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曙光之城
———从天文考古学看陶寺城址的择向与历法

曹慧奇

陶寺遗址是中国史前时期重要的早期文明的起
源点之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点项目之一。 在
新千年之际新发现的陶寺早 、中期城址 ，其性质和内
涵备受瞩目。近年来陶寺城址“尧都”说也是学界争论
的焦点之一，本文试从天文考古学的角度来解读陶寺
城址的择向与当时的历法等问题，尤其是与《尚书·尧
典》中叙述的古代历法的关系。

一、陶寺城址概要

1999—2001 年陶寺考古队发现并确认了一座陶
寺文化中期的城址。该城址平面为圆角长方形或圆角
梯形， 方向 312°。 南北最大距离 2150 米， 最小距离
1725 米，东西最大距离 1650 米，总面积约 280 万平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图一 陶寺城址平面图

大

道

中

国

1- -



米①。
2001、2002 年又确认了一座规模较小的陶寺文化

早期城址。 该城址大体呈圆角长方形，方向 315°。 南
北长约 1000、东西宽约 560、周长约 3600 米 ，面积约
56 万平方米②（图一③）。

随着早期城址的方向确定为 315°方位角后，又根
据中期城址是在早期城址的基础上进行的扩建，因而
将中期城址的方向也统一定为了 315°的方位角④。 现
以北偏东记为 45°。

另外陶寺城址内已发掘的大型夯土建筑和房屋
建筑也多数采用北偏东 45°角来设计建造。

二、以往对陶寺城址方向的不同认识

严志斌 、 何驽先生根据陶寺早期小城城墙在西
北—东南方向上长度偏长，西南—东北方向长度偏短
的现象，首次提出了陶寺城址的方向为西北—东南走
向，方向为 315°⑤。

之后何驽又指出陶寺中期城址是在早期城址废
弃后建造的，两者是前后衔接关系。 城址方位择向虽
然前后保持一致，但城址的择向应当以城址内发现的
大型夯土建筑的门塾方向为准，而大型夯土建筑的门
塾都面朝西南 ，因此他将陶寺早 、中期城址的朝向以
西南方向为尊 ， 将原来城址约 315°的方位角调整为
225°⑥。 他没有解释陶寺城址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方
位系统。 因为无论是 315°，还是 225°都是一个方位系
统里尊位选择上的差别罢了。

王仁湘先生依据文献将古代城址 （遗址 ）的方位
系统大致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正向方位系统，特点是
建筑的四面与四方大体平行”的“四正”系统。 第二种
是 “斜向方位系统， 特点是建筑的四角分指四方”的
“四维”系统。 陶寺城址北偏东 45°的方位布局正好符
合第二种方位系统———“四维”系统。 他在文中指出，
“陶寺城址是朝向正东南方向的，四角向着四正方向，
这也就是‘维向’。 从地理位置上看，城址东南是崇山
(太行山)， 西北是吕梁山， 两山平行夹峙的中间是汾
河盆地，陶寺城正建造在这两山间的盆地上。 需要特
别指出的是 ，两山的走势是西北—东南向 ，差不多接
近 45°，陶寺城的中轴恰与山势垂直 ，南北城墙与山
势平行”⑦。 可见，他认为陶寺城址的择向主要是受当
地地形的影响，但他没有讨论这种“四维”的方位系统
是如何确立和产生的。

三、如何测方立向

古代测方立向中寻找建筑的“正北”方向，主要采
用以下两种方式 ： 一种是利用太阳来测方立向 （真
北）；另一种是利用仪器，如司南、指南车等来测向（磁
北）。陶寺遗址主要采用第一种方法，即利用太阳来建
立真北方向。

真北方向是真子午线方向，它其实是一种天文学

测向。先秦时期，先民们就掌握了“立杆测影”的方法，
并且能利用日影来测定正东西向 ， 然后来定正南北
向。 这种方法在《周髀算经》中已经存在。 “其术曰：立
正勾定之。 以日始出，立表而识其晷；日入复识其晷。
晷之两端相直者 ，正东西也 ；中折之指表者 ，正南北
也”⑧。就是立杆后，先记录每天日出时杆影的位置，然
后记录每天日落时杆影的位置。那么这两次杆影顶点
的连线就是正东西方向。这条连线的中点与立杆的连
线就是正南北方向（图二中日晷图中最下方的两条直
线就是日出日落时的影长记录线）。 《考工记》也有“识
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
以正朝夕”的记载。

每一天里日出和日落的照射角都是相同的，这样
每天东西影长的顶点连线都是正东西向。这些东西向
连线最终会以平行线的方式被记录下来 ， 其中冬至
日—春秋分日 ，“冬至昼极短 ，日出辰而入申 ”⑨，即冬
至日日出时太阳位于东南角， 日落时位于西南角，那
么每天的杆影就会照射在立杆的北侧，而春秋分日刚
好与地平面平行 ， 这时杆影与杆在同一个东西方向
上。因此秋分日—冬至—春分日的杆影东西顶点连线
组成的平行线都位于立杆的北侧 （不含春秋分日 ）。
“夏至昼极长，日出寅而入戌”⑩，夏至日日出时太阳位
于东北角，日落时位于西北角，同上一样，春分日—夏

图二 日晷示意图輥輯訛

图三 夏至日东西测向与南北向建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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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秋分日这些东西影长顶点的连线会位于立杆的
南侧（不含春秋分日）。而立杆始终都位于这些东西向
连线的垂直平分线上，因此这些连线的中点与立杆的
连线就是正东西向的垂直平分线，也就是正南北向。

从上文可见，只要每天有日出和日落就能来定当
地的东西向 ，然后就能确定南北向了 （除春秋分日 ）。
现我们以夏至日为例（图三）：早晨太阳日出时位于寅
位 ，杆影位于立杆 （0 点 ）的南侧偏西位置 （A 点 ）；到
了日落时则位于戌位，杆影位于立杆的南侧偏东位置
（B 点）。 杆影顶点连线的中点（C 点），连接 OC 并向
两端延长 ，使得 CD=CE=AC，这样就得到了一个以
DAEB 为顶点的菱形。这个菱形的方位角度就是 45°，
每条边就是王仁湘先生第二方位系统中城址 （遗址）
城墙的“四维”方向。 这种方法是最标准的 45°方位布
局法，即先定东西向，然后中折定南北向，再等距设定
顶点。以这种方法规划出的城址或房址在陶寺遗址中
以 IFJT1 中的 IF9 和 IF10 最为典型 （图四 ）。 IF9 和
IF10 为半地穴式房址，并通过考古的地层关系判定它
们是同时期建造的輥輰訛。相邻的两墙呈平行状，每个房址
的四面墙都呈北偏东约 45°的菱形分布。 最有意思的
是在 IF10 的东侧还残留有一个柱洞 （ZD5）和一段木
棍遗迹，而木棍摆放的方向与墙的方向是一致的。 简
报中推测此柱洞和木棍是 “可能是房顶落下的椽子，
或许与房门有关”， 而 IF9 与之相对的位置并没有这
样的设施和遗迹。 从先秦考古出土的建筑材料上说，
一般的木材（树木）主要用作房屋的梁柱使用，在屋外
单独挖柱洞埋设立柱是很难让人理解它的功用的，而
其 “掉落 ”下来的方向又恰巧与房屋墙体方向保持一
致的可能性就更微乎其微了。反观天文测量中最基本
的使用工具就是立杆（木棍），我们把房址旁这段孤立
的柱洞和木棍遗迹理解成它是盖房之前用来定向的
立杆似乎更符合这种特有的遗迹现象。希望陶寺遗址
在今后大型夯土建筑的发掘中注意是否有此类遗迹

现象。
陶寺城址从早期到中期前后延续几百年间，城址

布局以及城内大型建筑的方位都能保持惊人的一致，
这种一致性应当与天文测量（太阳的立杆测影）有关，
因此 ，可以确定 ，此时的陶寺先民已经掌握了用天文
学（立杆测影）来测方立向的技术。

四、太阳测向的运用

王仁湘先生在其文章中指出 “3000 年前的古蜀
人就能够根据太阳的运行轨迹判断季节的更替，进行
相应的祭祀活动。 每年春分即阳历 3 月 22 日前后，初
升的太阳正好和祭台的朝向吻合， 也许古蜀人正是选
择在春分时节 ，在太阳升起时举行大型祭祀活动 ”輥輲訛。
3000 年前的古蜀人也正是利用太阳来测定正东西方
向 ，然后定正南北 ，因此形成了 “四维 ”系统的祭坛布
局形制。

埃及新王国第十八王朝 （公元前 1567—前 1320
年）在底比斯（现今卢克索地区）兴建的卡尔纳克大神
庙 ，其中轴线刚好位于冬至日日出点上 ，每年冬至节
太阳刚好从神庙的主殿上方冉冉升起，这种东西向方
位布局也正是利用了太阳来测向的（图五）。

埃及的这种太阳测向系统，可以上溯至其第三和
第四王朝（公元前 2686—前 2494 年）修建的金字塔时
期。 金字塔的四个侧面中，南北面正对着地球的子午
线方向。这种立向方法以前往往被归咎于一种神秘色
彩 ，但实际上并不神秘 ，正是古埃及人对太阳长期观
测得出的科学的天文学测向造成的，而且象征太阳神
的拉神（阿蒙神）一直是古埃及的最高神。

约公元前 1000 年印度吠陀时代的经典著作 《往
世书》中描述的宇宙模式大致如下：“大地象平底的圆
盘 ，在大地中央耸立着巍峨的高山 ，名为迷卢 (Meru，
也即汉译佛经中的 “须弥山 ”，或作 Sumeru，译成 “苏

图四 陶寺 IFJT1 的 IF9 和 IF10 平面图輥輱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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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卢”)。 迷卢山外围绕着环形陆地，此陆地又为环形
大海所围绕 ，……如此递相环绕向外延展 ，共有七圈
大陆和七圈海洋。 印度在迷卢山的南方。 ……利用迷
卢山可以解释黑夜与白昼的交替。携带太阳的天轮上
有 180 条轨道，太阳每天迁移一轨，半年后反向重复，
以此来描述日出方位角的周年变化。……”輥輴訛书中描述
的天文宇宙模型与《周髀算经》的宇宙模型基本一致，
因此很多人认为这不是巧合，而是一种具有传承的关
系。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 ， 测影的立杆在每一天当
中 ，它又具有日晷的功能 ，能记录每天太阳转动时投
影的变化轨迹，在这些变化轨迹的两端就是日出日落
点的投影 ，这两端的连线就是正东西向 ，这样的连线
上文也指出了 ，每年可以划分出约 365 条 （平均年的
天数），这些线条一半位于立杆南侧，一半位于立杆北
侧。除去冬至日、春秋分日和夏至日三条连线外，从冬
至日到春秋分日再到夏至日或夏至日到春秋分日再
到冬至日中间剩余的就是约 180 条连线了 。 不正如
《往世书 》中描述的 “太阳的天轮上有 180 条轨道 ，半
年后反向重复”吗？陶寺遗址科学的天文学测向，以及
“盖天”理论中夏至日“一尺六寸”的渊源关系，不正是
《周髀算经 》描述的 “盖天宇宙模式 ”的开端吗 ？ 因此
《周髀算经》与《往世书》何来的传承关系呢？

美洲的 “玛雅城市在建设之初 ，就有一个规划的
整体布局，……使建筑群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天文观测
仪器的作用”。 例如 “库库尔卡（kukulcan）金字塔 ，在
每年春分 、秋分这两天的下午 ，金字塔附近就会出现
蛇影奇观 ：在太阳开始西下的时候 ，北边墙受到阳光
照射的部分 ，从上到下由笔直逐渐变成波浪形 ，直到
蛇头，宛如一条巨蟒从塔顶向下爬行。 ……每当出现
蛇影奇观的时候 ，古代玛雅人就欢聚在一起 ，高歌起
舞，庆祝这位羽毛蛇神的降临”輥輵訛这种与春秋分日相关
的建筑艺术幻觉，正是包含了太阳测向的天文学识在

内。 另外在其他遗址中也有类似的建筑（图六輥輶訛）用来
观测夏至日、冬至日的日出点。

世界各地都有自己关于太阳观测的传承，可见这
种方法是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其实只要是观测太
阳 ，并利用太阳来测定的方向 ，其方向一定是正东西
方向 ，然后在此基础上来确定正南北方向 （真北 ），并
且在东西方向上往往跟春秋分日、夏至日或冬至日有
一定的联系。因而通过太阳影长等因素建立的宇宙体
系也大致是相同的。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宇宙体系
是 ，我们不仅有太阳体系的历法 （阳历 ），还有夜晚以
星宿体系和月相体系的阴历，正是这多种不同体系的
结合，产生了“阴阳和合，和而不同”的特有宇宙体系，
进而产生了中国特有的思维规制体系，而各自的思维
规制体系造就了不同的文明。

五、陶寺的地望与《尚书·尧典》

陶寺遗址处于汾水之滨的临汾。 《帝王世纪》称：
“尧都平阳”。秦代划归河东郡。《汉书·地理志》河东郡
平阳条，应韵曰：“尧都也，在平河之阳”。 《后汉书·郡
国志 》 云 ：河东郡平阳 “尧都此 ”。 《读史方舆纪要 》
云：“《禹贡》冀州也，即尧舜之都，所谓平阳也。春秋属
晋，战国属魏，秦为河东郡地。 ”古代文献多将此归结
为尧都或与尧有关， 因此在考古学上的陶寺遗址，尤
其是陶寺龙山时期城址的发现备受关注。

与尧有关的古代历法文献当属 《尚书·尧典》，其
文摘要如下：

“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 将逊于位，让于虞舜，

作《尧典》。 ……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分命羲

仲，宅嵎夷，曰旸谷。 寅宾出日，平秩东作。 日中，星鸟，以殷

图五 埃及卡尔纳克神庙冬至日出照片輥輳訛

图六 玛雅文化中观测冬夏至日出点建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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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七衡六间示意图

仲春。 厥民析，鸟兽孳尾。 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 平秩

南讹，敬致。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厥民因，鸟兽希革。 分命

和仲，宅西，曰昧谷。 寅饯纳日，平秩西成。 宵中，星虚，以殷

仲秋。 厥民夷，鸟兽毛毨。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 平在

朔易。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厥民隩，鸟兽鹬毛。 帝曰：‘咨 !
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

百工，庶绩咸熙。 ’……”輥輷訛

从 《尧典 》可以看出 ，此时的历法为四时历法 ：即
以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为每年的四分点。这种四时
历法包含了以太阳日影为参照的太阳历法和以夜晚
星空为参照的星位历法。其中：日中、日永、宵中、日短
是以测量太阳影长为参照的历法。日中即昼夜长短相
等之日 、日永即白日最长之日 、宵中即夜昼长短相等
之日 、日短即白日最短之日 。 而星鸟 、星火 （心宿輦輮訛）、
星虚、星昴则是以夜晚某一星宿出现在夜空的星位为
参照的历法。 星鸟：夜晚朱雀七宿中的星宿开始见于
夜空的南方 ；星火 ：晚上青龙七宿之一的火星 （心宿 ）
则开始出现在夜空的南方 ；星虚 ：晚上玄武七宿中的
虚宿开始出现在夜空的南方 ；星昴 ：晚上白虎七宿中
的昴宿将开始出现在夜空的南方。即以晚上夜空中四
象星宿中某一宿开始出现在夜空的南方来定四季，如
我们通常说的 “二月二 ，龙抬头 ”和 《诗经 》中的 “七月
流火”，都是这种夜空星位的描述。这种以夜空星位来
定季节的方法，古代文献总结为“主春者鸟星（朱雀），
主夏者心星 （青龙 ），主秋者虚星 （玄武 ），主冬者昴星
（白虎）”輦輯訛。

可见 《尧典 》的四时历法是以春分 、夏至 、秋分和
冬至来划分 ，白日则测影长来定四季 ，夜晚则观测星
宿位置来定四季，这是一种特殊的“阴阳合历”。

六、从《尚书·尧典》到《夏小正》

从上文可知，《尚书·尧典》 是一部相对简单的四
时历法。从记录太阳影长的手法上说，它就是一个“两
分两至 ”的 “三衡图 ”，与早期历法中的 “盖天图 ”有直
接的联系。 “三衡图”的记录方式是：记录下夏至日最
短影长数据 、冬至日最长影长数据 ，然后把这两个影
长差等分 ，就产生了 “两分两至 ”的太阳影像记录图 。
如图七中，夏至日、春秋分日和冬至日的三圈就是“三
衡图”。

在古代各种历法中，我们往往看不到春秋分日影
长的尺寸数据，那么古人又是如何总结出春秋日就是
冬至日与夏至日影长的中点呢 ？ 正如我们上文所说
的。 利用立杆的“日晷”功能，记录每日的东西向的连
线 ，在立杆南北两侧形成南北两个均等的部分 ，即每
一个“回归年”春秋分日前后天数也是相等的，而影长
的变化就是天数的变化，这样位于整个影长内天数等
分的点 ，自然就是春秋分日点了 ；这样就产生了春秋
分日是冬至日和夏至日影长的中点的概念 。 另一方
面，立杆的“日晷”所产生的阴影部分，根据东汉马融、
郑玄等对 《尚书 》的注 “春分昼夜漏各五十刻 ；夏至昼

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冬至日昼漏四十刻、夜漏六十
刻”輦輰訛，春秋分日的漏刻也刚好位于夏至和冬至的中点
上，即春秋分日也是冬至日和夏至日影长的中点上。

有了上述影长等分的概念后 ，继续细分太阳 “回
归年”就有了方法和依据。 《夏小正》把一个“回归年”
分为 12 个“月”，那么记录 12 个“月”日影变化的日轨
图就是图七的“七衡六间图”了，每一衡就代表了一个
“太阳月輦輱訛”的时间 ,365.25÷12=30.4375 天 ，太阳从夏
至日到冬至日 ，再从冬至日到夏至日 ，这样一个来回
就是一个完整的“回归年”，即“岁”。 这个“一岁”的 12
等分 ，就是两个 “六间 ”的总和 ，而 “六间 ”的等分只需
在“三衡图”中把夏至日→春秋分日、春秋分日→冬至
日进行三等分 ，根据上文可知 ，在这期间东西向横线
的总数约为 90 条，只需以三等分来划分就得到“七衡
六间图 ”了 。 而之后的 “二十四节气 ”就是在 “七衡六
间 ”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次等分 ，从而产生了二十四
个节气点。

“盖天图 （三衡图 ）”、“七衡六间图 ”这样记录太
阳影长的方式 ，产生出了 “盖天 ”的宇宙模型 ，因此
“两分两至 ”的四时历法是 “盖天 ”宇宙观深化发展的
重要基础。

七、陶寺与夏至日“一尺六寸”

记录先秦时期夏至日影长的记录大致有两条 ：一
是 《周髀算经 》记录的 “夏至日晷一尺六寸 ”；二是 《周
礼·地官·大司徒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 ， 谓之地
中。 ……”，即夏至日“一尺五寸”。

何驽先生为了考证《周髀算经》中夏至日“一尺六
寸”影长的地点，在陶寺遗址做了实地测试。立一根高
出地表 2 米的测杆， 测得 2009 年夏至这天的影长数
据为 42.25 厘米 。 再依据古时立八尺之表 ，夏至日得
“一尺六寸 ” 影长的记载 ， 换算出 42.25÷（200÷8）=
1.69 尺。这种测量当地影长的方法就是“盖天”宇宙模
式下 ，影长与纬度的对应关系 ，从而在此纬度下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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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滑县） 1.57 尺 35.58

唐代南宫说测得晷长
浚仪（开封） 1.53 尺 34.8
扶沟 1.44 尺 34.07
上蔡 1.36 尺 33.27

陶寺（襄汾县） 35.88

地点 晷长 纬度 备注

表一

注：纬度都为现县所在地纬度数据

古代都市的分布点 ， 就可以推测出古代当时测量出
“一尺六寸”影长所在的地点了。

值得注意的是：影响古今影长尺寸最主要的因素
是地球黄赤交角的角度，我们知道黄赤交角并不是固
定不变的，而是在一个范围内来回变动。 现有数据表
明 ，目前黄赤交角的角度都在日益偏小中 ，每世纪减
小约 46.84 秒輦輲訛，因此在几千年之前 ，这个黄赤交角会
比现在要大一些的 ，这样相同地点的影长 ，在几千年
之前会比现在的要更短一些。因此陶寺在《尧典》时期
当地的影长会比现在的要更短一些，那时的影长数据
会更接近 1.6 尺这个数值。

从陶寺实测数据看，它是接近“夏至日一尺六寸”
这个地理位置的。

唐代开元年间 ， 由于天文官几次预测日食皆不
准，唐玄宗下诏让僧一行制定新的历法。 在新历法编
制的推动下天文学家南宫说在河南地区进行了日影
的实地测量工作。他在黄河南北选择了几乎位于同一
经线的白马 (今河南滑县 )、浚仪 (今河南开封 )、扶沟和
上蔡这四个地点， 分别测量了其北极出地高度和夏至
日影长度輦輳訛。 他测得的夏至日影长数据如表一輦輴訛。

根据南宫说测得的夏至日影长数据 ， 我们可以
大致算出唐代时夏至日 “一尺六寸 ” 的纬度约为
35.9°。 陶寺遗址现以山西襄汾县纬度为参考，它的纬
度为 35.88°，也刚好位于夏至日“一尺六寸”这个纬度
位置附近。

在中国古代的正史关于夏至日的记载中，自东汉
至唐代 ，“尽管历法一再改革 , 然而正史中的冬夏至
的影长数值却没有任何变化。这样的现象不是由单纯
的技术原因所致 , 而是受当时人们的宇宙观的限制而
发生的”輦輵訛。在东汉至唐代的正史天文志中冬夏至日数
值多为夏至日 “一尺五寸 ”，冬至日 “一丈三尺 ”，但夏
至日“一尺五寸”却是《周礼》中记述的。 正如黎耕、孙
小淳先生所说东汉至唐代的影长数是“受当时人们的
宇宙观的限制而发生的”， 那么东汉以降是什么宇宙
观呢？

中国古代天体宇宙观大体主要有两种学说 ，即
“盖天说 ”和 “浑天说 ”。 其中 “盖天说 ”相对要早些 ，
“浑天说”大约起源于战国晚期。 自东汉起，“浑天说”
基本代替了“盖天说”。因此东汉至唐代的宇宙观主要
是“浑天说”，东汉至唐正史记载的冬夏至日数值都在
“浑天说”基础上测量得出的。

先秦时期的天文宇宙观主要是“盖天说”。 以“盖
天说 ”为基础 ，详细记录天文历法如何制定和计算的
先秦文献只有《周髀算经》。 《周髀算经》的最终成书年
代 ，从书中关于大地的范围引用了 《吕氏春秋 》的内
容 ，即 “《吕氏 》曰 ：‘凡四海之内 ，东西二万八千里 ，南
北二万六千里 ’”輦輶訛，因此 《周髀算经 》最终成书年代是
要晚于战国晚期吕不韦主持下编撰的《吕氏春秋》的。
如按 《周礼 》记述西周夏至日 “一尺五寸 ”说 ，显然 《周
髀算经》并没有以此数值来计算历法，反而使用了“一
尺六寸”这个数值。

从上文东汉至唐代在同一个宇宙观（浑天说）下，
不管历法如何变化 ，影长数值都是得以继承的 ，文明
以止———经典的都是不变的！ 东汉以后天文历法、算
术计算 、 地动仪浑天仪等天文器具都有了长足的进
步 ，而历法计算的基础仍然是以 “一尺五寸 ”为法 ，配
合二十四节气来制定各朝不同的历法，可见在特定的
宇宙观下用来计算天文历法的基础数值是很难改变
的。因此先秦时期“盖天说”宇宙观下的天文历法计算
更加难以改变其基础的冬夏至日影长数值了。而形成
“盖天说”最初的文献源头就是《尧典》的四时历法，这
种四时历法的地望和夏至日影长数值都与陶寺遗址
相匹配，因此“盖天”历法的基础数值从其开始测定天
体就已经产生了。先秦文献由于秦始皇的“焚烧”造成
了很大的缺失，盖天历法的基础数值当时可能是有文
献记载的，现在却只有《周髀算经》一种古代文献保存
了“盖天历法”的基础测量和测算数据。

另根据夏至、冬至的影长数据利用天文学也能大
致计算出当时测量影长所处的纬度 ，据能田忠亮 《周
髀算经の研究》根据晷影测量的圆形坐标与天体的关
系 （图八輦輷訛）， 可知当时测量所处的纬度 ψ=∠PON=
∠EOZ=∠GOE’；又根据∠S1OE=∠S2OE 判断出对
角的∠AOE’=∠BOE’, 这样当时测量所处的纬度就
是∠AOB 度数的一半加上∠AOG。 根据《周髀算经》
夏至日一尺六寸 ，冬至日丈三尺五寸的数据 ，绘制出
△OBAG（图八 ），使得 AG=1.6、BG=13.5、OG=8；根
据此数据画成的三角形 ， 可以测得∠AOG=11.31°、
∠AOB=48.04°； 通过计算可以得知纬度 ψ∠GOE’
≈35.33°。 这个纬度数与钱宝琮在《盖天说源流考》中
计算 《周髀 》数据实测的地理纬度为 35 度 20 分 42
秒非常接近 ， 这个测量点纬度在现襄汾县正南约 50
公里的地方。正如何驽在《陶寺圭尺补正》輧輮訛中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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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晷影测量圆形坐标示意图

夏至日“一尺六寸”影长制定的源头是垣曲地区，而这
里正是陶寺文化的发源地———垣曲地区庙底沟二期
文化，陶寺文化作为其文化的继承者延续使用了这个
影长传统。正如上文所述同一宇宙观下的计算尺寸一
般是很难改变的 ，虽然陶寺城址不是夏至日影长 “一
尺六寸”的真正策源点，但陶寺城址时期仍以“一尺六
寸 ”为基础 ，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我国古代历史文献
记载中的首部天文历法制度。

八、陶寺城址的择向与历法

从上文可见： 陶寺城址北偏东 45°的择向虽然有
当地地形因素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受古代天文学测
向和由此产生的天文历法———四时历法的影响。

首先从日影的观察上， 正东西向是每天日出、日
落影杆连线必然会产生的观察结果 ， 尤其是历法中
“两分两至”点的观测，春秋分日太阳的日出日落刚好
位于城址的东西两个顶角处，人们从日出点的位置就
能准确判断出是春秋分日 ；夏至日 、冬至日时影长变
得最短和最长时， 太阳刚好位于城南的城墙顶角处，
这样日中时通过太阳的位置也能准确地判断出夏至
日和冬至日。

其次是从夜晚星位的观察上。 “四维”系统的四个
顶点刚好位于太阳黄道的四至点上。《冠子·环流篇》：
“斗柄东指 ，天下皆春 ；斗柄南指 ，天下皆夏 ；斗柄西
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当斗柄位于黄道
0°时 ，那么此时就是春分 ，这样夜晚观测斗柄指向城
墙东顶点时，就是春分时节；同理，斗柄指向城墙南顶
点时就是夏至日 ， 斗柄指向城墙西顶点时就是秋分
日，斗柄指向城墙北顶点时就是冬至日。

这种日测影长 ，夜观星位的方向 ，不正是 《尧典 》
历法中“日中 、日永 、宵中 、日短 ；星鸟 、星火 、星虚 、星
昴”的四分点吗？

上述“四维”系统的顶点实际上还是“四正”方位，
那么“四维”方向又代表什么呢？

东汉《律历志》引杜预注“……朞三百有六旬有六
日……四时八节无违……”輧輯訛，认为 《尧典 》的历法为
“四时八节”。 郑玄在《公羊·隐元年》云“分至启闭者，
分谓春分 、秋分 ；至谓夏至 、冬至 ；启谓立春 、立夏 ；闭
谓立秋、立冬；是谓八节 ”輧輰訛。 其中 “春分 、秋分 、夏至 、
冬至”正对应“四正”方向的城墙顶点。而“立春、立夏、
立秋 、立冬 ”的方向则位于 “分至 ”两点之间的等分点
上，即“四维”方向上。 这种传统在《淮南子·天文训》关
于天干地支＋四维方向对应的二十四节气中（图九輧輱訛），
四维方向仍旧对应着“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这个
四维方向就是陶寺城址城墙以及城内大型建筑的院
墙方向， 即北偏东 45°方向。 当时的统治者只需站在
院中 ，观察斗柄的方向 ，当斗柄方向与城墙 （院墙 ）平
行或在同一直线上时就知道是什么季节开始了 。 例
如 ：斗柄指向东北 45°时 ，就知道是立春时节 ，是春季
的开始；同理知道其后三个季节的来临时间。 这样把
每个季节分成前后相等的两部分，何驽先生在他的文
章中也曾推测 “陶寺四季各分为早晚或孟仲两段 ”輧輲訛。
因此陶寺遗址的历法主要是以太阳历法为基础，建立
了一个相对完备的历法体系，即“八节四气”的历法体
系。 之后的“阴阳合历”还是以太阳历法为基础，而以
月亮朔望为法的 “阴历历法 ”是配合太阳历法来记日
的。

九、“观象授时”

《论语》子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 尧“象日月
星辰”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敬授民时”。

在中国古代的中原地区， 主要以农耕文化为主 。
据现有植物学研究，在西周以前中国古代中原的主要
农作物为稷和黍。而稷和黍的农作播种时间正是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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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夏至时节，“主春者鸟星，昏中可以种稷。 主夏者心
星，昏中可以种黍。 ……王者南面而坐，视四星之中者
而知民事之缓急，急则不赋力役，故敬授民时，观时候
授民事也”輧輳訛。 《尚书·尧典 》“敬授民时 ”下注疏也说 ：
“民之缓急，急则不赋籍，不举力役”輧輴訛。 统治者需要正
确的传授农作物的节令 , 按时播种才能有好的收获 ，
太早太晚都是有违农时的 ， 不利于庄稼的生长和收
获；因此正确的历法是对当时低下农业产量的有力保
障 ，从而能有效促进当地人口的增长 ，进而促使部落
或所在社会的壮大。因此能制定四时历法的“尧”才能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林沄先
生指出“掌控观测天象和制定历法的专门人才和权力
的首脑人物，也就自然会成为多个政治体共同拥戴的
核心人物 ，促成更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组织 ”輧輵訛，这正是
“尧” 时代首领们通过正确授时来得到更多族群的认
同 ，进而组成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复杂社会体系 ，但同
时也赋予了首领必须带领大家按时 、 准时播种的责
任；这种责任也是之后历代帝王所必须肩负的职责之
一。 责任和威望的获得是相互相成的，也是牢固建立
和维持复杂社会组织的基础之一。

因而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模式，应与“观象授时”
有很大的关系 ，想要获得更多的威望 ，就必须不停的
提高“观象授时”的历法，以期满足日益复杂的农事生
产的指导，因而也促使历法的不断更新和提高。

十、结 语

陶寺城址前后数百年保持一种维向系统的不变 ，
是经过科学的天文测向来奠定的，而这种特定的维向

方位又与《尧典》所描述的天文历法高度的重合。陶寺
遗址确立了中国早期的天文历法体系———“二分二
至 ”历法和初步的 “盖天 ”宇宙观 ，虽然该历法体系相
对比较简单 ，但已经建立起科学的划分依据 ，为之后
天文历法的精准化、细致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盖
天图 ”到 “七衡六间图 ”的发展 ，正是陶寺遗址早期天
文历法体系的延续和发展，而这种记录太阳影长周期
变化的图不仅为之后的历法计算奠定了基础，也是中
国古代“盖天”思想的起源，为盖天宇宙观及中国独特
思想文化的深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天文学的科学测向： 以正东西而定南北的方法 ，
也是 “中 ”字的由来 ，“中折之指表者 ，正南北也 ”这就
是“建中”的方法和过程。这个正南北向与夜空的极星
始终保持一致，由此发现满天的日月星辰都围绕着这
个中心点做周而复始的圆周运动，进而形成了盖天宇
宙观。 “二分二至”的天文历法即“三衡图”，已经形成
了初级的 “盖天 ”宇宙观 ，使得古人认识到宇宙即 “天
道 ”的运行模式 ：宇宙由近及远都围绕着一个中心运
行，由中心向外又可分成不同的各个阶层。 因而古人
认为人类社会的阶级就像 “天地之道 ”一样是天然存
在的，阶级的存在是符合“天地之道”的大道。 而为了
模仿“天地之道”运行次序，就用“礼”来规范这种脱胎
于“天地之道”的“人文”秩序，从而产生了中国文化特
有的“礼制”文化。 而后用“乐”来调和社会、政治制度
等“人文”礼制秩序的和谐。夏商周时期形成的中国独
特的 “礼乐 ”文化正是从陶寺奠定的 “盖天 ”宇宙观发
展而来。

《尚书·尧典 》等古代文献描述的 “尧 ”时 “两分两
至 ”的四时历法在中国史前社会是真实存在的 ，而陶

图九 《淮南子·天文训》天干地支＋四维方向对应二十四节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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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遗址正是中国古代文明中“四时历法”的真实写照。
陶寺城址跨越几百年之久，大大超出了“尧舜禹”三代
人的时代跨度 ，虽然很多学者把陶寺认作 “尧都 ”，但
我不确定“尧”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时代。“照临四方谓
之明 ，经纬天地谓之文 ”輧輶訛 ，中国古代 “文明 ”正是以
“经纬天地”来“敬授民时”，古代历法之光从“天文”到
“人文”开启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古代思想文化的
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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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郭明，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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