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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五》是第六本《斗數卷》，要點有三：

一寫紫微斗數十四主星和輔星的定義是怎樣產生的；他們有互相倚

賴和自成一格的結構，而在這個結構的背後，又牽涉華麗而繁茂的歷史

和語言文化內容。2007 年 7 月初版的《卷二．星曜本義》便是根據相關

結構概念寫成的。《卷二》初行的時候，讀者讀到《斗數卷》所寫的星

曜意義和與他們習慣了的印象有所出入，心裏未免狐疑。當年原意緊隨

續寫「星曜本義補註」，以釋因由，但因種種機緣，卻先行寫成了《卷三．

推斷法則》及《卷四．星象原型》。又因種種藉口，高床暖枕，把補註

的計劃擱置了近八年，適好可待「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

倘若筆者所寫的星曜意義，果然產生於嚴密的理論結構，有迹可尋、

有信可徵，而又獲得讀者經推敲、使用而認同，則理解斗數，即可循結

構穩定、道理守恆而貫徹的科學方法求得。

如是，則每顆星曜的解讀和詮釋，便不能夠憑隨意聯想，恃才臆測

而掌握。

如是，掌握了理論綱領，就有如知道了程式的開源碼，人人可以得

其用，並且可以理有所據地發展，可以增添潤飾，可以合理、適當、準

確地增補，以豐富其內容和體系，而免於胡亂臆測。至於多年來將斗數

視為秘聞，攬緊秘本者，將會枉作小人，最終只會抱殘守缺、作繭自縛。

二寫宮位的結構和使用。寫在斗數星盤上眼見的 12 宮位，只是眾多

功能中的一條，這條環狀組織有難以察覺的多種用途，並且構成幾項隱

藏式結構。除了用來訂定星曜的本義之外，還用來訂立人倫關係的結構，

我將會在本卷一一論及，並指出其用處，讓讀者參詳。

所謂天、地、人的概念，在術數系統中普遍存在，並且隨着不同的

語境、不同的使用方法，亦因不同的觀點和口味，各成套路，各生說法。

本卷特別闡述了先天盤概念，主要用來處理人倫關係的變化，可直稱為

「天盤」，取其先天性設定的意思。我在《卷三》、《卷四》都有披露

這個盤的結構，只是乏人問津。如果這個結構視為「天盤」，則我們一

戊戌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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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開出的命盤，即稱為「地盤」，取其靜態的意思；至於因每個流運而

變化的流運盤，則稱為「人盤」，取其走動變化的意思。

三寫干化和四化的概念。斗數迷多談四化而少談干化，是為盲點，

皆因誤信祿為財、權為勢、科為名，是為口腔財權名利觀。倘得知見財

化水，歸本正源，即可撥開雲霧，看清干化與四化本為一體，又或者以

四化從屬於干化體系。干化與四化互相呼應，合力協同，對星曜的特性

作偏向性調校，甚至改寫，影響重大。干化與四化有明顯的結構組織，

干化的組織顯而易見，多源於傳統四柱八字的排佈；至於四化，歷來都

煙霧瀰漫，各懷秘本，實則曖昧不明，亂無章法。整套四化概念，說穿

了不過盛衰循環，用於個人，亦不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

老生常談。本卷花了很大篇幅談這套動星的結構、行走軌迹及其影響，

勾畫出看斗數星盤要看全局及其動態的高階概念。

四化有各門各派的版本，筆者無執着。雖說南拳北腿，各擅勝場，

但其倡也必須言之成理，堪可論述，以啟愚戇迂僻。在紮實的理論框架

底下，細部調整，只是修葺以臻完美的枝節問題，無礙宏觀。求同存異，

是探索學問的必備精神；黨同伐異，只會兩敗俱傷。本卷談及的四化理

論框架，讀者可以思而用之，無需筆者游說放棄歷來支離破碎、不得要

領的所謂四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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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enables  us 

t o  s e e  w i t h  t h e  k e e n e s t  

e y e s ,  t o  h e a r  w i t h  t h e  

f i n e s t  e a r s ,  a n d  l i s t e n 

to  the  sweetest  voices  of  

al l  t ime.

James Russell Lo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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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箕北斗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

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詩．小雅．大東》

故此

南箕北斗，古代稱為星官。

挹斗揚箕，則指徒有虛名。

十四顆主要星曜

十四顆主要星曜，分別由紫微系和天府系的星列組成，各有特色，

並且很容易分辨出來。

紫微系的星曜，性格比較外揚、任性，包括了紫微、天機、太陽、

武曲、天同和廉貞，活躍性比較高。天府系星曜共有八顆，比起紫微系

多出兩顆，性格層次上比較複雜和豐富，有含蓄的，亦有剛武的。

十四主星是紫微斗數的主角，我們需要多花一點時間去理解這些生

旦。同門中，或聲稱同門的，有很多人花了很多時間去「鑽研」細星，

以為可以增加「準確性」，但那是本末倒置的。大星是主角，小星是配

角，主角與配角的互動，經常要由主角帶領。主星帶領着主題的發展路

向，小星照着主題的方向助航，起了襯托主題的作用。偏離了主題，小

星很難獨立發揮，難以個別力量來影響大局。

斗數是語文邏輯

我不止一次在《斗數卷》中提及，斗數是一個語文系統，而非江湖

期望的所謂科學。如果我們能夠認知斗數是一個語文系統，那麼，便可

以嘗試以語文的思考方向去理解這門學問。如果我們相信斗數可以用來

預測一個人的行為趨勢，那麼，我們是建基於一種信念，認為人的某些

行為和發展規律是可以預測的 (predictable )。至於方法如何？這點可以

慢慢研究，但絕不可以先入為主地認為，只有科學能，語文邏輯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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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可以預測一個人的行為，那麼，把一大堆人集中起來，找到他

們相類的地方，大概便可以預測一群人的行為了。眾人即社會，用斗數

盤來預測社會的傾向和走勢，那便是可能的。坊間經常認為，斗數是用

來預測個人行為的，風水則用來矯正命運的，那大概出於不明白斗數結

構的陋見。

如果讀者留意讀本卷，在往後的篇幅，我談到了干化和四化星的詳

義，雖然沒有直接寫出如何用斗數盤來看社會大局，但讀者若能觸類旁

通，便可以領略出，干化引申出來的變化，會對十二個基本盤施加了一

種無差別式 ( indiscr iminate ) 的影響。如果我們對干化的理解，具備了

整體結構的概念，那麼，用斗數來分析、理解社會的整體成員，在某種

干化影響之下，會有甚麼集體的共同行為、風氣和現象，從而推測出時

局，便不是甚麼匪夷所思的事了。

語言是文化的指紋

阿根廷詩人波赫士 (Jorge Luis  Borges ) 的文字有如迷宮中的奇花異

草，使人困惑迷途卻樂而忘返，是筆者讀比較文學時的語文聖典。語文

習者視語文為文化的指紋，可以用考古的放大鏡，遊走於一大堆雜亂的

紋理之中，抽絲剝繭地整理出一連串的人性關係，以及組織出中間相互

呼應的結構，樂在其中。斗數的星群大概也就是這樣的一個迷宮樣的語

文遊戲。

「波赫士在談話時會忍不住從字源、從字的漫長時間來講起，每個字

豐饒不等的記憶直接讓他就成為隱喻、成為詩。」

「所以語言文字不是預言家，不是神秘主義者，他是腳踏實地的實證

主義者，而且兩腳所踏還非是公眾之地不可，俄國的了不起文化學

者巴赫金所指出：『語言是社會的印記』，就講的這個基本性格和效

應。」

「……只因為造字比做語言成本高，需要的社會基礎更大，因此文字

也就顯得更多疑。」

《解開成語中的科學密碼》

〈文字世界的精采化石．導讀二〉

唐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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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是讀語文的人，斗數多從語言文化的視點出發，如果讀者預先

設定了某些所謂「名門大派」的成見，《斗數卷》便幾不能讀。

觀其纖毫

中國人常說自己的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內容多的是手工藝術

及治術文化，有較多物質及生活上的文明，較少涉及邏輯思維、精神價

值等。唐代是這種文化的燦爛期，四方來朝不在話下，其餘風流韻，歷

久至今不衰。西方學者近年對西安、敦煌這些古都興奮着迷，也是一種

對我國思古幽情之異域情調亢奮。我看他們成立了「中國唐代研究基金

會」，以專題形式出版了一系列的《唐代歷史文化叢書》，序上提到叢

書內容，載入了以下項目，包括：

「民族融合、人物評傳、歷史事件、典章制度、文物考古、風俗禮儀、

服飾飲食、百戲游藝、樂舞書畫、科藝工藝、中西交通、中外交流、

地理人口、科舉學校、商業貨幣、天文曆法、宗教神祇等。」

這些條目，勾畫出的，大概也是歷來中國文化的大部分內容了。

坊間斗數歷來強調「細節精準」，以鐵斷為奇，是慣常的效果論

（result  or iented）價值觀。學斗數的人不少是物質品性的人，對吉凶

利害充滿好奇，對未來總希望能夠從偷窺竊瞥中得到先利的好處。蒙鼓

而茫茫然多年，仍未了解斗數乃語言系統，其婀娜多姿在於觀賞造工幼

細複雜，可用放大鏡遊歷於纖毫之中，觀其隱含之精妙斧鑿，而知浩瀚

造化，那便遠非貪嘗偷窺之慾的瞥伯可以了解的了。

兔絲燕麥

中國古人不是沒有幽默感的，對於不切實際的期望、虛有其表的

現象，看得一清二楚，並且知道怎樣去描述，怎樣去諷刺。《魏書．卷

六十六．李崇傳》記載：

「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

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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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說，虛無飄渺、不切實際的東西，便好像會吐絲的兔子、會

生產麥子的燕子一樣不存在；所謂南箕北斗，也應作如是觀。今日，文

化底子較差的同門、喜歡尋找古訣的斗數迷，大概便會考證出，兔絲應

該是吐司（toast）的轉音，燕麥反映出古代便已經有「桂格牌」燕麥片

（Quaker  Oats）傳入中國了。

「七政四餘」到紫微斗數

「七政」是指：日（太陽）、月（太陰）、金、木、水、火、土七

顆星曜。

「四餘」是指：紫氣、月孛、羅睺、計都四個虛星。

「七政四餘」，又稱「果老星宗」，是中國古代的占星學，傳說是

唐代道士張果老所創。從本來的「七政」，加上了「四餘」四個虛星，

用以斷命。

命理學都是能讀能寫的讀書人發明的，這種風氣大盛於唐、宋，並

且歷久不衰。讀書人很無聊，娛樂的項目選擇不多，有空的時候，便搞

一些命理的東西來遣興。所謂命理學，不外就是琴棋書畫一支，無甚大

不了，但到了江湖術士的手中，便大有炒作空間。劣幣驅逐良幣，逐漸，

江湖術士的聲浪，遠遠大過了讀書人的遣興和雅致。不過，江湖術士對

命理學的理解，還是逃不過讀書人佈下的嘲弄陷阱，成為了逗笑娛樂的

一部分。

談星學，太陽、太陰和日常的人、日常的生活，關係最為密切。所

以古星學「七政四餘」，以日、月領頭，是不無道理的。繼「七政四餘」、

「子平八字」玩得意興闌珊之後，要為後起的紫微斗數起一個新的名堂，

若然把他稱為「新七政四餘」，或者「七政四餘」2.0 版，那是了無新

意的。珠玉在前，若再用太陽、太陰來掛頭牌，便顯不出甚麼獨特的型

格。不用日和月，還可以用甚麼？

改名是一門藝術，反映人的修養和趣味。中國的星相家不乏幽默感，

新的占星學，把矚目而平常的太陽和太陰撂在一邊，然後相中了眾星之

中，一顆又呆又獃的北斗星，名之為紫微，稱之為「普天之下、莫非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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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帝王星曜。這場沐猴而冠的小把戲，真逗

得眾樂樂。稱斗數而冠紫微，名堂新穎，配以夜觀天象等神秘傳聞，確

實增加了這門術數的神秘感，然後又巧妙地將來自《易》、即日、月的

智慧和精妙地方含蓄起來，蘊藏其中，這下子便愚弄了無數的貪婪無知

眾生。斗數分南北斗，又扯上了「南箕北斗」一筆，說我們看到的星，

是虛而不實的。難怪有些人學斗數學了幾十年，顛顛倒倒，仍是摸不着

頭腦。

北斗七星之名始見於漢代緯書《春秋運斗樞》：「第一天樞，第二天

璇，第三天璣，第四天權，第五玉衡，第六開陽，第七瑤光。第一至

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標，合而為斗。」。北斗七星的中國星名由

斗口至斗杓連線順序為天樞、天璇、天璣、天權、玉衡、開陽和瑤光。

前四顆稱「斗魁」，有稱「璇璣」；後三顆稱「斗杓」。現代星名則

命名為大熊座 α、大熊座 β、大熊座 γ、大熊座 δ、大熊座 ε、大

熊座 ζ 和大熊座 η。通過斗口的兩顆星連線，朝斗口方向延長 5 倍

可以找到北極星，這兩顆也稱作「指極星」。

斗杓圖．《維基百科》

學習紫微斗數的人，都知道紫微星和天府星是兩大主星。江湖術數，

離不開大叔、大嬸思維，以為有吉星、凶星的定制；也必然認為，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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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堂，聽起來愈大愈好。人人仰望紫微星，變成了眾愚的一種價值觀了。

《斗數卷》一再強調，星無所謂吉凶，也不代表一個人的實質社會位置，

他只代表了一種性格的描述、一種性情的表現。每一顆星，都有其獨特

的性格和形態，有其優點，亦有其惡劣的品質。這些星的名號，只提示

某種性格的扮演。

人的性格和心理狀態，是複雜而且多面性的。而斗數星盤上的一百

多顆星曜，便是這種複雜而且多面性格的構成單元，集之而形成整體的

個人人格。從斗數的星盤上看，沒有一個人會因為命坐在某一顆星上，

便只專用、壟斷某一顆星的形態；換句話說，星盤上大大小小的一百多

顆星，都是一個人整體人格的構成部分。打個比喻，就好像中藥的一條

處方，每一種金石草藥，下面都註有幾多兩、幾多分、幾多錢的用量，

因應病人的體質，開處的份量，即各有比重，各有不同，構成一條度身

訂造的處方。

盲目拜星，只是愚昧。星曜的大小，只是一種流動的和變化的角色

關係，得令於此一時彼一時，尊卑角色和身分也經常變身。大叔、大嬸

的斗數思維，卻最喜歡比吉凶，比大細。這種老鼠、大笨象鬥大的心理，

除了錯誤、愚昧之外，便是無聊、混吉，廣泛流布之後，影響所及，便

是成事不足，敗事則綽綽有餘。愚昧的人對極權的崇拜，恰恰從紫微受

到無限推崇的現象體現出來。這種心性，既不成熟，亦使人執迷不悟，

看不到大局，對於要求有結構性思維、要有觀察動感變化能力的斗數娛

樂，是一種極大的學習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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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曜本義是這樣寫成的

紫微和天府

我們學斗數，第一步接觸到的，便是 14 顆主要星曜，他們由紫微系

和天府系兩組主星組成。紫微系的星曜有六顆，天府系的星曜有八顆。

我們可以用陰陽、剛柔的二元概念來分別他們。紫微系的星曜，整體上

都是剛性，正因為是剛性的，所以也容易傾向任性；至於天府系的星曜

性格，有比較內斂的，有進取的，也有剛性的。比較起來，天府系的星

曜比紫微系的星曜來得複雜，紫微星系整體皆呈活躍，天府系則剛柔交

集。天府八顆，明顯活躍的星曜以七殺、破軍、貪狼三曜為矚目，以天

府、天相為外弛內張，以太陰、巨門、天梁為內斂潛忍。

要正確和準確地了解斗數星曜的意義，永遠得從立體結構的思維出

發。最基本的練習，也得從兩個宮位做起。天府星系排列比紫微星系緊

貼緊密，提供了最好的練習材料。首先訓練的是對本宮和福德宮關係的

認識，本宮是星的外呈面貌，福德宮則其思想內容。例如，天府和天相

的福德宮分別為貪狼、七殺，故稱外弛內張。太陰、巨門、天梁皆處隔

一位置，故太陰本位，巨門即其思想內容，皆潛。巨門本位，天梁即其

思想內容，皆潛。餘此皆可類推。

在朝和在野

紫微星系的星曜整體上可以稱為在朝的星曜。

天府星系的星曜整體上可以稱為在野的星曜。

斗數星曜的描述，屬象徵語言 (metaphors )，所謂在朝在野，只是

概念上的劃分，中性地說，他們只是北斗一組、南斗一組的群分而已。

《斗數卷》經常強調，星曜並不預設吉凶，只有各具特色的形態和性格。

所以，在朝的星曜，並不比在野的好，也不比在野的壞；也不代表在朝

當權，在野無權，或在朝的必然凌駕在野的，反之亦然。以下所談的，

是紫微系星曜和天府系星曜在性質上的基本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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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微六曜

紫微星是帝君星曜，認為自己至高無上，所以是任性的。

天機星是機靈的，認為自己很聰明，所以喜歡繞着至高無上的權力，

謀求得到自我表現的機會。

太陽星是太子星，也是父星，認為自己優越和光芒四射，所以傾向於

消耗和任性。

武曲星是執行者的星，認為自己辦事有力，但需要紫微星的威權授予

和太陽星的明確指令，故為剛性。

天同星是子嗣的星曜，在中國的傳統上，子嗣有繼承的特權地位，認

為自己有優越和任性的條件。

廉貞星是制訂及頒佈帝君律法的星曜，所以也很容易認為自己有絕對

合法、合理的位置。

故紫微系星曜多活躍和剛性。

我在《斗數卷．卷三》特別寫過，紫微星和廉貞星、武曲星組成一

組鐵三角。這個組合的廉貞星和武曲星隸屬於紫微，本身已經是一文一

武，廉貞代表了忠貞，武曲代表了賣力，已經涵蓋了文武百官的意義；

至於左輔、右弼，三台、八座這些星曜，則增加了紫微星的助力和陣容，

描述已經足夠。坊間理解的所謂「百官朝拱」，幾乎甚麼所謂「吉星」

都點齊了，那是臃腫和架床疊屋的理解，堪稱幼學，描述故然於理不合，

也不排除矯揉造作和堆砌。其中一項最大的誤讀，在於叫做「府相朝垣」

的格局，把天相和天府都納入了「百官朝拱」的範圍，幾成無上吉品，

明顯就是對於紫微系和天府系的星曜性質理解不足所致。天府星和天相

星源出於天府星系，他們其實代表了在野星系對紫微系的制衡力量。

另一項嚴重的誤讀，見於一般學習斗數的人，對於「機月同梁」系

和「殺、破、狼」系的名詞述語琅琅上口，但對於紫微系和天府系這兩

條星曜模組的基要意義和認識，卻幾乎充耳未聞。

天府系的星曜，稱為在野型的星曜，以下是一些簡單的分析：

天府八曜

天府星被稱為藩王，比喻為地方上的勢力。他認為自己還沒有達到至

高無上、絕對威權，或者可以胡亂任性的位置，上行的空間依然路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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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進取的過程不可以太張揚，所以天府星的進取，在視覺上，便是

保守、謹慎和含蓄的。

太陰星是母星，主調是不安和多慮，認為自己不是威權的角色，所以

性格比較內斂，少強奪而多用心計。

貪狼星主進取和溝通，是外交角色的星曜。他和天同星的進取表現不

同，天同星的進取比較直率和近身；貪狼則傾向於顧全或謀求較大的

格局，他認為自己的進取和外交手段比較成熟複雜和有權謀。

巨門星是士大夫型的星曜，性格比較沉潛。他認為自己是輔助的角

色，不太適應居於高位，但由於福德宮是天梁星的關係，性格會比較

挑剔。

天相星的意義，廣泛來說，便是執事者或俗稱的辦事人，是一個為主

人家辦事的角色。坊間的斗數書，把天相單純地描述成宰相，確實有

點陳義過高。不過，我們可以按照比例原則理解。

天梁星是督促者的星曜。他認為自己超乎一般人的見識，所以對別人

可以有評點的能力，故稱鶴立雞群，故稱天梁為孤。

七殺星是爭功者的星曜。軍旅起於州群，競功立業的七殺算是走過江

湖，見過世面，力爭上游已有前科，人在旅途，不進則退，所以容易

感覺前後相夾，上下相逼。

破軍星是先鋒型的星曜。他認為自己的起點較低，慾望也較為原始，

進取的機會成本比較小，所以敢於冒險，放手一搏。

星曜演說

《斗數卷》已成其六，本卷稱《星象本紀》，要處理的還是老問題，

也是斗數這科目的終極境界，就是如何詮釋一盤星斗；而詮釋一盤星斗，

又必由演說每顆星曜本義始。

就以破軍一曜為例，他的定義並非就破軍而論破軍得來的，而是相

對於天府處福德宮而來的，相對於太陰處田宅宮而來的，相對於貪狼處

事業宮而來的，相對於巨門處奴僕宮而來的，相對於天相處遷移宮而來

的，相對於天梁處疾厄宮而來的，相對於七殺處財帛宮而來的。反轉來

說，他的定義仍非就破軍而論破軍得來的，而是因處於天府的夫妻宮而

來的，因處於太陰的子女宮而來的，因處於貪狼的財帛宮而來的，因處

於巨門的疾厄宮而來的，因處於天相的遷移宮而來的，因處於天梁的奴

僕宮而來的，因處於七殺的事業宮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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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了嗎？還沒有。試試將紫微、天府一系列的星曜，憑上述概念再

推敲一次……。然後又將任何一顆星，加入固定的十二地支宮位因素，

按上述概念又再推敲一次……。好了，再加入其他的因素，例如五行、

六合的變化，長生位置、干化、四化等又再推敲一次……，那倒真是沒

完沒了的娛樂無窮了。

不止是對主要星曜的定義要這樣理解，而是對所有的星曜都可以循

這方法去理解。

文化禮失

筆者體驗出近年語言教育及文化培育工作上的羸弱。《斗數卷》

解釋星曜的本義，有時會用上一些最基本的文化用詞，但已經足以引起

一些由於文化認知不足或不同的誤會；譬如說，《斗數卷》談破軍的時

候，會說他代表一種很基本的慾望，英語說的字便叫做 basic，一些人

或會反應說：不對呀！我的一位親戚是坐破軍的，他開法拉利跑車的呀！

後來我只得再解釋一下，basic 指的是一種「草根性」，後來我們又再

將用詞修準為「原始的慾望」，大家至此才算是達成了共識。像這樣的

誤會經常發生，皆因基本教育一般都不研討語文的深層認識，不提供立

體思維的訓練。我們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也抗拒通盤觀察和細緻分析的要

求，因此很難操練出把許多貌不相關的事項綜合整理，對比分析出其中

關係的能力；對像斗數這種不過是書畫琴棋般娛樂項目的整體設計，縱

長期浸淫也很難觀摩清楚。習術經年者，仍不乏昧於片言隻語，隨之欲

搜求秘本殘訣，以便宜行事，然亦不過「遽欲於立談之間，傳聞之說」，

能力也止於一招半式。

凡事必先有根，然後有枝葉，偶得枝葉，亦當據尋其根。《斗數卷》

所有星曜的本義及演繹都從解構方式得出，無需甚麼秘密竅門，更不傍

仗門派。本卷《星象本紀》，着意為個別星曜做尋根的工作，依我的理

解，勾畫出每顆星曜背後可能的文化源起和意義，把他們的特性和內涵，

承《星曜本義》而進一步確認，以保他們能放於整盤斗數的體系和結構

中，能互相呼應，而不會互相矛盾衝撞，並且能夠順滑流暢地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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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宮位

首先談的是宮位的結構和功能。他們的順次一般是這樣表達的：

命宮、兄弟宮、夫妻宮、子女宮、財帛宮、疾厄宮、遷移宮、奴僕宮、

事業宮、田宅宮、福德宮和父母宮。

這十二個宮位的名號寫得非常實在、非常清晰、非常明確，但那是

寫給小學程度的人看的，讓其普及得人人都可以參與一下。稚子一般難

以掌握抽象的概念，寫得具體一點，純粹為了娛樂大眾。

這些宮位的抽象概念，《卷一》以來都有談及，以下只是重溫。首

先要處理的是將命宮的概念理解為本宮，其他宮位名號，也是以具體名

詞，代表了抽象廣闊涵義的；有抽象思維的思想準備，才可以真正有能

力起步學斗數。接下來的章節段落，才看得出其意義 (make sense )。

鏈狀概念

這十二個宮位是一條鏈狀概念，他們是圓形的、是循環的、是鏈接

的，個別位置與位置之間都是相對的。

學音樂的朋友都知道，我們認識的記譜法或通行的 do、re、me、
fa、sol，不指鍵盤上某一個特定的鍵位，而是由相對位置樹立的。即是

說，任何一個鍵都可以做 do，然後第二個全音便是 re，第三個是 me。
西洋音階普遍以半個音階的概念推進，在鋼琴上，我們見到的七個白鍵

和五個黑鍵，加起來便是一套十二音階。一般標準的鋼琴鍵有 88 鍵。

筆者非鋼琴習者，但因從事過音樂工作，有時需要用鋼琴來確定一些音

符，家中一直備用的是 Strauss 的小鋼琴，只有 72 鍵，即共六套十二音

階。相類來說，十二個基本盤，共正、反六套，相乘起來，便是 144 顆鍵。

如果我們將命宮轉譯為本宮，設數字為 1，那麼：

逆排便是本宮 1，兄弟宮 2、夫妻宮 3、子女宮 4、財帛宮 5、疾厄

宮 6、遷移宮 7、奴僕宮 8、事業宮 9、田宅宮 10、福德宮 11 和父母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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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如果順排，便是本宮 1，兄弟宮 12、夫妻宮 11、子女宮 10、財帛宮 9、

疾厄宮 8、遷移宮 7、奴僕宮 6、事業宮 5、田宅宮 4、福德宮 3 和父母

宮 2。你如果喜歡玩特色，跟鋼琴鍵走，用 C、C#、D、Ef lat 之類也可以。

事先聲明，預早講清楚遊戲規則就成了。

為了方便本卷以後的論述，我會劃一使用逆排的方法，即本宮 1，
夫妻宮 3……父母宮 12……，餘此類推。

不論十二宮位、紫微系星、天府系星，還是旁及斗數中其他的大小

星曜，都可以想像為鏈接概念的，是循環的，星與星之間的間距也是相

對而關連的，排佈的規律也是守恆的。只不過十二宮位模組、紫微系模

組和天府系模組是最基本，也是最粗、最大的幾條主要關係鏈，猶如人

身的三條大動脈，構成了整個系統的主要運作命脈，所以本卷多花一點

時間，集中地談一談。

多層結構和功能

十二宮位有多項的變化結構和隱藏式結構，使其在不同的推算層次

上，跳躍靈活地發揮出不同的功能。這十二宮位，並非只得我們一般理

解的、來自白紙黑字寫在命盤上的十二宮位印象—那麼直接、那麼簡

單、那麼呆板、那麼證據確鑿、那麼理所當然。

十二宮位首先是為星曜而設的（不是只為閣下的命宮而設的），首

先還是為了十四主星而設的，他要先為紫微系星組和天府系星組的星員

佈置好相關的定點標誌，從而鋪設好一盤斗數的結構基礎，並且為這兩

組星曜的基本性格，提供了理性邏輯的依據，從而訂定出這些星曜的第

一層具備立體意義的星曜本義。

我們可以看看下面的兩套圖表。他們描述了一個概念。一顆星的意

義，並非獨立而抽離地存在，而是關乎前後左右的星曜牽連而衍生出來

的。如果讀者領悟出這個看星的概念正確可用，那麼，過去幾十年斗數

書所寫的星曜理解，便幾乎全部都只是片面的感性臆測，簡單的望文生

義，並且經常錯亂得支離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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