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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象与世变：汉唐时期的“蚩尤旗”星占 

周能俊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江苏南京，210093） 

摘要：汉唐时期， “蚩尤旗”被定义为类彗，而后曲象旗的天象，是兵灾、国丧等灾异的征兆。在汉唐典籍的有 

关记载中，有为了硬套事应而出现史实错误，如有一次天象不同文献所载事应不同等现象的出现。而“蚩尤旗” 

的占辞可能也经历了术家根据天象之后的时事，结合现实政治而加以修改的过程。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当时民 

众之所以迷信这些天象星占，是与汉唐时期的现实政治情况，阴阳五行为主的主流儒家思想、佛道等宗教神秘主 

义，以及别有用心者的利用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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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特别是汉唐时期，天文星占对现实 

政治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作为古代天文学中最重要 

内容之一的星占，在特征是天人感应的儒家思想成为 

主流思想后，天以及天上的星宿都是人世的投影。从 

星占解释的日益复杂、繁琐，负责天文星占的政府机 

构日趋庞大和专业， 可以看出星占正随着国家的扩大， 

以及政治的需要而逐渐系统化、专业化。古代天文透 

过星占影响政治， 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十分突出的特征。 

黄一农先生曾对中古时期的天文星占进行了颇为细致 

的研究与分析。 [1] 庄天山 [2−3] 、庆松光雄 (Mitsuo 
Keimatsu) [4] 等亦对“蚩尤旗”天象有所研究。拙著《汉 

唐“天狗”考释》 [5] 一文则对汉唐时期的另一天文现 

象——“天狗”有所讨论。但作为汉唐时期一个十分 

重要的星占——“蚩尤旗” ，至今颇少人关注。本文拟 

利用有关记载，对“蚩尤旗”这一特殊天文星占的内 

容、流传原因等略作考察，并试图利用社会学、政治 

学等学科的知识挖掘隐含在“蚩尤旗”星占背后的信 

息，还原当时的社会动态与民众心理。 

一、汉唐对“蚩尤旗”天象的解释 

根据现存典籍所载， “(黄)帝令画蚩尤之形于旗 

上，以厌邪魅，名蚩尤旗。……黄帝将会神灵于西山 

之上，乃驾象车六交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蚩尤旗 

也” [6] 。可知， “蚩尤旗”从字面意思理解指绘有蚩尤 

形象的旗帜，在黄帝出行时设于队伍前方。《皇览》则 

载“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 

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 

旗” [7](5  注[13]引) ，即“蚩尤旗”乃是蚩尤冢上出现的如 

一匹绛帛的赤色云气。而这种指代云气现象的“蚩尤 

旗” ，自先秦至唐一直存在。如《吕氏春秋》即有“其 

云状……有其状若众植华以长，黄上白下，其名蚩尤 

之旗” [8] 的记载。唐代《太白阴经》亦有类似的记 

载。 
① 
只是将“蚩尤旗”所指代的云气现象描述得更具 

体，并加上卜辞，认为预示着战争。 

而天文学星占中的“蚩尤旗”则有着自己的定义。 

《史记》认为“蚩尤之旗，类彗而后曲，象旗。见则 

王者征伐四方” [7](1335)② 
。而 “类彗，而后曲象旗” [9](694) 

则是对该天象最简洁明晰的解释。 

到了唐代，对“蚩尤旗”天象的解释更趋详细。 

《晋书》载“蚩尤旗，类彗而后曲，象旗。或曰，赤 

云独见。或曰，其色黄上白下。或曰，若植雚而长， 

名曰蚩尤之旗。或曰，如箕，可长二丈，末有星。主 

伐枉逆，主惑乱，所见之方下有兵，兵大起；不然， 

有丧” [10](324) ，对“蚩尤旗”天象的形态做了颇为细致 

的描述，并详述星占占辞。而《隋书》则更详细地记 

述到“荧惑之精，流为析旦、蚩尤旗、昭明、司危、 

天搀。……二曰蚩尤旗。或曰，旋星散为蚩尤旗。或 

曰，蚩尤旗，五星盈缩之所生也。状类彗而后曲，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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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或曰，四望无云，独见赤云，蚩尤旗也。或曰， 

蚩尤旗如箕，可长二丈，末有星。又曰，乱国之王， 

众邪并积，有云若植雚竹长，黄上白下，名曰蚩尤旗。 

主诛逆国。又曰，帝将怒，则蚩尤旗出。又曰，虐王 

反度，则蚩尤旗出。或曰，本类星，而后委曲，其像 

旗旛，可长二三丈。见则王者旗鼓，大行征伐，四方 

兵大起。不然，国有大丧” [11](565) ，将所有涉及“蚩尤 

旗”的一切皆罗列其中。 

二、汉唐“蚩尤旗”天象的记录 

根据以上关于“蚩尤旗”天象的定义，现将典籍 

中“蚩尤旗”天象的记录大致列为表 1。 

细究这 11次“蚩尤旗”天象的记载，颇有值得商 

榷的地方。其中不乏削足适履，为了对应占辞而硬套 

史事，以至发生讹误的记载。例如汉武帝建元六年发 

生的“蚩尤旗”天象，《汉书》卷六十三的赞中将事应 

记作“巫蛊之祸，岂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 

有天时，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见，其 

长竟天。后遂命将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 

戾太子生。自是之后，师行三十年，兵所诛屠夷灭死 

者不可胜数。及巫蛊事起，京师流血，僵尸数万，太 

子子父皆败。故太子生长于兵，与之终始，何独一嬖 

臣哉” [12](2770−2771) 。班固认为建元六年的“蚩尤旗”天 

象对应的事应有两个方面：一为对非汉民族的军事征 

伐，一为同年春戾太子出生，对应巫蛊之祸。而胡三 

省早就指出其中的讹误， “ 《考异》曰：《汉书·武五子 

传赞》曰： ‘建元六年春，戾太子生。 ’ 《外戚传》： ‘卫 

皇后，元朔元年生男据。 ’按《枚皋传》云： ‘武帝春 

秋二十九乃有皇子， ’与《外戚传》合。盖《赞》语因 

蚩尤之旗致此误，亦犹五星聚在秦二世末年，误为汉 

元年也” [18](598) 。可知，《汉书》记载中，如这般由于 

天文异象而将史实记载错误的不止一处。 

表 1  典籍中“蚩尤旗”天象的记录情况 

时间 天象 占辞及事应 

汉武帝建元六年 
(前 135)八月 

长星出于东方，长终天，三十日去。 

占曰： “是为蚩尤旗，见则王者征伐四方。 ”其后兵 

诛四夷，连数十年。及巫蛊事起，京师流血，僵尸 

数万，太子子父皆败。 [12](1517, 2770−2771) 

元光(前 134～前 129)、 

元狩(前 128～前 123) 
蚩尤之旗再见，长则半天。 

其后京师师四出，诛夷狄者数十年，而伐胡尤 

甚。 [7](1348～1349) 

流星状似蚩尤旗，或曰营头，或曰天枪， 

出奎而西北行，至延牙营上，散为数百而 

灭。 

是故延牙遂之武当，托言发兵，实避其殃。 [13](1045) 

初平二年(191)九月 
蚩尤旗见，长十余丈，色白，出角、亢之 

南。 

占曰： “蚩尤旗见，则王征伐四方。 ”其后丞相曹公 

征讨天下且三十年。 [13](371, 3260−3261) 

正元元年(254) ③ 
有白气出南斗侧，广数丈，长竟天。 

王肃曰： “蚩尤之旗也，东南其有乱乎！君若修己以 

安百姓， 则天下乐安者归德，倡乱者先亡矣。 ”(正元) 
二年(255)正月，毌丘俭等据淮南以叛，大将军司马 

师讨平之。案占： “蚩尤旗见，王者征伐四方。 ”自 

后又征淮南，西平巴蜀。 [14](418)[9](690)[10](389)[15](3884)④ 

咸宁四年(278)夏四月 蚩尤旗见于东井 
后二年，倾三方伐吴，是其应。至武帝崩，天下兵 

又起，遂亡诸夏。 [9](694)[10](69, 391) 

建元九年(373)四月 

其后天鼓鸣，有彗星出于尾箕，长十余丈， 

名蚩尤旗，经太微，扫东井，自夏及秋冬 

不灭。 

太史令张猛言于(苻)坚曰： “尾，燕之分野，而扫东 

井。东井，秦之分。灾深祸大。十年之后，燕灭秦 

之象。二十年之后，燕当为岱所灭。……” 
[15](589)[10](2896) 

永元三年(502)二月壬戌 蚩尤旗见 [16](150) 

开成四年(839) 
十二月壬申 

蚩尤旗见。 [17](846) 

咸通十三年(872)九月 蚩尤旗见。 [17](846−847) 

景福元年(892)五月 

蚩尤旗见，初出有白彗，形如发，长二尺 

许，经数日，乃从中天下，如匹布，至地 

如蛇。 [17](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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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一次“蚩尤旗”天象，各书所载事应多有不 

同的现象。如曹魏正元元年的“蚩尤旗”天象，最早 

记载这次天象的《三国志》中引述王肃的话，认为应 

验于东南毌丘俭等人的反叛。 [14](418)⑤ 
《魏氏春秋》载 

为“正始元年十一月，蚩尤旗见于箕，东吴兵死没各 

数万人，车骑将军黄权薨之兆也” [19](618) 。《宋书》则 

将此次天象的事应扩展为毌丘俭、诸葛诞先后据淮南 

叛乱，灭蜀汉，孙吴孙綝废孙亮立孙休等四 

事。 [9](690)⑥ 

又如咸宁四年的“蚩尤旗”天象，《宋书》记载是 

事应为“后二年，倾三方伐吴，是其应。至武帝崩， 

天下兵又起，遂亡诸夏” [9](694) 。而《晋书》则以“后 

年，倾三方伐吴，是其应也” [10](391) 作为事应。相比之 

下，《晋书》将《宋书》所载五胡乱华、灭亡西晋的事 

应删减了，只保留了三路大军灭吴的事应。 

三、汉唐“蚩尤旗”占辞的演变 

《开元占经》收集整理了唐代所见的大部分星占 

卜辞。故表 2 整理了《开元占经》 [19](617−619) 引录各术 

家有关“蚩尤旗”天象的占辞。其中，大部分皆为两 

汉魏晋时期所作的纬书。 
⑦ 

比较各家对“蚩尤旗”天象的占辞后，发现《黄 

帝占》与《春秋纬》二书的内容较为具体，以为此一 

天象为兵灾、国丧的征兆。并且二书中均给出了明确 

的事应时间范围。可能这些占辞或多或少参考了之前 

天象发生后的时事， 结合实际政治等情况而有所修改。 

例如文献中第一次出现“蚩尤旗”天象的记载是在汉 

武帝建元六年， 两年后的元光二年(前 133)汉军设伏马 

邑，开始了对匈奴的大规模军事反击。元光五年(前 
130)，汉武帝又开始大力开发西南诸夷。 [12](159−164) 这 

些事件恰与表 2 大部分占辞中兵灾等事相符合，连事 

应的时间也十分吻合。 

而《春秋运斗枢》的“后族擅权”占辞，似乎是 

针对东汉外戚专权的实际政治而作。众所周知，东汉 

中期开始，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和帝章和二年(88) 
始窦太后临朝，窦宪执政；殇帝延平元年(106)起邓太 

后临朝， 邓骘执政； 延光四年(125)阎太后临朝立顺帝， 

阎显执政；建康元年(144)冲帝即位梁太后临朝，梁冀 

执政；少帝光熹元年(189)何太后临朝，何进执政。 [21] 

后妃、外戚把持朝政成为东汉政治的一大特色。《春秋 

表 2  《开元占经》中有关“蚩尤旗”天象的占辞 

时代 作者及其他 书名 占辞 

见则王者鼓旗大行，征伐四方，兵大起，不然国有大丧， 

王者亡。期三年，中五年，远七年。 
西汉或之前 

⑧ 
《黄帝占》 

蚩尤旗出北斗，……见则天下乱，大兵起，天子自将兵， 

旗鼓用，不然国有大丧，期百八十日，中一年，远三年。 

东汉初期之前 
⑨ 

《河图提》 帝将怒，则蚩尤旗出 

东汉前期或之前 
⑩ 

《春秋纬潜潭巴》 蚩尤之旗主伐叛。又曰主惑乱 

蚩尤旗诛逆国 

蚩尤之旗见则山崩 

……四方并乱，天下灭兵，群猾动帝座于堂，见则五寇行， 

主不正暴，必有反兵，期五年，天子忧，不以亡，则九年 

凶加于斗宿，天子嚣嚣，出于列位，勉正四方。 

东汉或之前 宋均注 [20](1982)  《春秋纬》 

蚩尤伐矜诛逆灭患，蚩尤起天下之兵，合祸纷纷。 

东汉和帝、安帝时期 郗萌 蚩尤旗守轸，赤哭礼。 

蚩尤之旗见则山崩，后族擅权 
东汉后期之前 《春秋运斗枢》 

蚩尤旗干大，微法式，灭帝死于野。 

东汉末 刘叡 《荆州占》 蚩尤旗见则兵大起，不然有丧。 

两晋之交以前 《论语摘辅象》 虐王反度，则蚩尤旗出 

南北朝或之前 《春秋考异邮》 蚩尤旗见，则王者伐枉逆。 

夏氏 蚩尤旗所见之方，其下有兵，四方尽有，天下有兵。 

《雒书》 旗刺旋，主备臣，边雄侯之贤主过，出兵马惊 

《春秋纬合诚图》 蚩尤之旗出，平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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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斗枢》的占辞很可能是借鉴了东汉现实的政治而新 

增入的。 

《史记》对“蚩尤旗”天象的“见则王者征伐四 

方”占辞，可能是现存典籍中记载最早的占辞。这一 

占辞显然与表 2中大部分的术家占辞同出一源。 而 《汉 

书》《宋书》等史籍中的相关记载可能也源出于此。可 

能自汉魏时期开始， “蚩尤旗” 天象主要代表兵灾的征 

兆已经被大众所广泛接受了。 

四、结语 

典籍中之所以有大量关于“蚩尤旗”等特殊天象 

的记载，显然是因为汉唐时期有大量的民众对这些所 

谓的天象征兆坚信不疑。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似 

乎很难理解当时人们的这种盲目迷信。而分析民众迷 

信“蚩尤旗”天象征兆的现象，却为理解汉唐时期的 

历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我们无法预见未来，但 

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就存在于我们周围。只是好像都 

被加上了密码，使我们在没有密码本的条件下难以理 

解。当密码本终于到了我们手中的时候，却已经太迟 

了。 [22] 不过，我们很幸运地可以通过“蚩尤旗”天象 

这个特殊的“密码本”管窥汉唐时期若干隐藏起来的 

真实面貌。 

首先，汉唐时期的现实政治深刻影响着民众的心 

态，进而左右人们的思想。人民渴望国家的统一、社 

会的安定，但现实却是如此的残酷。中古时期，虽有 

汉、唐两大强大的帝国， 但在长达一千余年的历史中， 

国家大一统的时间仅占据了一半左右的时间。期间， 

不乏铤而走险的起义风潮；战火纷飞的军阀割据；更 

有异常惨烈的民族歧视甚至屠杀。自汉末至隋初，分 

裂时间更是长达四百余年。与此同时，广大民众与国 

家政治，特别是上层政治之间是隔绝的。民众往往在 

木已成舟之后，才被那些试图利用他们的人告知所谓 

的真相。面对变幻莫测的残酷现实，民众只能手足无 

措。在这种情况下，人命如草和迁徙避乱也就成了广 

大百姓的基本写照。 “饿馑流隶，饥寒道路，……终于 

转死沟壑” [12](4209) 是当时人民避乱迁徙的高昂代价。 

于是，民众迫切地需要掌握国家大局的变化。而“蚩 

尤旗”等特殊的天象及其占辞就成了民众了解国家动 

态的唯一途径。 

其次，汉唐时期广泛流行的学术思想也深刻影响 

着人们的观念。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后，融合阴阳五行与五德终始理论的 

儒学就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大力支持的官方核心思 

想。 “天人感应”理论为广大民众所熟知，为“蚩尤旗” 

等特殊天象、星占的存在提供了理论基础。而谶纬、 

玄学之类的兴起，使得神秘主义大行其道。天象、星 

占等迎合了神秘主义，并成为神秘主义的重要组成部 

分。而这一时期，佛道等宗教思想亦大行其道。魏晋 

南北朝是佛教传入中国并开始大规模中国化的开始。 

道教亦在此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大量道派 

产生，教义广为传播。隋唐时期，佛教已经在中国完 

全扎根，出现了禅宗、天台等诸多宗派。道教亦进入 

了最为黄金的发展阶段。其余如景教等宗教亦广为流 

行。 这些宗教所宣扬的唯心主义思想和因果报应理论， 

也为星占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内容。 

其三，别有用心者的刻意利用。当时，利用民众 

对于天文星象的不了解而造谣是非常有效的。利用某 

些天文异象制造谣言，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一些别 

有用心的人百试不爽的手段。 往往利用这些异常天象， 

为自己的行为提供一个合理的借口。也有某些术家根 

据天象后的时事，篡改占辞及适应，以蒙蔽大众，实 

现自己的意图。这些都让天文异象与星占越来越神秘 

和晦涩，也让民众因为未知的恐惧而更加迷信。有鉴 

于此，历代统治者对于这些天文异象和星占大都采取 

既利用又防范的措施。 

最后， “蚩尤旗”星占从一个侧面扭曲地反映了当 

时的政治局势、民众心理和社会环境等因素。既体现 

了汉唐时期广大民众渴望和平安定的生活理想，对战 

乱和分裂割据的厌恶。也是以“天人感应” 、阴阳五行 

为主的儒学思想、佛道为代表的宗教神秘主义等社会 

思想对大众造成深刻影响的结果。更是一些别有用心 

者以此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目的，推波助澜，愚弄民众 

的产物。 

注释： 

①《太白阴经全解》 卷八 《杂占· 占云气篇第八十八· 暴兵气》 (唐· 李 

筌 张文才、王陇译注，岳麓书社  2004 年，第  464 页)载， “云 

气一道，上白下黄，白色如布匹，长数丈；或上黄下白，如旗 

状，长二三丈；或长气纯如赤，而委曲一道如布匹，皆谓之蚩 

尤旗，见，兵大起” 。 

② 《汉书》卷二十六《天文志第六》(第 1293页)所载略同。 

③ 《三国志》卷十三《魏书·王肃传》载为“嘉平六年，(王肃) 
持节兼太常，奉法驾，迎高贵乡公于元成。是岁，……”(第 
418页)。卷四《魏书·三少帝纪》载，嘉平六年九月甲戌，齐 

王芳被废。十月，高贵乡公即位，改元正元。(第 128～132页) 
故嘉平六年与正元元年实为同一年(254)。 本处应以正元元年为 

是。《太平御览》作“嘉平四年” ，疑误。 

④ 本处各书所载事应有所出入，兹仅列大部分文献重出之部分， 

详见下文论述。 

⑤ 《太平御览》卷八百七十五《咎徵部二·蚩尤旗》(第 3884页) 
所载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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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晋书》卷十三《天文志下》(第 389页)所载略同。 

⑦ 详见下文所论，及《资治通鉴》卷五十二《汉纪四十四·孝顺 

皇帝下阳嘉三年》 胡注(第 1674−1675页) “ 《纬》，《七纬》 也。 …… 

《春秋纬》，《演孔图》、《元命包》、《文耀钩》、《运斗枢》、《感 

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孽》、《佑助期》、 

《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也” 。 

⑧ 成书于西汉或之前，并经历代不断完善。详见黄一农《社会天 

文学史十讲》，第 44−45页。 

⑨ 《续汉书》志七《祭祀志上》载，建武三十二年二月的泰山刻 

石文中引《河图提刘予》内容。第 3165页。《河图提》或为《河 

图提刘予》 之简称。 则该书应成书于光武帝建武三十二年之前。 

⑩ 《白虎通》引《春秋潜潭巴》内容(见清·陈立《白虎通疏证》 

卷六《灾变·灾异妖孽异名》，中华书局 1994年，第 268页)。 

可知该书应成书于东汉章帝之前。 

⑪ 详见黄一农《社会天文学史十讲》，第 44页注②。 

⑫ 《风俗通义》引 《春秋运斗枢》 内容(汉·应劭 王利器校注《风 

俗通义校注》卷一《皇霸》，中华书局 1981 年，第 2 页)。应 

劭生活于东汉灵帝至献帝时期(详见《后汉书》卷四十八《杨 

李翟应霍爰徐列传·应奉传附子劭传》，第 1609−1615页)，故 

《春秋运斗枢》应成书于东汉后期之前。 

⑬ 《晋书》卷十二《天文志中》(第  322 页)载， “图纬旧说，及 

汉末刘表为荆州牧，命武陵太守刘叡集天文众占，名《荆州 

占》 ” 。 

⑭ 《续汉书》志十五《五行志三》第 3317 页注一载干宝引《论 

语摘辅像》内容。干宝生活于两晋之交(详见《晋书》卷八十 

二《干宝传》，第 2149−2151页)，故《论语摘辅像》应成书于 

两晋之交以前。 

⑮ 《齐民要术》卷五引《春秋考异邮》内容；《宋书》卷二十三 

《天文志一》(第 675页)亦引《春秋考异邮》内容。贾思勰生 

活于北魏中后期，《宋书》成书于南朝梁。故《春秋考异邮》 

应成书于南北朝中后期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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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ronomical phenomenon and world changing: The “Chi You flag” 
astronomical phenomena and divination from Han to Ta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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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Han to Tang Dynasty, “Chi You flag” was defined as a comet, and tail bending like the flag, a symbol of 
war and the funeral. In the record, what appeared in order to hard set of things should be recorded and when proved to be 
false, a different document the contained the phenomenon such as different events should be aviailable. And we may also 
experience the div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astronomical phenomenon after the current events, which are combined with 
political  reality  and  modified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ology,  when  people  superstitious  these 
astronomical phenomena and divination, and at that time it is real political situation that counts, so do, the mainstream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religious mysticism, and those who have ulterior motives to use the inseparable. 
Key Words: from Han to Tang Dynasty; “Chi You flag”; astronomical phenomena; divination  [编辑: 苏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