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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万民英，字育吾（一说字汝豪，号育吾），明嘉靖年间进士，官至福建布政司右参议，曾坐镇泉
州指挥抗倭。除了《星学大成》之外，还著有《三命通会》、《易经会解》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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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图解星学大成第一部 星曜神煞全天星宿图星命神灵：五星二十八宿《四库全书白话图解》从书总序编
著序：中国传统星命学的总汇《星学大成》四库提要《星学大成》原序目录内容概览本书内容导航导
读卷·了解星命学卷一·星命入门第一章 星宿宫位第二章 十干变曜第三章 星曜喜怒第四章 与官禄有
关的年干吉煞第五章 其他干支吉煞卷二·部分星神怀基本星格第一章 论干神妙用第二章 财禄神煞第
三章 定驿马十二位第四章 定纳音长生十二位第五章 禄元宫与驿马宫第六章 卦气与三方主星第七章 三
元星第八章 三魁、四元、九事、八煞第九章 命中格局第十章 星曜人宫卷三·星神总论及运限起例第
一章 星曜例歌第二章 年支神煞第三章 神煞总论第四章 运限起例第五章 流年十二变曜卷四·观星节要
第一章 星盘或问第二章 括苍季宗舒琴堂五星总断第三章 星占术语和方法第四章 看星节要八十一条第
五章 窦陶氏十问第六章 十二宫辩问卷五·安命吉凶第一章 宫度主用第二章 陈都宪十二宫安命论第三
章 郑幼学二十八宿元髓血脉经第四章 十二宫定数赋第五章 二十八宿坐命诗断卷六·十二位论第一章 
身宫与命宫第二章 星曜照命宫第三章 七政四余躔其他宫位之吉凶第四章 三日宫与胎元宫第五章 《总
龟》十二位论第六章 《琴堂》十二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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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星命学是方术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以人出生时的相关天象来推测人的 命运，其历史源远流长，由
远古的占星术发展而来，但在现代科学的冲击 下，它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在方术的命理学中，所
用到的推命依据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生辰八字，一个就是星象，以星象推命的星命术是命理学的一个
重要方面，它起源 于唐朝，但古人对星象的研究，却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古老的起源 中国古人对
天充满了崇拜和敬畏，他们认为，天上星辰的运行，指示 着人间的吉凶祸福，天象与人事是相互对应
的，于是星占之术应运而生。在帝尧时期，就设置了专门观测星象的官职，其后人们逐渐产生了对星
辰 的祭祀崇拜。在崇拜星辰的同时，人们自然而然地将星辰的明暗、位置等 变化与人间的吉凶对应
起来。由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祭祀星辰是统治者 的专权，所以人们最早将星象与统治者、国家的命
运联系起来，这样就产 生了占星术。占星术的完善和兴盛 到春秋战国这一动荡时期，占星术日益受
到重视。此时，星占理论已 经相当完备，太岁纪年、十二次、二十八宿、星辰分野等星占体系得到了
确立和完善。此时还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星占家，如宋国的子韦，郑国的裨 灶，齐国的甘德，魏国的石
申等等。也是在这个时期，当时流行的阴阳五 行学说也融入了星占术中，使其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
两汉时期，星占术又得到了新的发展。马王堆曾出土帛书《五星占》，内容十分详尽。司马迁也将星
占成果写入了《史记》。两汉时期，董仲 舒、刘向、扬雄、张衡等人都是星占高手。到了魏晋南北朝
的分裂动荡时 期，占星术继续发展，但并没有质的突破，统治者虽然继续利用它，但对 其已经不太
重视了。占星术衰落，星命学兴起 唐代是中国文化的繁盛时期，占星术到这一时期发生了重要的质变
。传统的以推断国家吉凶为主的占星术到此时已经十分繁杂详备，盛极而衰，这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
律，占星术也不例外。在经过开元年间瞿坛悉达 总结汇集，形成《开元占经》之后，单纯的以推断国
运为主的占星术就基 本上停止了发展，不再受到社会的欢迎，逐渐被束之高阁而受到冷落。这一时期
，对于社会事务，人们逐渐将眼光转向了人类自身，于是一 些术士将星占术与算命结合在一起，在衰
落的星占术上发展出了一个全新 的学问——星命学。星命学是哪一年产生的现在已经不可考了，韩愈
曾经在自己的文章中 提到星命之法，可见当时星命学已经产生，而与韩愈同时期的八字推命的 始祖
李虚中就很可能也创立了星命学。而后世的星士们一般奉张果老为星 命学始祖，传说他首创星命之学
，后来将其传给了李（心登），并有《张果 星宗》传世，但据后人考证，此书乃是伪作。星命学的发
展与兴盛 星命学自唐代问世以来，历经宋元明清各代，在内容和方法上都发生 了很大变化，逐渐变
得越来越复杂繁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这一时期，精通星命学的专家有唐代的张果，宋代的鲍云
龙，辽代的耶律纯，元代 的郑希诚，明代的刘基、万民英、杜全，清代的李光地等等。同时，星命 
学的著作也越来越庞杂，动辄数十万字，较为著名的有《耶律星宗》《星 学大成》《星历考原》《协
纪辩方书》等等。到了明代，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来华，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成果逐渐流 入中国，当时
有一位叫穆尼阁的传教士就写了一部《天步真原》，详细介 绍了当时的西方星象学。中国的星命学家
也吸收了部分西方星象学的内容，譬如将西方黄道十二宫与十二辰、二十八宿配合在了一起。星命学
的衰落 明清时期，星命学已经十分成熟，成为一门异常复杂的学问和技术，《四库全书》收录的关于
星命的著作不下数十种，但留有作者姓名的并不 多，这也反映了星命学自唐代以后，专门的研究者已
经越来越少，甚至逐 渐成为绝学，这也决定了星命学必然会走向衰落。同时，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又上
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而星命学却没能 像唐代一样发展出一个新的领域来适应这一变化，其衰落也就
是必然的了。此外，中国历史进入近代时期发生了数千年未有的质变，星命学所倡导 的伦理思想与新
的主流思想格格不入，也注定了它会被历史所抛弃。P4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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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古代星学秘本的总集.探索传统星命学的必读书，400多个示意图表，200多幅精美手绘插画，深入
浅出，通俗易懂，·200多幅珍贵古籍插图，30卷文渊阁足本。值得收藏，《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
最著名、最庞大的一部百科丛书，由清乾隆皇帝钦定纂修，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历时10年
才最终编修完成。该丛书共收录图书3503种，总计约10亿字，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
。《四库全书》汇集了从先秦到清代前期各种学科门类的重要典籍，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
集大成之作。《四库全书白话图解》丛书精选《四库全书》中收录的部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以适应
现代读者阅读需要的编辑方法，经过精心校勘、白话评注、生动图解编撰而成。本丛书既保留了《四
库全书》文渊阁本的权威版本，又加注了通俗易懂的白话提要；此外，还辑录了大量古代珍贵图版，
并精心绘制了便于读者理解的手绘图、表格、图表等，用现代编辑手法大大增强了古代典籍的可读性
，让传统经典生动易懂，同时兼具一定的文献价值、版本价值和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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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内容博杂艰深，看懂不易。
2、真心看不懂啊，以前会看命的真厉害。
3、不建议作为基础书来看，因为对于基础只是一笔带过。
4、算是收录+注解合集，种种理论都互相矛盾，懂点八字紫薇就能看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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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此书适合有一定基础的人作为巩固来看，或者你比较熟悉四柱八字紫微斗数术语，这样比较容易
理解。但是如果你非常精通此两类，也不适合看这本书。毕竟，同归一祖，而不同宗，容易把自己绕
进去而不自知。单纯零基础的人不建议贸然将此书作为基础书来看，因为你绝对看不懂。这本书里的
格局罗列得很详尽，但是不属于“保姆书”，也就是说需要个人自己领悟+查询很多术语。（此书的
第二本，等于是第一本的晋级版，如果你没有熟读第一本，不建议开始学习第二本，当然，如果是从
师的并且谨遵师训那无所谓，但是大部分从师的同好是不会选择诸如此类书籍的。各自的老师自然有
自己的材料。）对于本人来说，阅读这本书是个挑战，但是不得不说，当你领悟了这本书，不用说全
部，就算只是一半，也会觉得收获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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