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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三十时节与二十四节气

— 再谈 《 玄宫 》 和 《 玄宫图 》

李 零

《 管子 ))一 书中有 《 幼官 》 和 《 幼官图 》两篇
。

这两篇的题目
,

经学者 考证
,

原先应作

《 玄宫 》 和 《 玄宫图 》
,

现 已成为定论
,

但它们的内容到底是讲什么
,

这在很长时间里却一

直是个谜
。

1 9 8 0年
,

我在一本研究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的小书中曾对这两篇的图式结构和读图顺序试

作复原
1
一 。

经过反复研究
,

最后确认
:

《 玄宫图 》 所 记乃是布图顺序
,

即从西开始
,

然后到

中间的南
、

中
、

北
,

然后再到东
,

同于中国古代地图的方位
,

体现的是
“ 四方之位 ”

(上南

下北
,

左东右西 ) ; 而 《 玄宫 》 所记乃 是读图顺序
,

即从中到东到南到西到北
,

同于中国传

统时令书的顺序
,

体现的是
“ 四时之序 ”

(中
、

春
、

夏
、

秋
、

冬 )
。

两者上下位 置 正 好相

反 乡
。

另外
,

我还谈到 《 玄宫图 》 中 “
本图

” 和 “ 副图 ” 的区别
。

通过与 《 管子
·

版法解 》

对证
,

终于弄清
:

它的本图是讲文事和吉礼
,

居左 ; 副图是讲武事和凶礼
,

居右 (图一 ) ③
。

但是
,

当时我们却没有来得及对这两篇的内容细节做进一步讨论
。

在这篇文章中
,

我想选择这两篇中本图所记的
“ 三十时节

”
作为讨论对象

,

着重谈谈它

与后世沿用的二十四节气有何异同
,

以及它们各自代表的时令系统
。

《 管子 》 的三十时节是一种按 12 天为一节
,

把一年 3 60 天 (不计闰 ) 分为 3 0节的 节 气安

排
。

这种节气安排 与二十四节气有何异同
,

对古代历法的研究很重要
。

有些研究天文学史的

学者艺指出
,

它与二十四节气有个别名称是相 同或相 近 的 (如 “ 清 明 ” 、 “
大暑

” 、 “ 小

暑 ” 、 “ 白露
” 、 “

大寒
”

)
,

但它却不如后者与月份和季节配合得更为整齐
,

也不象后者

详记气候现象
,

更为切合实用 火 。

不过
,

由于他们未能对这三十时节的名称含义和分配方法

进行具体分析
,

因而 尚未对它的性质形成准确判断
。

1 9 8 6年
,

彝族学者刘尧汉
、

卢夹两位先

生提出说
,

《 管子 》三十时节应是一种与彝族十月历相同
,

以 3,6 天为一月
,

72 天为一季
,

分一

年 3 60 天为 5 季 10 月的历法
’

厅 。

他们所提到的这种十月历与 《 管子 》 的确有相似 之 处
,

对 问

题的讨 沦很有启发
。

但 《 管子 分三十时节是否就是这种十月历呢 ? 这种说法却仍 然 值 得商

榷
。

现在
,

我们就来具体讨论一下 《 管子 》 的三十时节
。

首先
,

为了讨论方便起见
,

这里先

把三十时节与二十四节气列为对照表 (案
:

表中二十 四 节气名 见于 《 汉书
·

律历志下 》
,

比

它更早的 《 淮南子
·

天文 》 “ 惊 蛰 ” 作 “ 雷惊蛰 ” , “
清明

” 作
“

清明 风至
” , “ 白露 ”

作
“
白露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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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简单解释一下三十时节的名称含义
:

(一 ) 春季
。

共包含 8 个时节
,

原书称为 ,’j 又举时节 ”



( 1 )
“ 地气发

” 。

应即 《 吕氏春秋 》十二纪孟春的
“ 地气上腾

” 。

相 当右栏
“ 立春

” 。

( 2 ) “
小卯

” 。

在出土六于式盘上
,

四季配十二辰
,

春季三月为寅
、

卯
、

辰
,

夏季三

月为 已
、

午
、

未
,

秋季三月为申
、

酉
、

戌
,

冬季三月为亥
、

子
、

丑
。

其中子
、

午正好南
、

北

相对
,

卯
、

酉正好东
、

西相对 , 《 淮南子
·

天文 》 称之为 “
二绳

” (图二 )
。

古代四时与四

方相配
,

春季即 当为东方
,

这里显然是 以代表东方的卯辰兼赅春季三月
。 “ 小卯 ” 是表示刚

刚进入春季不久
。

( 3 ) “ 天气下 ” 。

应即 (( 吕氏春秋 》 十二纪孟春的 “ 天气下降
” 。

( 4 ) “ 义气至
” 。

丁士涵认为
“ 义气 ”

应读为 ,’{ 口气 ” ,

无据
。

许维通认为
“ 义 ”

字是 “ 养 ” 字之误
,

可从
,

但 以为
“
养气

” 即 “ 阳气 ” 则误⑦
。

《 月令 》 同时提到 “ 养气
”

和 “ 阳气 ” ,

可 以证明二者有别
。

夭地之气可大别为阴
、

阳二气
,

阳气是其大类
,

而养气则

其细者
。

养气指长养之气
,

与秋季 的 “ 杀气 ” 正好相反
。

《 月令 》季夏
: “ 毋举大事

,
以摇

养气
,

毋发令而待
,
以妨神农之事也

。 ” 是说不可兴役
,

以妨农事
。

养气显然与农事有关
。

( 5 )
“ 清 明” 。

在 2 月 19 日至即 日
,

比右栏 “ 清 明” 早
,

相当 右 栏 “ 春 分 ” 。 “ 春

分
” 在 2 月 16 日至 30 日

,

时间相近
。

这个节气
,

《 淮南子
·

天文 》 作
“
清 明 风 至 ” ,

可见

“
清 明

” 是得名于 “ 清明风 ” 。 “
清明风

” 是 《 天文 》篇 ,’j 火风 ” 之一
。

同书 《 地形 》 篇既

提到这种 “
八风

” ,

也提到另一种 ,’ / 又风 ” (略同于 哎吕氏春秋
·

有始 》 )
。

《 天文 》篇的

,’ / 又风 ”
各有所 当时 日

: “ 条风 〔东北风 ) 为 1 2月 30 日
, “ 明庶风 ”

(东风 ) 为 2 月 15 日
,

“
清明风

” (东南风 ) 为 3 月 30 日
, “ 景风

” (南风 ) 为 5 月 15 日
, “ 凉风

”
(西南风 ) 为

6 月 3。 日
, “ 间阖风

” (西风 ) 为 8 月 15 日
, “ 不周风 ” (西北风 ) 为 g 月 30 日

, “
广莫

风
” (北风 ) 为 n 月 15 日

。

二十四节气的
“ 清 明” 与这种 “ 清明风

” 相差 15 天
,

三十节气则

相差 30 天
。

古代
“ 八风 ” 配方似不尽相同

,

如 《 地形 》 的另一种 tt/ 又风
” , “ 条 风 ” 是 东

风
, “ 景风

” 是东南风
,

与上述
“ 条风

”
和

“
景风

” 相差皆为 4弓天
。

左栏 “
清明

”
从 日期推

算
,

应与东风相当
。

( 6 ) ( 了 ) ( 8 )
,’ 始卯 ,, 、 “ 中卯 ), 、 “ 下卯 ” 。

原书合称为
,’ 三卯 ” 。 ,’ 卯 ,, 字

含义同上
“ 小卯 ” 。

(二 ) 夏季
。

共包含 7 个季节
,

原书称为
“ 七举时 日

” :

( 1 )
“
小郑

” 。

相 当右栏 “ 立夏 ” 。

何如璋
、

刘师培把 “ 呈尸 字读为盈或 赢 是 正确

的⑧
。

楚帛书有
“
绿细

” 一词
,

读为
“
赢细

” ,

可 以为证
。

这里的 “ 呈卜” 字显然是
“
捏

” 字

的措字 (呈卜从 邑
,

古文字写法与系旁相近 ) 或借字
。

盈或赢
,

均可训满
,

是指阳 气 满 盈
。

“
小邹

,, 实即右栏 “
小满

,, 。

但 “ 小郑
, ,
在 4 月 7 日至 1 8日

, “ 小满
, ,

在 4 月 1 6 日至 3 0日
。

前者 比后者略早
。

( 2 ) “ 绝气下 ” 。 “ 绝气
”
当指阴绝之气

。

过去阴阳家有
“ 绝阴 ” 、 “ 绝阳

”
之

一

说
。

清 《 协纪辨方书 》 引 《 堪舆经 》 谓四月戊辰 日为 “ 绝阴” ,

时 日相近
。

( 3 ) “ 中郑 ” 。 “ 呈卜” 字含义同上
, “ 小郧” ,

应指阳气更盛
。

( 4 ) “
中绝

” 。 “ 绝
”
字含义同上 “ 绝气下

” ,

应指阴气进一步残绝
。

《 吕氏春秋 》

十二纪仲夏 “ 日长至
,

阴 阳争
,

死生分 ” ,

即其 义
。 “ 中绝 ” 在 5 月 13 日至 别 日

,

与右栏

“ 夏至 ” 相及
。 “ 夏至

” 在 5 月 16 日至 30 日
。

( 5 ) ( 6 ) ( 7 ) “ 大暑至 ” 、 “ 中暑
” 、 “

小暑终
” 。

原书合称为 “ 三暑 ” 。 “ 三



暑” 是得名于
“ 暑气 ” 。

《 淮南子
·

地形 》
; “ 暑气多天

,

寒气多寿
。 ” “ 暑气 ” 是与 “ 寒

气 ” 相对
,

下冬季有相应的
“
三寒

” ,

也是得名于
“
寒气

” 。

这里的 “
三暑

” 比右 栏 多 出

“
中暑

” ,

但左栏每个时节只有 12 天
,

三个时节共 3 6天
,

只比右栏
“
大暑

” 、 “
小暑

”
多 G

天
。

其 中 “
大暑至

” 在 5 月 2 5日至 6 月 6 日
,

与右栏 “ 夏至 ” 、 “ 大暑 ” 均相 及
,

应 兼 赅

“ 夏至 ” 、 “ 大暑 ” 两名的含义
。

(三 ) 秋季
。

共包含 8 个时节
,

原书称为
“ 九和时 节

” ,

但实际上少一个时节
:

( 1 ) “ 期风至 ” 。

相当右栏 “ 立秋 ” 。

丁士涵认为
“ 期 ” 字 是 “ 朗 ” 字 之 误

,

读为

凉⑨
。

《 淮南子
·

天文 》 ,’) 又风 ”
中的

“
凉风

” 当 6月即 日
,

为西南风
,

《 吕氏春秋 》 十二

纪 “ 凉风至 ” 在孟秋七月
,

时正相接
,

可 以证明丁说大致不误
,

但 “ 期 ” 字也有可能是
,’ 凉”

字或体
“
帆

” 的错字 ( 《 说文 》 “
凉

”
作

“
就

”
)

。

( 2 ) “ 小酉 ” 。 “ 酉 ” 字代表西方和秋季
,

与上文 “ 卯 ” 字代表东方和春季同
。

( 3 )
“ 白露下

” 。

在 7 月 2 5日至 8 月 6 日
,

与右栏
“ 白露

” 相及
。 “ 白露

” 在 8 月 1

日至 15 日
。

又 《 淮南子
·

天文 》 “ 白露 ”
作

“ 白露降
” ,

与 《 管子 》 接近
。

这种表示某气
、

某风或某种其他气候现象 “ 至 ” 、 “ 下 ” 、 “
降

” 的名称
,

皆是原始形式
。

( 4 ) “ 复理 ” 。

不 洋
,

疑指阴气复起
。

( 5 ) “ 始前
” 。

释者 多从 《 玄宫 》 “ 十二始节赋事 ” ,

以 “ 始节”
为 时 节 名妙 ,

但

《 玄宫图 》 作 “ 十二始前
,

节第赋事
” , “ 始 ” 下 “ 前 ”

字
, “ 节 ” 下 “ 第 ” 字

,

不能都说

成是衍文
,

时节名仍当以作
“ 始前 ”

为是
。

今按 “ 始前 ” 也许是 “ 始 肃 ” 之 误
。

肃 者
,

杀

也
。

(( 吕氏春秋 )) 十二纪孟秋
“ 天地始肃

,

不可 以赢
” ,

仲秋
“
杀气浸 盛

,

阳 气 日衰 ” 。

“ 节第 ” 则应是 “ 次第
” 之义

。 “ 始前 ” 在 8 月 19 日至 30 日
,

相 当石栏 “ 秋分 ” 。 “ 秋分 ”

在 8 月 15 日至 30 日
,

时间相近
。

( 6 ) ( 了 ) ( 8 ) “
始酉

” 、 “
中酉

” 、 “ 下酉 ” 。

原书合称为
“ 三酉 ” ,

形式与春季

的 “ 三卯 ” 同
。 “ 酉 ” 字含义同上

“
小酉

” 。

(四 ) 冬季
。

共包含 7 个时节
,

原书称为
“ 六行时节

” ,

但实际上多一个时节
:

( 1 )
“ 始寒 ” 。

相当右栏 “ 立冬
” 。

《 管子
·

四时 》 记四 时之气
,

冬季 之 气 叫 “
寒

气
’ 夕 。

这里是指寒气开始下降
。

( 2 )
“ 小榆 ” 。 “ 榆 ” 字疑亦

“ 肃 ”
字之误

,

上文有 “ 始前 (肃 )
” 这 里 则 有

“ 小

肃 ” 和 “
中肃

” 。

( 3 ) “ 中寒 ” 。

应指寒气更盛
。

( 4 )
“
中榆

” 。

与右栏 “
冬至

” 相及
。 “ 榆 ” 字含义同上

“ 小偷 ” 。

( 5 ) ( 6) ( 7 ) “
寒至

” 、 “
大寒之阴

” 、 “ 大寒终 ” 。

原 书合 称 为
“ 三 寒 ” 。

“ 寒至 ” ,

原文作 “
十二寒至

,

静 ” ,

丁士涵于 “
寒

” 上补 “ 大 ” 字@
,

释者多从其说
,

读

为 “ 十二 〔大〕 寒
,

至静 ” ,

以为上文既有
“ 始寒

” 、 “ 中寒
” ,

这里自应为
“ 大寒 ” ,

下

文 “
大寒之阴

” 、 “
大寒终

” 则是 “ 大寒 ” 的进一步发展
。

这种解释是不对的
。

我们认为
,

这里 “ 寒至 ” 应与夏季 “ 大暑至
” 相似

, “ 至 ” 字不能属下读
。 “

寒至 ” 在 11 月 2 5日至 12 月

6 日
,

与右栏
“ 冬至 ” 、 “ 小寒 ”

均相及
,

应兼赅
“ 冬至 ” 、 “

小寒 ” 两名的含义
。 “ 大寒

之阴 ” ,

当是大寒 初起之 日
。 “ 大寒终

” ,

当是大寒终止之 日
,

与上夏季 “ 小暑终 ” 相对
。

从 以上考证
,

我们可 以看出三十时节具有 以下特点
:



第一
,

它的四季是 以 “ 地气发 ” 、 “ 小呈ll’’
、 “ 期风至 ” 、 “ 始寒 ”

为起点
,

相 当二十

四节气的 “ 四立 ”
(立春

、

立夏
、

立秋
、

立冬 )
; 而以 “ 清明 ” 、 “ 大暑至 ” 、 “ 始前 ” 、

“
寒至

”
为中点

,

相
一

当二十四节的
“
二分二至

” (春分
、

夏至
、

秋分
、

冬至 )
。

中点 以前的

四个时节
,

一般两两相偶
,

表现二气交替上升 `如 “ 小邹 ” 、 “ 绝气下 ” 与 “ 中郑” 、 “ 中

绝 ” 、 “ 始寒
” 、 “ 小偷 ”

与
“ 中寒

” 、 “ 中榆 ” )
。

中点 以后的时节
,

如果是三个
,

则这

三个时节 自为一组 (如 “ 三卯 ” 、 “ 三酉 ” ; 如果是两个
,

则这两个时节连同 中 点 自成一

组 (
“ 三暑 ” 、 “ 三寒

”
)

。

第二
,

这些时节的定名法
,

显然主要是根据表示阴阳消长的各种
“ 气 ” ,

如 “ 地气 ” 、

“ 天气 ” 、 “
义 (养 ) 气” 、 “ 绝气” ,

以及与 “ 阳气 ”
有关 的 “

小 呈F’’
、 “ 中 郑 ” ,

与

“ 绝气 ” 有关的
“ 绝气下 ” 、 “ 中绝 ” ,

与 “ 暑气 ”
有关的

“ 三暑
” ,

与 “ 杀 气 ” 有 关 的

“ 始前 (肃 )
” 、 “ 小榆 (肃 )

” 、 “ 中偷 (肃 )
” ,

与 “ 寒气 ”
有 关 的 “ 始 寒甲 和 “ 三

寒
” ; 其次是根据方位及方位所当之风 L风亦可视为气 )

,

如春季的四个
“ 卯 ” 和秋季的四

个
“ 酉 ” ,

表示东风 ?( ) 的 “
清明

” 和表示西南风的 “ 期风 ” ,

而很少根据具 体 的 物候

(只有
“ 白露下 ”

)
。

这与二十 四节气是不大一样的
。

二十四节气除 “ 四 立 ” 与 “
二 分 二

至 ” ,

不少都是表示具体的物候或农时
,

如 “ 雨水 ” 、

t’, 凉 蛰
, 、 “

谷 雨 ” 、 “ 芒 种 ” 、

“ 白露 ” 、 “
寒露

” 、 “ 霜降 ” 、 “
小 雪

” 、 “
大雪

” 。

三十时节 与二十四节既有对应关系而在时间分配上又有一定差别 (前者五个时节相当后

者四个节气 )
。

这种不同究竟应当怎样理解? 我们经过反复思考
,

才终于弄清
,

原来它们是

分别代表了中国古代两种不 同的时令系统
。

二十四节气代表的是我们 比较熟悉的
“ 月令

” 系

统
,

而三十时节则代表的是一种很少为人注意的
“ 四时五行时令

” 系统
。

“ 四时五行时令
” 之书

,

曾见于 《 汉书
·

艺文 志
·

数术略 》 “
五行类

”
著录

,

有 《 四 时

五行经 》 二十六卷和 《 阴阳五行时令 》十九卷
。

《 管子 》 的 夸玄 宫 》 和 《 玄 宫 图 》
,

《 周

礼
·

地官
·

媒 氏 》 疏引作 《 管子篇
·

时令 》
,

原来应 当就是这种时令
。

另外
,

除 这 两 篇
,

《 管子 》 中还有 《 四 时 》和 ( 五行 》 两篇
,

属于同类
。

根据 《 五行 》 篇
,

熨玄宫 》 和 《 玄宫

图 》 的三十时节之所以是以 12 天为一节
,

乃是为了
一

与五行相配
。

其中 1 至 6 节 为 “ 甲 子 木

行
” , 7 至 12 节为 “ 丙子火行 ” ,

13 至 18 节为 “ 戊子土行 ” ,

19 至 24 节为
“ 庚子金行 ” ,

2 5

至 30 节为 “ 壬子水行 ” ,

五行各72 日
。

这种三十时节与五行相配可 以整整齐齐
,

但与四时相

配
,

却有很大矛盾
。

第一
,

它不能整齐地与月相配
,

两个时节则不足 1 月 (差 6 天 )
,

三个

时节又超出 1 月 (多 6 天 ) ; 第二
,

它也不能按季节整齐地四分
,

其春
、

秋 二季为 8 个时节

9 6天
,

比通常的季节 ( 90 天 ) 超出 6 天
,

夏
、

秋二季为 7 个时节 8 4天
,

比通常的季节又少了

6 天
,

长季比短季多出 1 2天
。

“ 四时五行时令 ” 与 “ 月令
” 不同

, “ 月令
” 的特点是严格与月相配

。

后者可以 《 吕氏

春秋 》 十二纪
、

畏夏小正 》 和 《 月今 》 为代表
。

它们虽然有的也配五行
,

即春季为 “ 甲乙木

行 ” ,

夏季为 “ 丙丁火行 ” ,

中央为
“ 戊己土行 ” ,

秋季为 “ 庚辛金行 ” ,

冬季为 “ 干癸水

行 ” ,

但一年 3 60 天是按四季四分为 90 天各三个月
,

中央土行不 占天数
。

这种时令 是 以实际

应用的历法为主
,

只把五行 当作点缀
,

不象上面那种时今是 以实际厉法牵合五行
。

所以
,

它

采用的是一种严格按一月两节分配节气的方法
,

即二十四节气
。

这两种节气有大致对应的关系
,

但彼此很难变通
。



、

关于这种矛盾
,

《 淮南子 》 似乎已注意到了
。 ’

言的确是一部总结性的书
,

喜 欢 兼 采异

说
,

折衷矛盾
。

所以在 《 天文 》 篇中
,

它既提到 “ 四时五行时令
” 系统的五行各 72 日 分配

法
,

又提到 “ 月令
” 系统的二十四节气

。

为了调合四时与五行相配的矛盾
,

不让中央土行空

起来
,

在 《 时则 》 篇中
,

它竟把季夏分配到中央土行中去
。

但这样做
,

实际上却更不整齐
。

另外
,

为了讲清三十时节与四时和五行的相配
,

还有一个问题不可忽略
,

就是三十时节

的 “
五行配数

” 问题
。

这里也简单交待一下
。

上文我们已经提到
,

《 玄宫 》 和 《 玄宫图 》 的三十时节按季节分配是春 8 节
、

夏 7 季
、

秋 8 节
、

冬 7 节
,

而实际上原文说的却是春季
“ 八举时节

” 、

夏季 “ 七举时节
” 、

秋季
“ 九

和时节
” 、

冬季 “ 六行时节 ” ,

秋
、

冬二季各少去和多出一个时节
。

这里也反映出四时与五

行相配的矛盾
。

它既想把三十时节按四季分配得尽量均匀
,

又想使之符合
“ 五行配数 ” ,

这

是做不到的
。

因为春
、

夏按八
、

七之数
,

日期差得还不算太大 ( 12 天 )
; 秋

、

冬按九
、

六之

数
,

就会差出 36 天
。

所以实际上它并没有这样做
。

这里我们提到的 “
五行配数

” ,

也见于上述 “ 月令
” 系统诸书

。

《 月令 》郑 玄注说该篇

以春
、

夏
、

中
、

秋
、

冬与 8
、

7
、

5
、

9
、

6 相配
,

这种数字代表的是
“ 五行佐夭地生物成

物之次也 ” ,

即根据 《 易
·

系辞上 》所说的 “ 天一地二
,

天三地四
,

天五地六
,

夭七地八
,

天九地十
” ,

这些数字应与五行相配
, “

木生数三
,

成数八 ” , “
火生数 二

,

成 数 七 ” ,

“ 土生数五
,

成数十
” , “ 金生数四

,

成数九 ” , “ 水生数一
,

成数六
” 。

其说可用示意图

表示 ( 图三 )
。

画出来的结果也就是所谓 《 洛书 》
。

它说明 公洛书 》 实际上是一种
“ 五行配

数 ” 。

这种数字排列实际上是按先子午
、

次卯酉
、

后 中央所定的顺序号
。

其中天数是按下
、

左
、

中
、

上
、

右排列
,

呈艺形
,

地数是按上
、

右
、

中
、 一

下
、

左排列
,

呈之形
。

如果我 们 把这

个图再变换一下
,

把天数 1
、

3
、

5
、

7
、

9 留在格子里不动
,

只把 7
、

9 互易位置
,

再把

地数 2
、

4
、

6
、

8
,

分别从 上到下
,

从左到右
,

配在 1
、

3
、

7
、

g 的两旁
,

画成九宫格

(图四 )
,

这也就是所谓 《 河图 》
。

中国传统时令书只取 5
、

6
、

7
、

8
、

9 五数
,

既不作

1
、

2
、

3
、

4
、

5
,

也不作 6
、

7
、

8
、

9
、

1 0
,

说明其数序是先 中 央
、

次子 午
、

后 卯

酉
。

《 玄宫 》的读图顺序是 5
、

8
、

7
、

9
、

6 ,

公月今 》的读图顺序 (原先亦应有图 、 是

8
、

7
、

5
、

9
、

6
。

前者可能是比较原始的顺序
。

最后
,

我们应当指出的是
,

《 玄宫 》 和 (( 玄宫图 》 虽与彝族十月历有某些相似之处
,

即

它们都应属于五行时令
。

但我们却不能认为它们与二十四节气所代表的时令系统在实际的历

法应用上有根本不同
。

它们虽然在节气的夭数分配上照顾到与五行相配
,

但实际所配季节仍

然只有四个
,

与二十四节气仍有大致对应的关系
,

实际上并不是一种以 36 天为一月
,

72 天为

一季
, 一 年共 5 季 10 月的历法

。

所以我们并不同意把 《 管子 》三十时节等同于彝族十月历
。

注释
:

①李零 《 长沙子弹库战国楚 帛书研 究 》
,

中华书局
,

1 9 8 5年 ( 写于 1 9 8 0年 )
。

在该书中

我们曾指 出
,

郭沫若先生在 《 管子集校 》 一书中所做的 复原是错误的
,

陈梦家先生所做的复

原已接近成功
,

但时图的方向和 本
、

副图的 位置仍理解有误
。

现在陈梦家先生的 遗 作 已在

《 考古学报 》 1 9 8 4年 2 期发表
,

但不知什 么原因
,

我所提到的那 两张图并 未被收 入
。

②过去关 于楚 帛书的放 呈方向一直有两种意 见
,

一种是 “ 上南下北 ” 说
,

一种是 “ 上北



下南
” 说

。

其实根据这一 复原
,

二者完全可 以 统一起来
。

我在注①引书中虽然 已 经讲清 《 玄

宫图 》 可以有两种摆法
,

但却没有把楚帛书也有 两刊呜罢法讲清楚
,

往往只提到按读 图顺 序所

定的置图方向
。

③我在注①引书中的复原图有一抄误
,

其 “
中方本 图

” 与 “ 中方副 图” 的 “ 本” 、 “ 副”

二字 当互 易
。

④ 中国天 文学史整理研完 小 组 ( 中国天文学史 》 94 一 95 页
,

科 学出版社 1蛇 1年
。

⑤ 刘 尧汉
、

卢央 《 文明中国的弃族十 月历 》
,

云 南人民出版社 1 9 8 1年
。

⑥⑦⑧⑨LL见郭沫若
、

闻一 多
、

许维通 《 管子 集校 》
,

科学出放社 1 9 5 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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