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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早期历法的观念与技术”论坛纪要
作者：孔祥瑞  来源：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时间：2021.01.19

　　2020年11月16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一百一十七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

行，主题为“早期历法的观念与技术”。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邱靖嘉任

召集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吕传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博士后郭津嵩、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博士后肖尧做主题报告，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孙小淳、北京大学历史学

系长聘副教授陈侃理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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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伊始，邱靖嘉老师介绍了本次论坛的主题与缘起。因受近代以来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

日渐分裂的影响，科技史一直归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与传统历史学长期缺乏交流沟通。本次论坛

邀请了具有科技史和历史学不同背景的学者汇聚一堂，从各自的研究角度来讨论“早期历法的观念

与技术”问题，希望能够促进历法研究中“内史”与“外史”取向的交融互鉴，科技史与历史学的

回归合流。

　　吕传益老师首先带来题为“楚历的建正与岁首”的报告。建正与岁首是研究楚历无法回避的问

题，但又争讼纷纭。先秦历法文献罹经秦火与战乱，传世极为稀少。最早对楚历的研究多从《楚

辞》等文学著作入手，但由于文献不足征，此话题长期停摆，直至上世纪后期云梦秦简、包山楚简

等被发现才又得到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到目前为止，关于楚历，学界主要有建丑、建寅、建亥、建

子、建卯五种建正，和“冬夕”“刑夷”“屈夕”“夏杘”四种岁首观点。但前人研究很少能准确

区分“建正”与“岁首”，且由于材料不足无法找到同年首月的坚实证据。吕传益老师从“斗建”

在历法中的设置原理出发，将建正、岁首与斗建月联系起来，将“建正”界定为历法中使用哪个斗

建月作为正月，“岁首”界定为一年之中的起始月。“岁首”可以是，也可以不是正月，意即存在

建正与岁首合一或分离的两种可能。比如，据《春秋》经可知鲁国无论在丑正历还是子正历阶段都

保持建正与岁首合一，云梦秦简也显示战国时期的魏国实行岁首和正月均为寅月的历法。在分离方

面，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颛顼历，采用夏正历的月序，并以夏正历的十月为岁首，正月是一年内

的第四个月。

　　关于楚历建正，大体有分别基于楚辞、出土简牍和《左传》的三种推断方法。基于楚辞可推测

楚历建寅，但至今无明确证据。根据云梦秦简整理出的“秦楚月名对照表”和“日夕表”，可以推

断楚历正月名“冬夕”对应秦十月，即楚历建亥。还有学者将《左传·庄公四年》“四年春，王三

月，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中的“荆尸”与楚月名“刑夷”联系起来。学界也有质疑

“荆尸”为月名的声音，认为一方面句式上无此用法，另一方面《庄公四年》建丑，无论认为是

“王正月”还是“王三月”，时间都无法与“荆尸”（寅月）相对应。对此，吕传益老师分别进行

了回应。关于前者，吕传益老师找出《左传·襄公二十二年》中的“我二年六月，朝于楚”证明有此

用法。关于后者，吕传益老师认为，在早期推步历发展阶段，由于测算技术条件的限制，建亥的楚

历出现正月摇摆于戌或子的情况是完全可能的。在此基础上，还可推断楚历从“观象授时”转向推

步历的年代不晚于春秋早期。

　　此外，针对前人从楚历代月名与季节的划分推断楚月名可能属于一种以子月为正月的历法的观

点，吕传益老师指出，九店秦简已否定这种认识，况且现有考古证据表明月份与四季联系起来发生

在西周晚期或更晚，而楚国历法在春秋早期就已进入推步历阶段，更说明楚月名非子正历。关于楚

历岁首，目前有“冬夕”和“荆尸”两种说法，双方各自都努力在简牍中寻找证据。如果认为荆尸

为岁首，则楚历建正与岁首分离。有学者从楚辞来推断楚历在战国中晚期已经实行了以寅月为岁首

的历法。吕传益老师受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启发，认为先秦时期很多诸侯国都同时使用本国推步

历和一套独立的、以寅月为正月的历法，楚国可能也如此。因此，他认为，战国中晚期时楚历已改

用荆尸为岁首的观点证据不足。在简牍方面，无论观点为何，前人基本都是寻找明确的首月记录来

确定岁首的，但这种方法需要在同一简内连续简文中明确年、月名及其先后顺序，条件之苛刻目前

难以实现。为此，吕传益老师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先秦时期一般实行将一年中最后一个月设为闰

月的“归余于终”置闰规则，我们只要依此先找到闰月的代月名，它的后一个月即为岁首。

　　郭津嵩老师的报告题目为“西汉太初改历始末新证”。他利用一则此前未受重视的传统史料和

一则新出简牍史料，分别探讨关于太初改历“始”和“末”的两个问题。在太初历提议及筹备的时

间问题上，既有研究一般依据《汉书·律历志》的叙事将改历的全部经过置于元封七年，但考虑到改

历程序之复杂，此事断无可能仅仅在半年多的时间中完成。过去有学者怀疑提议改历的年代应为元

封元年，但始终没有有力证据。郭津嵩老师指出，《史记·封禅书》中记有公孙卿在元鼎四年借汾阴

得宝鼎之机，向汉武帝讲述的黄帝“迎日推策”故事，在英国学者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

所作解读的基础上，可以确证已经包含了太初改历的基本设想。由此可将最初的改历之议上推至太

初以前八年，其它若干相关史料亦获得新的认识，使得汉武帝封禅与改历两件大事之间的密切关系

更为清晰。再结合司马迁任太史令的时间，可以推断改历的实际准备工作至少在太初以前三、四年

左右的时间中已经陆续展开。

　　其次是西汉晦朔观念变化与太初以后朔日变更的问题。西汉前期实行的历法常以日月会合的后

一日为朔日，相应地，日食总是发生在晦日或晦前一日。以往学者一致认为，这是由于历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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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技术问题长期未得解决而致，理论上仍应以会合之日为朔。郭津嵩老师提出，湖北荆州胡家

草场汉墓新出竹简《岁纪》记有高祖九年因日食而调整朔日之事，显示将朔日置于会合之后一日是

当时主观上有意为之。沿此思路寻绎史文，发现在太初历颁行之后的太始年间有两次日食在晦的记

载，按照推步都本应在朔日，推测可能也是与高祖九年类似的临时更动。直到昭帝始元三年才见有

西汉第一次日食在朔的可靠记录，此后也未再发现因日食而更动朔日的情况——国家颁历层面似乎

已接受以会合之日为朔的观念。太初改历虽然没有马上扭转旧有的习惯，但应仍在此一观念转变的

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

　　随后，肖尧老师以“西汉太初改历中的藉半日法”为题进行报告。西汉的太初改历是中国历法

史上极为重要的事件，甚至可说是后世改历活动的典范。太初改历的最终结果是定邓平的八十一分

律历为太初历，而在八十一分法之外，邓平还提出一种“藉半日法”，此法的作用和目的一直令人

疑惑。肖尧老师将“藉半日法”与历元确定问题相联系，以此解释“藉半日法”的目的和作用。对

“藉半日法”的解读首先需要理解其字面含义，根据天文知识和文本解读，可以推断“藉半日法”

中的“阳历”是一种先天的历法，即历法推算的天象（合朔）发生时刻早于实际天象发生的时刻。

“藉半日法”的“藉”即“减”的含义，实际操作时是将合朔时刻提前半天。因为“藉半日法”涉

及到对合朔时刻的调整，因此可将它与太初改历时的历元确定问题放在一起考虑。太初历在改历之

初便将历元定在太初元年岁前十一月甲子夜半，即冬至时刻和合朔时刻重合于甲子夜半。根据此前

肖尧老师博士论文的研究，此历元只能是由历法推算而定，但经过分析发现，甲子夜半这个时刻并

非完全由推算而得，而实际上是一个经过挑选的“完美”时刻。司马迁等人根据冬至时刻选择了完

美的甲子夜半作为历元，再调整合朔时刻，将推算的甲子朔日朔小余消去，使合朔时刻与冬至时刻

重合在甲子夜半。

　　这个操作获得了“完美”时刻，却造成了一个矛盾，即十一月已为大月的事实与新历历元所推

十一月为小月相矛盾，且难以调和。肖尧老师认为，这个矛盾正是邓平提出“藉半日法”的主要原

因。在“藉半日法”中，“阳历”的合朔时刻减去半天，这样一来，推算的合朔时刻接近夜半，也

就表明新历历元所推十一月为小月没有问题；而“阴历”的推算合朔时刻没有变化，所以十一月为

大月也没有问题。在“阳历”和“阴历”都正确的前提下，邓平又说“阳历朔皆先旦月生，以朝诸

侯王群臣便”，以此来说明“阳历”优于“阴历”，这就使最终的历日安排会按照新历历元进行推

定。所以，太初历最终定邓平的八十一分律历，除了“以律起历，合乎法理”的理由外，另一关键

原因是邓平的“藉半日法”成功解决了第一批改历官员们“不能为算”的难题。

　　讨论环节，孙小淳老师指出，目前还有很多早期历法的细节问题尚待研究，三位报告人进行了

很好的推进，也增进了我们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认识。比如在常数测定问题方面，过往历史常常

称其为观测，但其实很多古代历法中的常数并非测量，而是构造而来，并要求构造和测量相吻合。

虽然中国古人采用的不是古希腊本轮、均轮等几何模型，而是数字构造，但也是一种模型，且同样

严密理性。就此而言，古代历法对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意义重大。在具体论证细节方面，孙老师认

为，对楚历的研究涉及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未来可从此方面继续推进；朔日变更不一定说明

初二是朔日的观念变化，也可能是由于已形成的日食在晦日的习惯。

　　陈侃理老师则结合自己的学术经历讨论了打通历法相关研究中“内史”与“外史”隔阂的问

题。陈老师提出，中国古人对于技术的理解往往与实际生活中的具体问题紧密相连。比如，秦汉的

数学书往往与田亩计算、工程、口粮等问题相结合；对司马迁而言，历法的技术与统治行为、政治

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古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中强调“内史”与“外史”之别，更多是因现代研

究者的问题意识与自身素养所致。他认为，今天三位学者的报告和交流说明内外之别完全有可能打

破，这也将是未来科学史和历史学相关研究的发展趋势。

（原题：纪要｜【文研论坛117】早期历法的观念与技术）

分　　享：

TOP

http://hrc.cass.cn/xsdt/xsxw/202101/t20210119_5245791.shtml
http://hrc.cass.cn/lsjt/
http://hrc.cass.cn/xszy/
http://hrc.cass.cn/xsdt/
javascript:void(0);


历史讲坛 学术资源 学术动态 中国考古博物馆
(中国历史文化展示中心)

院属研究所： 考古研究所 | 古代史研究所 | 近代史研究所 | 世界历史研究所 | 中国边疆研究所 | 历史理论研究所

机构链接： 人民网 | 新华网 | 求是网 | 光明网 | 学习强国 | 中国社会科学网

联系我们  Copyright © 2019 中国历史研究网. All Rights Reserved  视觉设计：北京分形科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国家体育场北路1号院1号楼中国历史研究院　邮编：100101

京ICP 备 11013869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0146号

建议使用IE9.0以上浏览器或兼容浏览器


TOP

http://hrc.cass.cn/lsjt/
http://hrc.cass.cn/xszy/
http://hrc.cass.cn/xsdt/
javascript:void(0);
http://kaogu.cssn.cn/
http://lishisuo.cssn.cn/
http://jds.cssn.cn/
http://iwh.cssn.cn/
http://bjs.cssn.cn/
http://lls.cssn.cn/
http://www.people.com.cn/
http://www.xinhuanet.com/
http://www.qstheory.cn/
http://www.gmw.cn/
https://www.xuexi.cn/
http://www.cssn.cn/
http://hrc.cass.cn/lxwm/
http://www.fractal-technology.com/
http://www.fractal-technolog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