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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干支纪时法是上古先哲对华夏文明和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其架构严谨、

精妙、科学，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指代地支月建的十二个汉字与对应的月份有

着深刻的文化联系。依据字理、二十四节气和《易经》卦序发现，十二地支不仅

是古代的纪时符号，还暗含着万物生长荣枯与人类生长壮老的文化内涵，阐释

了万物循天地大道、在自然时空中生生不息与循环往复的道理与规律，与中国

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理论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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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支纪时法和二十四节气的发明是上古先

哲对华夏文明和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具有高

度的智慧和丰富的文化意蕴。古今学者对十二

支汉字起源与本义的研究多属揣测，且各持理

据未有定论。许慎借用阴阳五行学说附会字形

字义—向为后世所诟病；近代学者基于甲骨文

的考古发现，结合殷商卜辞对干支汉字本义的

探索尚未形成令人信服的文化阐释体系。郭沫

若在《甲骨文研究》一书中将干支作为专题，结

合中国文化发展史，探究其来源和本义，对后世

研究有重要启发，但仍然认为“十二支起源问

题，今天看来依然是个谜”［１］。本文拟在前人

研究基础上尝试结合二十四节气、《易经》卦

序，从字理角度探讨十二支汉字中蕴含的人文

思想，以供学界参考。

　　一、十二支汉字由来之谜

　　用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

申、酉、戌、亥以纪时，有确切文献记载可追溯至

殷商后期至西周初年，最初是配合１０个天干用

来纪日的，后用于纪月，对应农历年的１２个月，

即古人所谓的“月建”［２］。为何以这１２个汉字

来代表地支，其最初的来源和文化心理构建已

无从可知，以许慎为宗的各派汉字训诂专家在

训释地支汉字时虽结合了１２个月份的物候人

事，但多浅尝辄止，如“丑”像手形，“巳”为蛇

形，“亥”同“豕”等［３］３１８９－３２４０，对地支与对应汉

字之间可能存在的更深刻的文化联结未进行深

究与阐释，后世致力于文字学研究的学者也没

有统一的认识与突破。干支纪时法如此玄奥又

精妙科学，代表了上古文明的最高智慧，决不会

随意用几个汉字来代表天干地支，但其中的奥

妙至今仍然是个谜。

　　二、十二支汉字的文化隐喻

　　结合字理、二十四节气、《易经》卦序来分

析，十二支汉字非随意借用，而是隐含着天人合

一、人与万物皆循自然之道的文化内涵。

１．子：一阳初生，万物萌滋

《说文解字·子部》曰：“子，十一月，一阳

生，万物滋，象形。”［３］３１８９子（）的象形意义一看

便知，就是人的形象，但为什么用“子”来代替

地支的第一位呢？《汉书·律历志》曰：“孳萌

于子。”［４］９６４从二十四节气来看，最重要的八大

节气之一 ———冬至———就在农历的十一月，也

就是阳历的１２月２２日左右。我国古代很早就

采用阴阳合历法纪时。在古代，冬至是二十四

节气中非常重要的节气之一，象征着一个太阳

年的结束与开始。自亥月立冬４５天后到冬至，

天地时空中的阴气达到极点，冬至正是太阳直

射点开始北归、天地间阴阳二气此消彼长的转

折点。万物经历凋枯闭藏的寒冬后，感觉到阳

气回升，开启孕育新的生命轮回，也就是《说文

解字》和《汉书·律历志》所谓的万物“滋”

“萌”。上古先哲创建“天干地支”纪时体系的

哲学依据也许是：人处于天地时空中，自然也应

遵循天地大道孕育其子。再结合“涵盖万象、

指事万物”的《易经》来看，子月所处的时空方

位正合伏羲八卦图的坤位，冬至前后几天对应

六十四卦中的复卦。“复”寓意重生轮回，“坤”

为母主孕育。由此可见，以“子”代表地支月建

第一位的文化心理应是子月气初生，万物开始

孕育新的生命。

２．丑：生命初始，屯曲艰难

《汉书·律历志》释：“孳萌于子，纽牙（扭

芽）于丑。”［４］９６４《说文解字·丑部》曰：“丑，纽

也，十二月万物动，象手之形。”［３］３２０１这两部书

对“丑”字含义的阐释基本可信，“丑”为“扭”的

本字。后世注解者由“丑”的象形义将其解释

为“揪扭（扯拉）”或一种刑罚，则是误释。据考

古文献记载，地支月建最迟出现在殷商后期［１］，

这与学界普遍认同的汉字诞生时期基本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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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也许并非借用，更可能是特意为表达地支

月建文化内涵而创造的，用以表达万物由子

（滋萌）至丑（纽牙，即种子刚刚发芽的样子）的

生命渐进过程。从《易经》六十四卦的卦序来

看，与丑月对应的卦象为屯卦、益卦。“屯”

（ ）和“丑”（ ）［５］的甲骨文字形非常相似，

《说文解字》对“屯”的解释为：像种子屈曲难伸

状［３］８８。左民安认为，“丑”“屯”为同字异

体［６］５０１。从万物初生之期异常艰难和母亲受孕

前期需要格外小心保养来看，以“丑”为地支月

建的第二位，其所要表达的正是生命初生时的

曲折艰难。看小篆春（ ）的字形：暖阳初照，

草芽萌生，大地母亲和人类母亲正各子其子。

３．寅：生命渐长，生生不息

《史记·律书》曰：“寅言万物始生錌然

也。”［７］１２４５“寅”的两个金文字形（ ）［２］３２０３，如

箭形，又如双手持箭：箭头朝上，寓意生命演进；

双手扶持，寓意这一阶段的生命还比较脆弱，需

要小心呵护。以“寅”为字根构成的汉字演、錌

（蚯蚓）、 、夤等都有移动、演进、变化之意。胚

胎在经历前期的艰难曲折后迎来快速生长的阶

段。从阴阳五行理论来看，天干甲、乙对应东方

木位，甲、乙字形譬喻的是万物破甲而出芽苞、

由屈曲而伸展之状，“天干地支”上下对应天象

物候人事统一，“寅”隐喻万物初生、潜行暗长

的状态。

４．卯：天地和谐，万物茂然

《说文解字·卯部》曰：“卯，冒也。二月，

万物冒地而出。象开门之形，故二月为天

门。”［３］３２０４“卯”的古文字形 ，确实像开启的

两扇门，所以卯月又被称为“春门”（春天之

门），万物冒地而出，大地一派生机。从胚胎发

育来看， 很像腰腹凸起的孕身。从《易经》

卦象和二十四节气来看，农历二月的卦象有

“风火家人卦”“天火同人卦”，这两个卦象有家

庭兴旺、家人得位的蕴意。二月有重要的节

气———春分，天地阴阳和谐，万物欣欣向荣，人

与万物都达到了茂然、勃发、壮健的生命阶段，

这应该就是以“卯”来代表地支第四位的文化

寓意。

５．辰：辰兮震兮，生命跃动

学界对“辰”（ ，金文）的字源字形解释分

歧较多。《说文解字·辰部》曰：“辰，震也。三

月阳气动，雷电振，物皆生。”［３］３２０５左民安认为，

“辰”的本义应为贝壳，上古以大贝壳作农具，

是“蜃”的古字［６］５０７。郭沫若也认为，“辰实古

之耕器，其作贝壳形”［１］５７。此说有一定道理。

见过蛤蚌的人都知道，两片大贝壳一张一合翕

动，珍珠就是在这样的蚌体内孕育出来的。日

月星体合称为“辰”，上古先民早已认识到星体

的运行变化。由女、辰构成的“娠”的字义为：

“娠，女妊身动也。”［２］３２０５“娠”就是指胎儿在母

体中微动。由“辰”构成的合体字几乎都有动

的意思：“晨”，日出东方之时；“蓐”，手持像大

贝壳一样的农具在田里除草；“唇”，形与动都

像蛤蚌。汉字有一个显著特点：绝大多数形声

字的声符都参与表意，这也是许慎的《说文解

字》始终坚持的原则———音义相依，后世文字

研究者所谓的“同声求同义”。可见，以“辰”指

代阳春三月地支的第五位所要表达的是：万物

生机勃勃，胎儿在母体中发育到跃跃萌动的

状态。

６．巳：生命初成，大壮大有

“巳”和“子”的甲骨文、金文字形高度一

致，辞典多训为“胎儿”。《说文通训定声·颐

部》曰：襁褓为“子”，未出生在腹为“巳”［８］。

“巳”为已成形但未出生的胎儿，看甲骨文字形

可知这个定义相当准确。《说文解字》释

“巳”像蛇形，也许是受东汉时期十二支对应十

二生肖的影响。由“巳”构成的合体字“祀”指

的就是古代的求子之祀，“包”的小篆为 ，就

是指母腹中怀有将成形的胎儿。从《易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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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卦的卦序来看，巳月所处时空方位是乾阳，

天地时空阳气趋于极盛，对应卦象为大壮、大

有、?卦。“大壮”与母体中的胎儿已然成形、体

健而动契合。还有什么“有”能比获得新生命更

大呢？故为“大有”。“?，分决也”，这与胎儿即

将与母体分离相契合。二十四节气的小满在巳

月，这时期农作物趋于成熟饱满，人类母亲孕育

的胎儿即将降生，天人合一，万物同道。

７．午：纯阳之子，逆出母体

分别是“午”的甲骨文和金文字形，郭

沫若认为，午像交错的绳索［１］。朱骏声认为，

“午”是“杵”的本字。许慎认为，“午”就是

“耹”“逆（
!

）”，五月阴气午逆，阳冒地而

出［３］３２０９，此说可信。“逆”的本字“
!

”的甲骨文

字形 ，就是一个倒立的人形。“午”的甲骨文

和金文字形恰如胎儿逆出母体之状。用来舂米

的“杵”、“交错的绳索”也极像胎儿头位朝下逆

出母体之状或缠绕的脐带形状。由“午”表意、

“吾”表声构成的“耹”意指悖逆、抵触。《左

传·隐公元年》曰：“庄公寤生，惊姜氏。”其中，

“寤”通“耹”，逆着、倒着之意，“寤生”指胎儿足

先出［９］。农历午月，植物、农作物都趋于丰茂成

熟。而胎儿经过母体中的孕育（子）—屯曲

（丑）—渐长（寅）—茂然（卯）—娠动（辰）—渐

成（巳）等发育阶段，也在天地阳气最盛的午月

成熟降生。《易经》卦序中，五月对应的是篹

卦，上五阳爻、下一阴爻的卦象很像生命之门，

这与生命初始的复卦互为印证。篹卦辞为“邂

逅、遇合”，与母亲和孩子的遇合相契合。“后”

的甲骨文字形 ，像一幅鲜活的生育图画。农

历五月的重要节气是夏至，此时天地间阳气达

到极盛点。“夏”本义为“人”，夏至是否也寓意

“人至”？中医理论和道家学说视刚出生的婴

儿为纯阳之体，也暗示在天地时空中，人类幼子

于阳气盛极的五月出生，是天地大道和人道的

完美统一。由阴极阳生的“子”至阳极阴生的

“午”，太阳年走过了一半，人的一生也走完了

上半程。

８．未：木生枝叶，幼童健长

《说文解字·未部》曰：“未，味也。六月，

滋味也。五行，木老于未，象木重枝叶也。”王

筠所著《说文解字释例》解释道：“木字上曲者

象枝叶，此加一曲也。”李孝定所著《甲骨文字

集释》解释道：“契文亦象木重枝叶之形。”［３］３２１０

“未”的甲骨文、金文、篆文字分别为

形，都像一棵枝叶茂盛的树。吴其昌认为，

“未”“末”“木”实为一字，都是摹状树木之

形［１］。把“木”“本”“末”“未”这一组形近字放

在一起分析，木指代树木，是统称；“本末”指示

树根、树梢；“未”指示的是树木勃勃生长的样

子。在汉语表达中，以树喻人是常见的修辞方

法。如《世说新语·言语》有“譬如芝兰玉树，

欲使其生于阶庭耳”［１０］的谢玄妙对；北方话里

有祝福幼儿的“有苗不愁长”；风度潇洒的美男

子被形容为“玉树临风”。抽枝长叶、生机勃勃

的“未”承接胎儿逆出母体的“午”，寓意人类幼

子出生后将如小树一样茁壮成长。

９．申：双手扶持，伸之长之

《说文解字·申部》曰：“申，神也。”［３］３２１１段

玉裁认为，“申”应该是“伸”，浅人不得其例，妄

改许慎本意［１１］。高亨认为，申字从臼持丨，丨

象阴气；臼，叉手也，即双手交叉扶持一物［３］５７０。

还有一种较流行的说法为：“申”为“电”的本

字，这是根据“申”“电”二字的甲骨文形似而作

出的猜测。但学界对 “申”的释义有分歧，

“电”字形义确定，指“申”为“电”不妥。“申”

的金文 字和小篆 字，模拟的是一双手在扶持

人屈身或直立之状，符合许慎、段云裁对“申”

的解释：申，伸也，身也。从“臾”字的小篆 来

看，《说文解字》将“臾”归为申部，解释为“束缚

脁曳为臾”［３］３２１２。王筠将其注解为：“束缚其

人，脁持其发而拖之也。”［３］３２１２“申”和“臾”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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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是同源字，都与双手扶持或拘持人有关。但

释“臾”为拖拽人之意未必确切，“臾”中的“人”

应为年长老人。参看古代的养老制度可知，汉

唐两代都有法律规定对达到一定年龄的老人定

期给予酒肉奉养。由“臾”构成的合体字“腴”

“谀”“庾”的字形字义可知，作为同源字的“申”

“臾”含义应为扶幼养老。以“申”为字根的合

体字大都包含拉伸、向上生长延展之意：呻，声

音低长；抻，拉长；坤，大地生长万物；绅，长长的

衣带等等。“申”承接“未”寓意人的下一个生

长阶段———伸之长之。

１０．酉：冠礼酒器，可择佳配

“酉”为象形字，为何以“酉”来指代地支和

农历的八月？人类之子在午月逆出母体，经历

未、申两个阶段的成长后，至“酉”长大成人。

《说文解字》和《甲骨文字集释》都将“酉”训为：

“酒器，物就也，就是秋作物都成熟可以酿酒

了。”［３］３２１４按天、地、人三道合一的上古哲学理

论，物熟当然也包含人的成熟。《周礼》规定：

男子二十而成丁，氏族要为之办冠礼仪式。饮

过成丁酒后就可以参与氏族事务，也可以择偶

婚配了［２］３４。再看由“酉”和天干“己”构成的

“配”字，《说文解字》释“配”为：“酒色也，合二

酒之色，从酉，己声。”［３］３２２２此说存疑。“配”的

调配之意是上古农业文明得到进一步发展，粮

食已充足到可以用于酿酒时才产生的。“配”

看似由酒器酒勺（“己”字形似勺）形成本义，其

实这只是其浅层意思，其更深的文化内涵要结

合天干地支和“配”的声符“妃”来阐释。“酉”

为地支，“己”为天干。按阴阳五行理论，天干

戊己对应五行中的土，土居中央，土为坤，主生

育，所以古代帝王正妃又称“中宫”，嫔妃居住

的宫殿也多以“坤”命名，如坤宁宫、翊坤宫。

“己”是北斗星的象形 ，古代历法以北斗星的

运转来分四时：“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

指西，天下皆秋”，北斗居于天空北方，对应八

卦图的坤位。《史记·天官书》记：“中宫天极

星……后句四星，末大星正妃，余三星后宫之属

也。”［７］１２８９“妃”最初是妻子的统称，并非帝王

专用。《说文解字》中“配”和“妃”是互为训释

的：“配，婚配也，妃省声；或妃，匹也，通

‘配’。”［３］３２２２可见，“配”的字义衍变途径为：

酉，男子冠礼酒器—成年要婚配—择己（妃省

声）为配。正如古诗所云：“维北有斗，不可以

挹酒浆。”［１２］“配”右边的“己”不是指酒勺，而

是指女子。农历八月的一个重要节气是秋分，

这是太阳年的第二个阴阳各半、天地交泰的节

气。秋分对应春分，古时春分时节的风俗为：男

女可以自由婚配，奔者不禁［１３］４１。这是圣人教

化、众生顺应自然时节，男女配对繁衍以合天地

之道之时。由上所述，“酉”指代地支月建的农

历八月，有劝喻人类婚配之意。

１１．戌：守家卫国，匹夫有责

“戌”是象形字，其甲骨文的字形 像一把

大斧头。天干地支系统的含义非常深广，与四

时节令、人间万事都有对应。戊己五行对应中

央土，上古以“中国”（中原）为天下之中，“戊”

也是类似斧头的武器，守土以武，匹夫有责。守

卫家园是每一个成年男性的职责，婚配繁衍是

人生第一大事，其次就是担负家国责任。农历

九月，秋粮入仓，粮草充足，草肥马壮，有战事就

出征，天下太平就操练兵马，有备无患，所以历

史上有名的战事（战争或起义）多发生在九月。

唐代诗人岑参在“安史之乱”中写下“遥怜故园

菊，应傍战场开”；黄巢的“待到秋来九月八，我

花开后百花杀”；毛泽东曾领导过“秋收起义”，

并写下“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

香”等名句。余世存在其《时间之书》中曾总结

道：“直到和平时代的今天，中国人仍有秋季大

练兵的习惯。”［１３］２５６农历九月对应西偏北方向，

在中国，自古至今西北主战事。苏轼曰：“西北

望，射天狼。”对应这一时空的《易经》卦序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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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卦。由此可知，地支“戌”对应农历九月的含

义为：守卫家国之重任是自古以来国人应有的

职分。

１２．亥：万物闭藏，方死方生

“亥”的金文 、小篆 ，字形变化不大，上

为“二”，下像屈曲的草根。许慎据此释为：

“亥，罧也。十月，微阳起，接盛阴。从二，古文

上字。一人男，一人女也。”［３］３２３９高亨认为，微

阳接盛阴，正如人之阴（女）阳（男）相交，人之

阴阳相交则生字［３］３２３９。许慎和他的《说文解

字》注解者对“亥”的解释非常贴合本义。而唐

代以后的辞典把“豕”“亥”释为同一个字，是受

十二生肖兴起的影响，属误释。细辨“亥”的两

个古体字形：上二，乾上为短横，坤下为长横，表

现此时（十月）阴盛阳衰的节气特征，下部左边

为
"

（古“亡”字），右边既像虬曲的植物根须，

又像向左侧立的人形。可见，“亥”寓意初冬，

天气肃杀，万物凋枯，闭藏种子，为下一轮重生

蓄积能量。草根为“罧”，人子为“孩”，果仁为

“核”，以“亥”为字根的合体字多含有完备、根

底、重生之意。从干支纪时法来看，对应十月的

天干为“壬”。《说文解字》释“壬”为：“象人裹

妊之形。”［３］３１８７立冬至冬至这段时间，阳气入于

黄泉，开始育养万物生命根元，壬亥对应，表明

的正是这段时间的人事、物候。两汉经学家解

说《诗经》所创建的“四始五际”理论，把“亥”列

为五际之一，视“亥”为天门，兼“革旧”与“新

生”二际，为万物死而复苏、阴阳二气周而复始

之际［１４］。综合上述各家学说可知，“亥”字作为

十二支的最后一字，兼具生命循环的终点与起

点之意。

　　三、结语

　　十二地支是古代的纪时符号，蕴含着万物

生、长、荣、枯与人类生、长、壮、老的文化内涵，

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契

合，阐释了人与万物循天地大道，在自然时空中

生生不息与循环往复的道理与规律。本文由十

二支汉字的字理分析，探寻地支文化中的人文

思想，或可为地支文化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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