁张
（官窍 ）、琥翼（奇经八脉）、明轸(zhěn)（十二经脉）”[1]

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古代也有类似我国二十八宿的说法。

 

【延伸】二十八宿[2] （“宿”，拼音：xiù，中古拼音：siuh），中国古代天文学说之一，又称二十八舍或二十
八星，是古代中国将黄道和天赤道附近的天区划分为二十八个区域。

 

http://baike.baidu.com/view/789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2570/107448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32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5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9702.htm


 

 

（文章来源，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