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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太一神祭祀起源说”考误 
 

韩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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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宵节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有影响的说法是元宵节起源于汉武帝时祭祀太一神的活动。然

而，从节期来看，正月上辛日可以是正月上旬从初一到初十的任何一天，却绝不可能是望日。从节日内容来看，汉武帝

祭祀太一神的活动是帝王的重要政治活动且为后世历代封建王朝所继承，与后来元宵节赏月观灯的民俗活动有着

本质的不同。因此，根据现存的文献资料判断，元宵节起源于汉武帝时太一神祭祀活动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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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元宵节起源的说法主要有三种：汉武帝时

代太一神祭祀活动说、佛教说、道教说。其中最有

影响的是起源于汉武帝时祭祀太一神的活动。这一观

点出自《史记·乐书》：“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

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1](1178)宋代洪迈《容斋

随笔·上元张灯》一书即引此立说[2]。宋代朱弁《曲

洧旧闻》亦赞同洪迈的观点[3]。此后，尚秉和《历代

社会风俗事物考》和王三聘的《古今事物考》都沿用

了这种观点，如《古今事物考》“观灯条”曰：“汉望

日祀太乙，自昏至明。今上元夜游观灯，是其遗迹。

唐勅金吾弛禁，许三夜士女游行，谓之放夜，宋增十

七、十八为五夜。”[4]然而，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并不可

信。 
庄华锋在《中国社会生活史》一书中指出：岁时

节日由节期和民俗两个要素构成[5]。以下笔者即从节

期的确立和节日的内涵两方面进行考察，以期对这一

说法做出辨析。 
从《史记·乐书》“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这

段记载中可以看出：祭祀的时间是正月上辛日。那么，正月

上辛日是指哪一天？是否就是后来所说的元宵节（正月十

五）这一天？（上引《古今事物考》即认为是望日）所祭

祀的太一神又是怎样的神呢？ 
先看节期的确立，《尚书·舜典》记载： 

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

禋于上帝， 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  
尧之前施行火历，《左传》昭公十七年曰：“火岀，

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数得天。”
[6]说明夏、商、周三代建正不同，而夏代的建正是符

合天道自然的，即以孟春之月为正，与四时交叠相一

致。而商代以十二月建丑之月为正，周以十一月建子

之月为正，都与阴阳历的自然年度不合。如果《尚书》

的记载是真实的，那么在尧的时代，就会以现在的农

历正月为岁首。而关于《尚书》产生的年代，虽然有

《孔传古文尚书》为后世伪造之嫌，但无论是今文还

是古文，《尧典》《舜典》等三十三篇在先秦即已写定

却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至迟在战国时期，就已经使用

夏历，即现在的农历。 
历法产生后，就有天干、地支纪年、月、日、时

的说法。有历史文献可查的是,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0 
年) 二月己已日，是为干支纪日的明证。这说明，至

迟在春秋时期，古人便以天干地支计算日期。那么，

上辛日的祭祀活动到底指的是哪一天呢？ 
    从古代的六十天干地支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

月中共有六个辛日：即辛未、辛巳、辛卯、辛丑、辛

亥、辛酉。其中每一个月都会有三个辛日，第一个辛

日为上辛日、第二个为中辛日、第三个为下辛日。因

有大月、小月之分，所以每一年正月的上辛日都不会

是固定的。但不论怎样，上辛日只会是正月上旬从初

一到初十的任何一天，却绝不可能是正月十五前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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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日。所以从节期来考虑，正月上辛日的祭祀活动与

元宵节的日期不符。 
其次再看节日的内涵。正月上辛日祭祀的是太一

神，那么这一神灵又是什么神？《史记》《淮南子》《经

典释文》等文献中均有关于他的记载，如《史记·孝

武本纪》言： 
亳人薄诱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贵者泰一，

泰一佐曰五帝[1](456)。 

其秋，为伐南越，告祷泰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

斗登龙，以象太一三星，为泰一锋，名曰“灵旗” ](471)。 [1

由此，太一神为天神中最为尊贵的神灵。如《经

典释文》引马融注所言：“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宫，

天之最尊者。”[7]《史记·天官书第五》：“中宫。

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1](1289)从而更明确

地指出，太一神居住在紫微垣的天极星。在古人的心

目中，天空与人间有着对应的关系。天空中的紫微垣

在天庭中的位置相当于人间的皇宫，统领整个天宇。

北斗星为紫微垣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极星则是群星之

首，有着至高无上的位置。《淮南子》则认为太一神

住在比昆仑山高很多倍的“上天”： 
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

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

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淮

南子·地形》高诱注：“太帝，天帝。”[8]  

  在这里，太一神同样是统领宇宙的众神之首。综

上可以看出，太一神为天之最尊者，与上帝同列。 
所以，从节期和节日内容来看，元宵节和汉武帝

祭祀太一神的活动没有直接的关系。古代对于上帝的

祭祀，是帝王的重要政治活动，这一皇家祭祀活动与

后来元宵节赏月观灯的民俗活动有着很大的不同。元

宵节民俗活动的重要内容是赏月观灯，如唐代苏味道

诗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宋词《生查子》

言：“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可见，在唐宋时

代，元宵节民俗活动的重要内容是欣赏新年第一轮圆

月，祈求一年的圆满，而上古汉武帝正月上辛日的祭

祀活动与赏月或祭月并无关系。如前文所言，正月上

辛日可以是初一到初十的任何一天，却绝不可能是望

日，所以，按照中国人的心理，是不会在这一天祈求

圆满的。 
 

二 
      

 “上辛日”与古代的“上日”有着一定的渊源关

系。关于“上日”，经学家作过不同的解释，如《史记·五

帝本纪》《集解》引马融云：“上日，朔日也。”蔡沈《书

经大全》曰：“上日，朔日也。叶氏曰：‘上旬之日。’

曾氏曰：‘如上戊、上辛、上丁之类。’未详孰是。”[9]

王引之《经义述闻》据此辩证说：“上日非谓朔日也。

上日，谓上旬吉日。当以叶氏、曾氏之说为是。”[10]

尽管在“正月上日”的具体时日上，经学家还存在较

大的分歧，但不可否认的是 ，“正月上日”一定是指

正月上旬的一个吉日。据《尚书·舜典》记载：舜帝

曾在这一天祭祀过“上帝”。而从上辛日的有关记载来

看，同样是正月上旬的一个吉日，所以汉武帝才会选

择这一天来祭祀“太一神”。由上日和上辛日的内涵分

析，我们可以推论：汉武帝正月上辛日祭祀太一神与

上古时期的祭祀上帝是一脉相承的，且至迟在《尚书》

产生的战国时代即已存在。 
选择正月上辛日进行祭祀的原因，历代的研究者

有着基本一致的看法。《礼记·郊特牲》曰： 
郊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注：用辛日者，取

斋戒自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11](358)。 

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子曰：用者不宜

用也。 

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则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注：

正月者，岁首。上辛犹始新。皆取其首月之辛日者
[11](372)。 

清代的学者在进行礼制的考订中，也认为正月上

辛日是郊天的吉日。如清刑部尚书秦蕙田撰《五礼通

考》吉礼七 《圆丘祀天》时，认为自上古以来正月上

辛日一直是举行祭天礼仪的吉日：“常以岁之孟春正月

上辛，若丁亲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山川，徧于

群神。”[12]春秋战国时代也有很多文献记载了正月上

辛举行郊天大典的历史事件。如《春秋公羊传》载：

“然则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 [13]。《谷梁传》曰：

“ 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时也。夏四月，郊不時也；

五月，郊不時也。”[14] 可见，正月上辛日祭祀的源头

是上古时期帝王的郊天典礼。这一源头至迟可以追溯

到《尚书》产生的时代，即春秋战国时代。 
如上所论，正月上辛日的郊天大典至晚出现在战

国时代。在此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统治者也大都沿

用这一惯例，并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礼制。中古及近

古的很多史料，都有关于正月上辛日祭天的记载。直

至清代，正月上辛祭天还在延续。《隋书·礼仪志》：

“梁南郊，为圆坛，在国之南。……正月上辛行事。

用一特牛，祀玉皇大帝于其上。以皇考太祖文帝配。

礼以苍璧制币……器以陶匏，席用稿秸。太史射柴坛

于丙地。皇帝斋于万寿殿，乘玉辂，备大驾以行礼。

礼毕，变服通天冠而还。”[15]可见，南朝梁用正月上

辛日祭祀上帝（玉皇大帝）。《旧唐书·玄宗本纪》中

也有相似的记载： 
正月上辛，祈谷，祀昊天上帝于圆丘，以高祖配，

五方帝从祀[16](834)。 

按《贞观礼》，正月上辛，祀感帝于南郊，《显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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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祀昊天上帝于圆丘以祈谷[16](835)。 
正月上辛日祭祀上帝的活动在宋代的典籍中也多

有记载，如《宋史》：“……请以来年正月上辛合祭天

地，从之。……神宗之嗣位也。英宗之丧未除，是岁

当郊。帝以为疑，以问讲读官王珪、司马光、王安石，

皆对以不当废。”[17]这种祭祀活动同样为明清两代的

统治者所继承，在明清两代的正史中有相关的记载，

如： 
每岁所常行者，大祀十有三：正月上辛祈谷、孟

夏大雩、季秋大享、冬至圜丘皆祭昊天上帝，夏至方

祇丘祭皇地 ，春分朝日于东郊，秋分夕月于西郊，四

孟季冬享太庙，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太稷[18](1225)。 

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亲合祀天地于南郊[18](1246)。 
再如《清史稿》中： 
于是咸丰二年夏大祀圜丘、方泽，三年春上辛祈

谷，并奉宣宗配，位次高宗[19]。 

综上所引，汉武帝时正月上辛日祭祀昊天上帝的

活动，是继承了上古时期的祀天大典，并成为后代祭

天活动的一个法定日。后世自晋太始二年，元日祈谷

的祭祀活动合并入郊天大典，始用正月上辛日[20]。郊

天大典又有了祈谷的重要内容。 
 

三 
 
所以，从节期来看，正月上辛日祭祀活动与元宵

节不同；从节日的文化内涵来讲，正月上辛日祭祀活

动是皇家祭祀活动，其有着皇权神授的政治意义；民

间的元宵节更侧重于娱乐，并寓有一年之始祈求丰收

之义；从参与的人来讲，正月上辛日的祭祀活动的主

体为天子，而元宵节的参与者是万民。在唐宋明清时

代，民间的元宵节活动已经具有了确定的民俗形态，

而正月上辛日祭祀昊天上帝的活动依然被作为皇家最 

重要的祭祀活动而延续流传。虽然我们现在对元宵节

的起源还不能确定其原始形态，但无论是从节期、祭

祀的神灵还是从历代上辛日的祭祀活动来看，元宵节

起源于汉代祭祀“太一神”的说法都是不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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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origin of memorial ceremony for Taiyi-God in Lantern Festival 
 

HAN Mei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explanations about the origin of memoial ceremony for Taiyi-God held in the Lantern Festival. 
The most popular one puts that it began from offering sacrifices to Taiyi-God during Emperor Han Wu times. But, the Shangxin-Day 
in January of the Chinese Lunar New Year could be any time from the first day to the tenth, and could not be only the fifteenth. From 
the content of the festival, offering sacrifices to Taiyi-God during Han Wu times wa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activit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Lantern Festival, which lasted in quite a long time. According to the material we can find now, the traditional origin theory 
of offering sacrifices to Taiyi-God is thought not correct. 
Key word: the Lantern Festival; Taiyi-God; offering sacrif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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