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Ｖｏｌ １６　 Ｎｏ ２
Ａｐｒ.ꎬ ２０１９

天　 文　 研　 究　 与　 技　 术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第 １６ 卷　 第 ２ 期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ＣＮ ５３－１１８９ / Ｐ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２－７６７３

十月历、 十八月历与阴阳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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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彝族十月太阳历简称十月历ꎬ 它的发现是 ２０ 世纪天文界的一件大事ꎮ 继十月历

之后又在彝族地区发现了十八月历ꎬ 即把一年分成 １８ 个月ꎬ 每月 ２０ 天的阳历ꎮ 从现有的证

据看ꎬ 中国上古时代确实存在过十八月历ꎬ 它就是尧都观测遗址显示的 “二十节气” 历ꎮ 据

«吐鲁窦吉» 阐述ꎬ １ 年 １０ 个月ꎬ １ 月 ３６ 天ꎬ 半月 １８ 天ꎬ １ 年为 ２０ 节气ꎬ １ 个节气 １８ 天也

称为 １ 个月ꎮ 据此可以证明ꎬ 彝族先民对十八月历并非独自创造ꎬ 只是继承而已ꎮ 植根于中

国阴阳五行中的十月历ꎬ 也可称作阴阳五行历ꎬ 它与十八月历可看作是一回事ꎬ 只是表述形

式不同又互有联系的一种阳历ꎬ 也可用简单的数学式表达:
３６ 天 × １０ (月)＝ ２０ 天 × １８ (月)＝ １８ 天 × ２０ (节气)＝ １２ 天 × ３０ (节气)

关键词: 十月历ꎻ 十八月历 ꎻ 阴阳五行ꎻ 创造ꎻ 继承

中图分类号: Ｐ１－０９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２－７６７３(２０１９)０２－０２４９－０４

１　 问题的提出

彝族十月太阳历(简称十月历)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首先在彝族地区较系统地发掘后公诸于世ꎮ
这是现代中国天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ꎬ 多种新闻媒体作了报道ꎮ 随后ꎬ 人们深入到 «夏小正» 是

不是十月历的讨论中ꎮ 随着研究的深入ꎬ 十月历发现的巨大价值逐渐彰显ꎬ 主要在于它起源和植根于

中国古老的历法阴阳五行历ꎮ 可以说ꎬ 十月太阳历在彝族地区的发现是 ２０ 世纪中国天文界热门课题

之一ꎮ 继十月太阳历发掘后ꎬ １９８９ 年又在云南彝族地区发现了十八月历[１]ꎮ 对此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研究所刘尧汉教授多次提到ꎬ 他不仅独自发现了十月历ꎬ 而且独自发现了十八月历[１]ꎻ 十八月

历是彝族先民的又一创造ꎬ 与十月历没有任何联系ꎻ 美洲墨西哥玛雅人的十八月历传自彝族ꎬ 等等ꎮ
若是如此ꎬ 那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发现ꎮ 但是ꎬ 姑且不说 “独自发现” 之说并不确切ꎬ 只说这种认识

至少还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ꎬ 需要先寻觅证据ꎮ

２　 考古发现和文献摘录

２ １　 考古发掘出二十节气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ꎬ 在山西襄汾县陶寺镇附近发现了五帝之一

的帝尧都城遗址ꎮ 继而在其东南边祭祀区域发掘了观象台兼祭祀台遗址ꎬ 经测定ꎬ 它是距今 ４０００ ~
４１００ 年的观象台ꎬ 由观测中心点、 夯土柱和柱间狭缝组成ꎬ 用于观测日出方位变化ꎬ 确定太阳回归

年长度ꎬ 以此为依据制定历法[２]ꎮ 为验证其功能ꎬ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５ 年ꎬ 考古队进行了探索和模拟观测ꎬ
从观测记录可知ꎬ 位于东偏南和东偏北的两条狭缝可准确测定冬至和夏至日期ꎬ 而此两狭缝之间有

１０ 个土柱ꎬ 其含义象征着视太阳向北或向南每位移一个土柱为一个节气ꎮ 由此可推ꎬ 帝尧时期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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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特征是将一岁分成二十个节气的阳历[３]ꎮ 这一论断也得到了在现场考察的孙晓淳、 李东生、 徐凤

先等十多位天文学家的肯定ꎮ 需顺带提及的是ꎬ 由于日出方位在不同的季节移动一个土柱所需天数不

等ꎬ 当时的人们还不可能确定各个季节的天数ꎬ 只可能将 １ 个回归年按 ２０ 个节气平均分配ꎬ 每个节

气 １８ 天ꎬ 合计 ３６０ 天ꎬ 余下的 ５~６ 天当作过年日处理ꎮ 只有如此整齐简明安排的历法才便于记忆和

使用[４]ꎮ
２ ２　 «管子» 的三十节气历

«管子» “幼官” 和 “幼官图” 内容基本相同ꎬ 据前人考证ꎬ “幼官” 是 “玄宫” 之误ꎮ 玄宫按方位

分东南西北中五方ꎬ 每方包含本图和副图ꎬ 合为五方十图ꎮ 在记述每方对应的月令与方物等内容时ꎬ
以 １２ 天为 １ 个节气单元[５]ꎮ 由此可知ꎬ 每方的本图和副图有 ６ 个节气共 ７２ 天ꎬ 全年分成 ３０ 个节气

合计 ３６０ 天ꎬ 与十月太阳历的一岁分五季(对应五方)共十个阳历月完全对应ꎮ 朱琚元也认为ꎬ 五方

十图与彝族十月太阳历的一年五季十月相对应ꎬ “«管子» 的三十个节气即彝族十月太阳历法的一年

三十个节气” [６]ꎮ
２ ３　 «吐鲁窦吉» 的五行、 天干、 节气

１９９８ 年ꎬ 彝文著名翻译家王子国将珍藏的彝文经典 «吐鲁窦吉» 翻译出版ꎮ 其中ꎬ 对 “前言”、
“论天地人生” 和 “论定年月界” 的记述依秩各引一段如下[７]:

以天罡定年ꎬ 以甲干定月ꎬ 以五行定季运算出一年三百六十五、 三百六十六日ꎬ 一个月三十

六日ꎬ 十个月 (一年) 三百六十日这一数据一年分为五季ꎬ 两个月为一季ꎬ 一年分为二十节气ꎬ
十八日为一个节气建寅为人统ꎬ 月分从建寅算起ꎮ

一年十个月ꎬ 六气定五季一年十个月ꎬ 一月三十六ꎬ 半月十八日ꎮ
定年三百六十日ꎬ 定月三十六日一月分二节ꎬ 一年二十节阴年节五日ꎬ 阳年节六日ꎮ

３　 讨　 论

以第 ２ 节所引用的文献为依据ꎬ 先讨论第 １ 个问题: 十八月历和十月历没有任何联系ꎬ 恰恰相

反ꎬ 二者是一码事ꎮ 众所周知ꎬ 太阳历是指 “以太阳回归周期的时间长度作为年的客观依据ꎬ 人为地

安排月和日的组合ꎮ” «吐鲁窦吉» 记载ꎬ 十月历每月 ３６ 天ꎬ 半个月 １８ 天ꎬ １８ 天可称为 １ 个节气ꎬ 又

说 １ 个节气也可称为 １ 个月ꎮ 在历史上ꎬ 有的地方把节气称月ꎬ 有的地方又把月称节气ꎮ 那么ꎬ ２０
节气历和 ３０ 节气历ꎬ 可看作 ２０ 月历和 ３０ 月历ꎬ 它们都具有十月历的同一性ꎬ 固定为 ３６０ 天ꎬ 只是

表述形式的差异ꎬ 以及十月历被赋予阴阳、 五行等较多的哲学内涵ꎬ 所以实际上历法本身是一码事ꎮ
撇开固定的过年日ꎬ 可用简单的数学式描述:

３６ 天 × １０ (月)＝ ２０ 天 × １８ (月)＝ １８ 天 × ２０ (节气)＝ １２ 天 × ３０ (节气)
第 ２ 个问题ꎬ 十八月历是彝族先民的又一创造ꎬ 并延伸到玛雅人使用? 先看作者的 ３ 条理由ꎮ

(１) “彝族是 １７０ 万年前元谋人留在楚雄当地的子孙ꎮ” “往北迁徙的元谋人ꎬ 有些经西伯利亚、 白令

海峡进入美洲ꎬ 其中玛雅人也是元谋人的子孙ꎮ” 是主观臆断ꎬ 一步就穿越 １００ 多万年的历史ꎬ 中间

毫无任何链接ꎬ 有悖于民族起源演变的基本常识ꎮ (２) “彝族和玛雅人都崇拜虎和鹰ꎮ” 即便是事实ꎬ
也不足以支撑结论ꎮ 因为在历史上ꎬ 不同地域的群体之间出现相同的现象ꎬ 多是不约而同的巧

合ꎮ 由于目前已有依据是彝族先民传承十八月历最早只能推到距今 ４１００ 年ꎬ 而玛雅人使用十八月

历是在距今 ５０００ 年前ꎬ 从时序方面也说明了问题ꎮ (３)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ꎬ 十八月历是彝族村

子还有人在使用的历法ꎮ” “十八月历不如现行公历准确ꎬ 已无实用价值ꎮ” 是自相抵牾! 既然十八月

历直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还有彝族村在使用ꎬ 那么是使用几千年直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后才发现不准

呢ꎬ 还是早已明知无实用价值了仍在使用? 不能自圆其说ꎮ 至于十月历是否优于现行公历ꎬ 不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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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讨论的范围ꎮ 总之ꎬ 目前已有的证据是十八月历在帝尧时已在使用ꎬ 彝族只是传承ꎬ 其它说法

没有依据ꎮ

４　 余　 论

上引文献内容还有 ３ 点需作阐释ꎮ
(１)“以天罡定年ꎬ 以甲干定月ꎬ 以五行定季月份从建寅算起ꎮ” 说的是以北斗星斗柄旋转周

期为年长度的客观依据ꎬ 以天干甲乙丙作月名ꎬ 以五行作季名ꎬ 每季含两个天干ꎬ 以地支的寅为

元月ꎮ 这只是一种表达形式ꎮ 另一种是以五行作五季名ꎬ 分别与阳和阴相配ꎬ 组成十个月月名ꎮ 由此

可见ꎬ 它是植根于阴阳五行之中ꎬ 称为阴阳五行历更贴切ꎮ 再一种是以虎、 水獭、 鳄十兽为月

名ꎬ 也用于纪年和纪日ꎬ 隐含有单数为阳双数为阴ꎮ 后受农历影响ꎬ 改用地支(或说生肖)纪日ꎬ 三

轮恰为一个月ꎮ 用于纪月ꎬ 略去子、 丑仍以寅月起[８]ꎮ
(２)彝族先民传承的两种观测年长度的方法ꎬ 一直以来在不同地域的群体中使用ꎮ 观测太阳回归

周期的ꎬ 以冬至和夏至作阳年、 阴年起始ꎬ 两至点之间历 ５ 个阳历月 １８０ 天后的剩余日过年ꎮ 观测北

斗旋转周期的ꎬ 则以斗柄指北和指南为阳年、 阴年起始ꎬ 在其起始前过年ꎮ 开始可能是碰巧ꎬ 发现斗

柄指北在冬至ꎬ 并且数年都未见两种观测的差别ꎬ 便以为二者的周期一致ꎬ 各自以实测结果安排过年

日期ꎮ 到了南诏国建立后内附唐王朝ꎬ 改行中央颁布的历书为官方用历ꎬ 但出于民族感情ꎬ 传统年节

不能淡忘ꎬ 便将年节移植在农历中ꎮ 由于岁差的存在ꎬ 这一时期实测斗柄正指南、 北ꎬ 已分别推迟到

大暑和大寒节气ꎬ 固定以农历六月卄四、 五日和十二月卄四、 五日过火把节和十月年ꎬ 不再依据天

象ꎮ 有小部分地域例外ꎬ 例如云南石屏的彝族在 １９５８ 年以前仍坚守以源于夏至的端午节过火把节ꎬ
在冬至过十月年[９]ꎮ

(３)“阴年节五日ꎬ 阳年节六日”ꎬ 意思是在平年过年五天ꎬ 闰年过年六天ꎮ 与过去许多人在云、
贵、 川进行田野调查得到的结果相合ꎮ 在十月历废止后ꎬ 将年节移植在农历里计算节期ꎬ 不再受原历

法的约束ꎬ 各地自行商定过年的天数ꎬ 因此变得不再统一ꎮ 例如ꎬ 最普遍的是火把节过一天ꎬ 十月年

过四天或五天ꎮ 有些村子是火把节和十月年在平年都分别过五天而闰年过六天ꎬ 称为过双大年ꎮ 在云

南弥勒、 禄丰等地ꎬ 火把节称过大年三至五天ꎬ 十月年则是过小年一天ꎮ 以上所引文献中也有提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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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ｌａｒ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ｍ ｉｓ ｔｏ ｄｉｖｉｄｅ ａ ｙｅａｒ ｉｎｔｏ ｔｅｎ ｍｏｎｔｈｓ ｗｉｔｈ ３６ ｄａｙ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ｍｏｎｔｈꎬ ａｓ ｔｈｅ Ｔｅｎ￣
Ｍｏｎｔｈ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ｉｓ ｔｏ ｄｉｖｉｄｅ ａ ｙｅａｒ ｉｎｔｏ １８ ｍｏｎｔｈｓ ｗｉｔｈ ２０ ｄａｙｓ ｐｅｒ ｍｏｎｔｈꎬ ａｓ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Ｍｏｎｔｈ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 ａｓ ２０ Ｔｈｒｏｔｔｌｅ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ｏｒ ３０ Ｔｈｒｏｔｔｌｅ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１２ ｄａｙ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ｓｏｌａｒ ｔｅｒｍ). Ｍｒ. Ｌｉｕꎬ Ｈａｎ￣Ｙａｏ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 ｔｗ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ｓ ａｎｄ ｗｅｒｅ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Ｙｉ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ｔ ｉｓ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ｎｏ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ｎ￣Ｍｏｎｔｈ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Ｍｏｎｔｈ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ａｒｅ ｌｉｎｋ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ꎬ ｂｕｔ ｔｈｅｉｒ ｆｏｒｍｓ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Ｍｏｎｔｈ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ｗａｓ ｎｏｔ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Ｙｉ ｐｅｏｐｌｅꎬ ｂｕｔ
ｏｎｌｙ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ｅｎ￣Ｍｏｎｔｈ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ｇ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Ｙｉｎ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ｅｔｃ. ｍｏｒ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ｅｎ￣Ｍｏｎｔｈ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ꎻ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Ｍｏｎｔｈ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ꎻ Ｙｉｎ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ꎻ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ꎻ
Ｉｎｈｅｒｉ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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