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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印度起源後，向外傳播到世界各地。在傳播的過程中，吸收各

地的風土民情，與當地文化融合，發展出蘊含各地區文化特色的佛教傳

統。屬於南傳佛教的緬甸、泰國、柬埔寨、斯里蘭卡等地的佛教是如此，

屬於北傳佛教的中國、西藏等地的佛教亦復如此。佛教傳入西藏之後所發

展出來的西藏佛教在各大佛教傳統中尤其顯得風格獨具，既深奧又神秘。

西藏佛教不僅承續了印度佛教小乘、大乘與金剛乘完整的傳承，也吸收、

融合了鄰近與西藏本地的文化，包括印度、西域與西藏本土的文化，並深

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本文以「漢藏命理學」（Nag rtsis）為例，探討西藏佛

教如何與西藏本土民間信仰和來自中國的「五行」理論融合，並介紹「漢

藏命理學」的基本原理與內容。本篇論文根據的藏文原典為西藏佛教格魯

派（dge ldan）格西洛桑楚勤嘉錯（Blo bzang tshul khrims rgya mtsho, 1889-
1958）於一九二一年所著的《如意寶樹》（Maha ci na'i rtsis rig dge ldan 
mkhas dbang yongs kyis phyag rgyun du bstar ba'i rdel 'grem 'thor bsdus rgyas 
'dril du bkod pa dpyod ldan spyi nor 'dod dgu 'jo ba'i dpag bsam ljon shing）。1 

漢藏命理學在西藏學界的研究概況 

自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學界便出現說明「漢藏命理學」對西藏民族重

要性及與「漢藏命理學」相關的研究。早在一八六三年，Emil Schlagintweit
就在其著作Buddhism in Tibet的第十七章針對「漢藏命理學」加以闡述。

Schlagintweit藉由命理師使用的圖表以及表上的短文，簡略介紹西藏人如何

推 算 吉 凶 。 2 一 八 九 九 年 韋 戴 爾 （ L. Austine. Waddell ） 在 其 著 作 The 
Buddhism of Tibet or Lamaism中，以一章的篇幅略述「漢藏命理學」的基本

原理，其敍述主要根據西藏命理師的口述資料。3自此之後，直到廿一世紀

                                                 
1 該書全名為 Maha ci na'i rtsis rig dge ldan mkhas dbang yongs kyis phyag rgyun du bstar ba'i 

rdel 'grem 'thor bsdus rgyas 'dril du bkod pa dpyod ldan spyi nor 'dod dgu 'jo ba'i dpag bsam 
ljon shing。由該書書名明示「漢藏命理學」的格魯派學者傳承及作者的格西身份可窺知

「漢藏命理學」在西藏佛教格魯派受重視的程度。 
2 Emil Schlagintweit, Buddhism in Tibet, (London: Susil Gupta, 1968), p. 90. 
3 L. Austine. Waddell, The Buddhism of Tibet or Lamaism (Cambridge: W. Heffer, 1971), p.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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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葉為止，西藏學界對「漢藏命理學」的研究，不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無

顯著的進展。以嚴謹的學術研究方法，依文獻、歷史與義理的次序研究

「漢藏命理學」的學者首推德國的Dieter Schuh。Schuh在一九七二至一九

七三年間陸續發表了幾篇關於「漢藏命理學」的文章和著作。4Schuh在其

著作中介紹了數種「漢藏命理學」的重要文獻，詳細說明其結構與內容，

並且論述「漢藏命理學」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實際推算上的應用。5 

「漢藏命理學」是藏文 Nag rtsis 的翻譯。藏文專有名詞 Nag rtsis 在

西方著作中常被解釋為「占星術」（Astrology）。6然而，由其內容觀之， 
Nag rtsis 並不全然等同於西方的「占星術」。「占星術」乃是以天體的運

行為依據準則，以之推測天體運行對人生命運影響的方法，而 Nag rtsis 或 
'Byung rtsis 則是以「陰陽五行」為基本原理，進行命理推算。 Nag rtsis 
的  nag 是 rgya nag 的縮寫， rgya nag 是西藏人對「中國」的稱呼。 
rTsis 意為「推算」或「推命」。  'Byung-rtsis 的  'byung 是「五行」之

義。 Nag rtsis 或 'Byung rtsis 的構詞說明了 Nag rtsis 是一套自中國傳至

西藏，以五行的生尅理論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用以預卜吉凶的算學。根據

筆者研究結果顯示，這門算學以中國命理學的「陰陽五行」為基本原理，

依據五行之間的關係來推算吉凶，預卜未來。因此，不論是就字義或是內

容上而言，將 Nag rtsis 或 'Byung rtsis 譯成「漢藏命理學」是相當合理且

可被接受的。「漢藏命理學」是一種融合多元文化的命理學。它是一種以

中國的五行理論為基礎，同時融合佛教、西藏苯教和民俗信仰，符合西藏

風土民情的命理學。「漢藏命理學」中所包含的民俗信仰，除了西藏本土

之外，既有來自印度，也有來自中國的成份。 
                                                 
4 參見Dieter Schuh, "Über die Möglichkeit der Identifizierung tibetischer Jahresangaben anhand 

der sMe ba dgu,"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6 (1972), pp. 485-504; "Die Darlegungen des 5. 
Dalai Lama Ngag dbang Blo bzan rgya mtsho zur Kalkulation der neun sm ba,"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7 (1973), pp. 285-299; "Der Chinesische Steinkreis. Ein Beitrag zur 
Kenntnis der Sino-Tibetischen Divinationskalkulationen,"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7 (1973), 
pp. 353-423; 及 其 博 士 論 文  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tibetischen 
Kalenderrechnung (Wiesbaden: F. Steiner, 1973), p. 16. 

5 雖然如此，這些文章對一般人來說，還是非常艱深難懂。原因是「漢藏命理學」文獻中

包含大量的專門術語和運算法則。 
6  例如Men Tsee Khang, Tibetan Astronomy and Astrology (Dharamsala: 1998); Luciana 

Marinangeli, Tibetische Astrologie (Bern: 1998); Philippe Cornu, Handbuch der Tibetischen 
Astrologie (Berli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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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藏命理學與佛教的關係 

根據西藏傳統，「漢藏命理學」首先由文殊師利菩薩在中國山西五台

山（ri bo rtse lnga）宣說，在中國流行之後，傳至西藏本土。「漢藏命理

學」如何與佛教的文殊師利菩薩產生關聯？這個問題必須從「漢藏命理

學」的發展史找尋答案。前文已從藏文名稱 Nag rtsis 或 'Byung rtsis 及其

具體內容說明「漢藏命理學」與中國文化的密切關係。7再從文獻學的角度

考察，早在雅隆王朝（Yar klung Dynasty, AD. 7-9th）時期就已出現首篇記

載「漢藏命理學」的藏文文獻。8根據文獻描述，「漢藏命理學」在中古世

紀時期即已在藏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這門學科主要是由舊派，

亦即寧瑪派所傳。又據史書《大臣誌》（Blon po'i bka' thang yig）的記載，

「漢藏命理學」是由在佛教中象徵智慧的文殊師利菩薩在中國的五台山所

傳授。《大臣誌》一書將「漢藏命理學」定位為「不能引導眾生趣向解

脫」的學科。因此，後來新成立的西藏佛教教派自然也將「漢藏命理學」

視為「非解脫道」。9這種情形直到五世達賴一六五二年到北京覲見順治皇

帝之後才出現歷史性的轉變。 

完成於西元十六世紀的佛學百科全書《格言集錦──如意寶石》

（bShad mdzod yid bzhin nor bu）中有一段有趣的記載，內容顯示「漢藏命

理學」與佛教的關係：10 

                                                 
7 「漢藏命理學」的基本原理和內容在下文有詳細的說明。 
8 Dieter Schuh, "Politik und Wissenschaft in Tibet im 13. und 17. Jahrhundert,"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33 (2004), p. 11; 另參見Gyurme Dorje, Tibetan Elemental 
Divination Paintings (London: John Eskenazi Ltd., 2001), p. 11; Mark Tatz, "Tang 
Dynasty Influences on the Early Spread of Buddhism in Tibet," The Tibet Journal, 3, 
2, p. 12; Tashi Dorjee, "Education in Tibet," The Tibet Journal, 2, 4, p. 34. 藏文出處

參見Kong sprul Blo gros mtha' yas, Shes bya kun khyab mdzod, vol. 1 (Nepal: Padma 
Karpo Translation Committee, 2000), fol. 219. 

9 Dieter Schuh, "Politik und Wissenschaft in Tibet im 13. und 17. Jahrhundert,"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33, pp. 12-13. 

10 Don dam smra ba'i seng ge, "rgya nag rgyal po'i rgyal khams de mu teg [應作stegs] gi rig byed 
la mngon par zhen pas / bcom ldan 'das kyi chos la ma tshud par / 'jam dpal la lung bstan pa / 
rgya nag po'i rgyal khams 'di / nga'i don dam chos la mi mos shing / kun rdzob 'byung bas rtsis 
la 'dus pas / 'jam dpal khyod kyi rtsis kyis thul cig gsungs nas lung bstan te," A 16th Century 
Tibetan Compendium of Knowledge (New Delhi: Sharada Rani, 1969), vol. 78, fol. 4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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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中國皇帝領土〔上的人民〕顯然喜好外道的知識，對

於佛陀的教法無法深入，於此，〔佛陀〕對文殊師利預言：

「〔居住在〕中國領土〔上的人民〕無法信受我的勝義諦教法，

而屬於世俗諦的五行均匯集於算學之中，因此，文殊師利！你就以

算學調伏他們吧！」 

在西藏人的眼中，中國人喜好外道勝於佛陀的教法，因此佛陀指派在佛教

中象徵智慧的文殊師利菩薩以算學調伏中國子民。此段引文之後的內容還

描寫文殊師利菩薩如何從中國聖山五台山東側湖中一棵樹上所長的金色蓮

花化現而生，又如何從文殊師利菩薩舌上所吐出的一粒唾沫變現出一隻大

金龜，11這些示現都是為了調伏不信佛法的中國人。文殊師利的調伏法門即

是將五行算學的理論與佛教的教義互相聯結，藉此，算學也被納入佛教的

範疇中，具體例證如：「五行」（ 'byung ba lnga）相當於「五智」（ye 
shes lnga）；「八卦」（spar kha brgyad）相當於「八正道」（'phags pa'i 
lam brgyad）；「九宮」（sme ba dgu）相當於「九乘」（theg pa rim 
dgu）；「十二生肖」（ lo skor bcu gnyis）相當於「佛陀十二行相」

（mdzad pa bcu gnyis）；「十二月份」（zla ba bcu gnyis）相當於「十二緣

起」（rten 'brel bcu gnyis）；「八曜」（gza' chen brgyad）相當於「八識」

（rnam par shes pa tshogs brgyad）；「二十八星宿」（rgyu skar nyi shu rtsa 
brgyad ） 相 當 於 「 二 十 八 自 在 天 女 」 （ dbang phyug ma nyi shu rtsa 
brgyad）等。12至於文殊師利菩薩在五台山宣講五行算學的因緣，則是由於

諸多參與法會天人的祈請。在尊勝佛母天女（lHa mo rnam rgyal ma）、七

首安止龍王（Klu rgyal 'jog po sbrul mgo bdun pa）、塞加婆羅門（Bram ze 
gser kya）為首的部眾分別向文殊師利菩薩請求傳授與五行算學相關的知識

之後，有趣的是，中國的至聖先師孔子也向文殊師利菩薩請求傳授五行算

學。文殊師利菩薩於是講授五行算學的三十一續部以及三百六十種占卜法

（gab rtse）。13 

                                                 
11 Ibid, fol. 209v6-210v1. 
12 Ibid, fol. 210v1-210v4. 
13 Ibid, fol. 212v2-213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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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師利菩薩在五台山將西藏命理學傳給眾人之後，命理學便在中國

大為流行。中國命理學的文獻後來由松贊岡布之妃文成公主首先帶至西

藏。14文殊師利菩薩曾經傳給孔子許多命理學的基本概念，例如：「年」

（lo）、「月」（zla）、「日」（zhag）、「時」（dus tshod）、「生命

宮」（srog）、「身體宮」（lus）、「財帛宮」（dbang thang）、「運勢

宮」（rlung rta）、「八卦」（spar kha）、「九宮」（sme ba）等等，後來

西藏人便以這些概念為基礎，發展出許多運算模式。15 

「漢藏命理學」既由佛教的文殊師利菩薩所傳，那麼「漢藏命理學」

究竟是否可歸屬於「解脫道」呢？五世達賴昂汪洛桑嘉錯（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 1617-1682）曾於一六五二年應邀覲見清朝順治皇帝

（1638-1661）。順治十年（1653）順治皇帝正式冊封五世達賴為「西天大

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16。五年後，五世達賴完

成一部算學著作《日光輪》（rTsis skar nag las brtsams pa'i dris lan nyin byed 

dbang po'i snang ba）。他在這部著作中首次出人意料之外地將「西藏命理

學」明確納入佛教的解脫道之中。五世達賴的攝政桑結嘉錯（sde srid Sangs 

rgyas rgya mtsho, 1653-1705）更在其百科全書式的著作《白琉璃釋疑》

（Baidurya g.ya' sel）中 指出：「漢藏命理學」雖然不是由佛陀親口所說，

但卻是的的確確由佛陀所加持過的（佛法）。17經過這兩位在西藏佛教發展

史上佔有舉足輕重地位的人物的重新詮釋，「漢藏命理學」正式被納入西

                                                 
14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 "rgya nag gi rtsis gzhung yang 'phags pa 'jam dpal dbyangs 

kyis ri bo rtse lngar gsungs nas / ma ha tsi na'i rgyal khams su dar ba rgya mo bza' kong jos 
thog mar bod du bsnams (4r1) nas mchog dman kun gyis spang blang bya bar med du mi rung 
ba ste," rTsis dkar nag las brtsams pa'i dris lan nyin byed dbang po'i snang ba, in Thams cad 
mkhyen pa rgyal ba lnga pa chen po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i gsung 'bum, 
reproduced from Lhasa edition (Gangtok: Sikkim Research Institute of Tibetology, 1991-1995), 
vol. wa: 568, 3v6。另參見Giuseppe Tucci, Tibetan Painted Scrolls, 2 vols. (Bangkok: SDI 
Publications, 1999), p. 136. 

15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 rTsis dkar nag las trtsams pa'i dris lan nyin byed dbang po'i 
snang ba, fol. 10r1. 

16 一六五二年五世達賴應邀覲見清朝順治皇帝的詳細情況，見Tsepon W. D. Shakabpa,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115-117. 

17 Dieter Schuh, "Politik und Wissenschaft in Tibet im 13. und 17. Jahrhundert,"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33,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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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佛教的系統之中。格魯派甚至將「漢藏命理學」納入格西學程。18根據蔣

貢龔珠（'Jam mgon Kong sprul Blo gros mtha' yas, 1813-1899）的名著《佛學

百科全書》（Shes bya kun khyab mdzod），「漢藏命理學」屬於佛學小五

明中的「算明」。19 

漢藏命理學的基本原理 

經由實際分析，可知「漢藏命理學」是一門富含多元文化色彩的學

科，也是佛教與西藏本土文化、民間信仰及外來文化融合的具體實例。以

下介紹「漢藏命理學」最主要的原理與應用實例。討論主要根據西藏佛教

格魯派格西洛桑楚勤嘉錯於一九二一年所著的《如意寶樹》，另外參考兩

部命理學的重要著作《白琉璃》（Vaidurya dkar po）和《月光》（Zla ba'i 

'od zer）。 

《如意寶樹》共計八章，分別為「世界的起源」、「漢藏命理學的基

本理論與結構」、「吉凶推算總論」（Keg rtsis）、「一生吉凶推算」

（Tshe rtsis）、「婚姻吉凶推算」（Bag rtsis）、「疾病推算」（Nad 

rtsis）、「死亡吉凶推算」（gShin rtsis）及「他項吉凶推算」。由內容觀

之，「漢藏命理學」所占卜的事項幾乎含蓋西藏人一生之中所有的活動項

目。 

「漢藏命理學」最核心的理論基礎是「五行」。「五行」之間的關係

在「中國命理學」中是以「生」和「尅」表示；「漢藏命理學」則是以

「己」（rang）、「母」（ma）、「子」（bu）、「敵」（dgra）和

「友」（grogs）表示五行之間的關係，並以之當作推算吉凶的依據。 
                                                 
18 五世達賴和其攝政桑結嘉錯將「漢藏命理學」納入佛教系統顯然與當時西藏與清朝的互

動有極密切的相關，詳細討論見Dieter Schuh, "Politik und Wissenschaft in Tibet im 13. und 
17. Jahrhundert". 

19 'Jam mgon Kong sprul Blo gros mtha' yas, Shes bya kun khyab mdzod, vol. 1, fol.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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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漢藏命理學的五行關係 

 

母 ←→ 子 友 ←→ 敵 己 ←→ 己 

木 ←→ 火 土 ←→ 木 金 ←→ 金 

火 ←→ 土 水 ←→ 土 木 ←→ 木 

土 ←→ 金 火 ←→ 水 水 ←→ 水 

金 ←→ 水 金 ←→ 火 火 ←→ 火 

水 ←→ 木 木 ←→ 金 土 ←→ 土 

 
 

表一所列為「漢藏命理學」中的五行關係。其中「母」與「子」的關

係相當於中國命理學的「相生」關係；「友」與「敵」的關係相當於中國

命理學的「相尅」關係。表一的「母」、「子」、「友」、「敵」和

「己」的關係解讀如下： 

「木」是「火」的「母」；「火」是「木」的「子」。 

「火」是「土」的「母」；「土」是「火」的「子」。 

「土」是「金」的「母」；「金」是「土」的「子」。 

「金」是「水」的「母」；「水」是「金」的「子」。 

「水」是「木」的「母」；「木」是「水」的「子」。 

「木」是「土」的「敵」；「土」是「木」的「友」。 

「土」是「水」的「敵」；「水」是「土」的「友」。 

「水」是「火」的「敵」；「火」是「水」的「友」。 

「火」是「金」的「敵」；「金」是「火」的「友」。 

「金」是「木」的「敵」；「木」是「金」的「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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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是「金」的「己」；「木」是「木」的「己」。 

「水」是「水」的「己」；「火」是「火」的「己」。 

「土」是「土」的「己」。 

 
 

 

【圖一】 五行與方位 

 
 

若將五行以下列次序排列：木→火→土→金→水→木，則相鄰的兩個

元素互為「母」和「子」的關係，例如：「木」與「火」；每個元素的前

後兩個元素互為「敵」和「友」的關係，例如：「木」與「土」。 

「漢藏命理學」依據木、火、土、金、水五個元素和它們相互之間的

關係，發展出將近兩百種不同的推算方法，並衍生出數量繁多的專門術

語。各專門術語在各種推算方法中，尤其是在西藏文化中皆各有代表的意

義。這些內容使「漢藏命理學」的體系顯得龐大而複雜。學者必須具備基

礎算術知識、純熟的藏文解讀能力和西藏學的知識，輔以西藏學者和命理

師的專業知識，方能一窺「漢藏命理學」堂奧。 

五行在「漢藏命理學」中另外也會配上方位、十二生肖、八卦、九宮

等等在「中國命理學」中常見的術語。命理師便是利用這些配上五行的各

土(sa) 南(lho) 
火(me) 土(sa) 

 
 
O 

S 
 
 東(shar) 

木(shing)  
 

N 

W 
 
 

西(nub) 
金(lcags) 

土(sa) 水(chu) 
北(byang) 

土(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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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元素，在不同的命盤中交互運用，以之預卜吉凶。以下介紹五行在「漢

藏命理學」中最基本的應用原理。 

五行與方位 

在《如意寶樹》中，方位是以一隻大海龜肢體的方向所表示。20這隻大

海龜肚子朝上躺在海上，頭朝南，尾朝北，右邊是東，左邊是西。各方位

所對應的五行即如圖一所示。 

在圖一的基礎上配上十二生肖和八卦，便可得到如圖二所示的對應關

係。圖二所示五行與方位、十二生肖和八卦的對應關係是五行在「漢藏命

理學」中最基本的應用。以圖二為基本架構，再加上一些基礎算術知識，

「漢藏命理學」繼續發展出數量龐雜的推算圖表。為使讀者容易了解，以

下僅就其中較為重要且較常使用者，舉例加以說明。 

 
 

龍 蛇 ↑S 馬 羊 

兔 
☴ 

土(zon) 
☲ 

火(li) 
☷ 

土(khon) 猴 

 ☳ 

木(zin)  ☱ 

金(dva)  

虎 ☶ 
土(gin) 

☵ 
水(kham) 

☰ 
土(khen) 

雞 

牛(陰) 鼠(陽)  豬 狗 
 

【圖二】 五行與方位、十二生肖和八卦 

                                                 
20 lHa mo tshul khrims, "gtsug lag rtsa ba rus sbal ni / rgya mtsho chen po'i klong yangs su / mgo 

bo lhor bstan de phyogs me / mjug ma byang bstan khams ni chu / gzhogs g.yas shar la de 
phyogs shimg / gzhogs g.yon nub ste khams ni lcags / tshams bzhi yan lag sa yi khams", Nag 
rtsis rdel 'grem 'bras bshad dpag bsam ljon shing zhes bya ba bzhugs so (Dharamsala: 2000), 
4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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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六十甲子 

 
木 火 土 金 水 

鼠 牛 虎 兔 龍 蛇 馬 羊 猴 雞 
木 火 土 金 水 

狗 豬 鼠 牛 虎 兔 龍 蛇 馬 羊 
木 火 土 金 水 

猴 雞 狗 豬 鼠 牛 虎 兔 龍 蛇 
木 火 土 金 水 

馬 羊 猴 雞 狗 豬 鼠 牛 虎 兔 
木 火 土 金 水 

龍 蛇 馬 羊 猴 雞 狗 豬 鼠 牛 
木 火 土 金 水 

虎 兔 龍 蛇 馬 羊 猴 雞 狗 豬 
 
 

在此舉一與「中國命理學」關係密切的例子，以說明五行如何應用在

「漢藏命理學」上。「漢藏命理學」中最基本且最重要的推算表是「六十

甲子」。這個推算表是由五個元素和十二個生肖組合所產生。五和十二的

「最小公分母」為六十，因此五行和十二生肖共有六十種不同的組合（參

見表二）。 

「六十甲子」另可配上最基本的四個宮：「生命宮」（srog）、「身體

宮」（lus）、「財帛宮」（dbang thang）、和「運勢宮」（klung rta）。每

宮並可再配上五行。21這四宮是「漢藏命理學」中最常見，也是最重要的推

算因子。以下根據《如意寶樹》，分述這四宮所對應的五行。 

生命宮 

「生命宮」（srog）是用來推算生命力或生命能量的因子。在《如意寶

樹》中，「生命宮」與五行的對應關係乃是依十二生肖所定義；22亦即，若

                                                 
21 以此類推，每個月份，每一天，每個時辰也可配上五行和前述四宮。 
22 "de rnams srog gi ngos 'dzin ni / stag yos srog shing rta sbrul me / bya sprel lcags la byi phag 

chu / glang lug khi 'brug bzhi po sa", dPag bsam ljon shing, 4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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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生年的十二生肖，便可直接推算相對應於該生肖的五行元素。倘若被推

算者的生肖屬虎或兔，則其「生命宮」所對應的五行為「木」；生肖屬

龍 ， 則 所 對 應 的 五 行為 「 土 」 ； 生 肖 屬 蛇或 馬 ， 則 所 對 應 的 五行 為

「火」；生肖屬羊，則所對應的五行為「土」；生肖屬猴或雞，則所對應

的五行為「金」；生肖屬狗，則所對應的五行為「土」；生肖屬豬或鼠，

則所對應的五行為「水」；倘使生肖屬牛，則與「生命宮」相對應的五行

為「土」。利用圖二，便可很快得知上述的對應關係。 

身體宮 

「身體宮」（lus）是用來推算身體健康狀況或疾病的因子。「六十甲

子」中每一年的「身體宮」所對應的五行元素必須以表一所列的五行關

係，亦即「己」、「母」、「子」、「敵」和「友」的關係來推算。根據

《如意寶樹》和《月光》的定義，木雞年（shing byi）、木牛年（shing 

glang）、木馬年（shing rta）、木羊年（shing lug）、水虎年（chu stag）、

水兔年（chu yos）、水雞年（chu bya）、水猴年（chu spre）、金龍年

（lcags 'brug）、金蛇年（lcags sbrul）、金狗年（lcags khyi）和金豬年

（lcags phag）等十二年的「身體宮」皆為「金」；其餘四十八年的「身體

宮」則視其所屬五行元素與這十二年之中同生肖之年的所屬五行元素之間

的關係決定。倘若這四十八年之中的任何一年所屬的五行元素與這十二年

之中同生肖之年所屬的五行元素之間的關係為「母」，則該年「身體宮」

所對應的五行為「木」；倘若這四十八年之中的任何一年所屬的五行元素

與這十二年之中同生肖之年所屬的五行元素之間的關係為「子」，則該年

「身體宮」所對應的五行為「水」；倘若是「敵」，則為「土」；倘若是

「友」，則為「火」。23 

                                                 
23 "mkhas pa'i zhal rgyan ji bzhin du / lus kyi lde mig bstan pa ni / shing gi byi glang shing rta lug 

/ chu yi stag yos chu bya sprel / lcags kyi 'brug sbrul lcags khyi phag / lus ni lcags yin the 
tshom med / 'di ni ma nor brtags byas nas / ma lus shing la bu lus chu / dgra lus sa la grogs lus 
me / "(Ibid. 5v4); 另參見Dieter Schuh, "Der Chinesische Steinkreis. Ein Beitrag zur Kenntnis 
der Sino-Tibetischen Divinationskalkulationen",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7 (1973), pp. 365-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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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舉一例：若問金雞年（lcags byi）的「身體宮」所對應的五行為何？

因金雞年所屬的五行元素為「金」，上列十二年中之雞年（木雞年）所屬

的五行元素是「木」，而「金」是「木」的「敵」24，依上文的定義，可知

與金雞年的「身體宮」相對應的五行為「土」，其餘類推。 

財帛宮 

「財帛宮」（dbang thang）主要用來推算財富與權力或魄力。「財帛

宮」的吉或凶表示當事人經濟或政治生活的興旺或衰退。根據《如意寶

樹》，「六十甲子」中的每一年皆可以「木」、「火」、「土」、「金」

和「水」五個元素其中之一配上十二生肖其中之一來表示。各年之「財帛

宮」所對應之五行元素即是該年所屬之五行元素。25表三是推算「六十甲

子」中每一年「財帛宮」的基本模式。此中必須注意兩點： 

一、基本模式中五行的順序必須依五行相互關係中的「子」關係排

列 。 表 三 中 五 行 的 前後 順 序 是 「 木 」→「火 」→「 土 」→「 金」→

「水」，因為「火」是「木」的「子」；「土」是「火」的「子」；

「金」是「土」的「子」；「水」是「金」的「子」，其餘類推。26 

二、每兩個相鄰的生肖應配上同一個五行元素：「木」配「鼠」與

「牛」；「火」配「虎」與「兔」；「土」配「龍」與「蛇」；「金」配

「馬」與「羊」；「水」配「猴」與「雞」；「木」配「狗」與「豬」；

「火」配「鼠」與「牛」。因為有五種元素和十二生肖，因此有六十種不

同組合，也就是「六十甲子」。27 

                                                 
24 五行之間的關係參見表一。 
25 "de nas dbang thang brtsi lugs ni / lo 'gros rnam pa bcu gnyis po / re rer 'byung ba lnga lnga 

yis / drug bcu tham pa'i gral rim ni / shing gi byi glang nas bzung ste / chu yi khyi phag thug gi 
bar / pho mo gnyis gnyis lus dang ni / dbang thang gcig par 'byung ba'i dbang / shing me sa 
lcags chu rim dang," dPag bsam ljon shing, 5r6.  

26 參見表一。 
27 參見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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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六十甲子」的「財帛宮」 

 
 
 
 
 
 
 
 
 
 

【表四】 陽年流年對應五行 

 

餘數 1 或 10 2 或 3 4 或 5 6 或 7 8 或 9 

判斷因子 己 母 敵 友 子 

 
 

【表五】 陰年流年對應五行 

 

餘數 1或2 3或4 5或6 7或8 9或10 

判斷因子 己 母 敵 友 子 

 
 

這「六十甲子」中的鼠年、虎年、龍年、馬年、猴年和狗年是「陽」

年；牛年、兔年、蛇年、羊年、雞年和豬年則是「陰」年。28每一年均以一

個五行元素和一個生肖來命名；如：木鼠年、木牛年等。從「六十甲子」

中每年的名稱便可直接得到「財帛宮」的五行元素。例如木鼠年的「財帛

宮」屬「木」，而火虎年的「財帛宮」則屬「火」，其餘以此類推。 

從表二的「六十甲子」可直接得到被推算者生年的「財帛宮」。譬

如：被推算者在水雞年出生，則其「財帛宮」屬「水」。若被推算者的生

                                                 
28 依西藏人的說法，女子生於陽年或男子生於陰年均屬不吉的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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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為火龍年，則其「財帛宮」屬火。生年的「財帛宮」可從表二直接獲

得，「流年」（gnam lo）的「財帛宮」則必須經過簡單的數學運算，才可

得知。《如意寶樹》對於「流年」的「財帛宮」的算法說明非常簡略，初

學「漢藏命理學」者不易理解。29今另詳細說明如下： 

若被推算者「流年」的年齡為39，應以下列方式尋求餘數：39 - 10 x 3 
= 9。餘數9是用來判斷此人「流年財帛宮」的依據（餘數不可為零，必須

是1到10的任何一個數字）。若年齡為30，則餘數為10（30 - 20 x 1 = 
10）；若年齡為31，則餘數為1（31 - 10 x 3 = 1）；若年齡為32，則餘數為

2（32 - 10 x 3 = 2）；若年齡為33，則餘數為3（33 - 10 x 3 = 3）；若年齡

為34，則餘數為4（34 - 10 x 3 = 4）；若年齡為35，則餘數為5（35 - 10 x 3 
= 5）；若年齡為36，則餘數為6（36 - 10 x 3 = 6）；若年齡為37，則餘數為

7（37 - 10 x 3 = 7）；若年齡為38，則餘數為8（38 - 10 x 3 = 8），39歲的

情形已如上述。將這些餘數對照下列二表，便可得出此人「流年財帛宮」

所對應的五行。若「流年」是「陽年」，則用表四；若是「陰年」，則用

表五。 

例一：某人於「流年」金雞年58歲，試推算其「流年財帛宮」： 

答：58 - 10 x 5 = 8（餘數），金雞年為「陰年」，依表五，餘數為8
時，其判斷因子為「友」；與金雞年關係為「友」的五行元素為「水」，

故此人於58歲時的「流年財帛宮」所對應的五行為「水」。 

例二：某人於「流年」火虎年32歲，試推算其「流年財帛宮」。 

答：32 - 10 x 3 = 2（餘數），火虎年為「陽年」，依表四，餘數為2
時，其判斷因子為「母」；與火虎年關係為「母」的五行元素為「木」，

故此人於32歲時的「流年財帛宮」所對應的五行為「木」。 

                                                 
29 "brtsi bya'i dbang thang ngos bzung lugs / gnam lo shar ba'i lo de pho / gcig bcu rang la gnyis 

gsum ma / bzhi lnga dgra la drug bdun grogs / brgyad dgu bu ru shes par bya / gnam gyi lo de 
mo shar tshe / gcig gnyis rang la gsum bzhi ma / lnga drug dgra la bdun brgyad grogs / dgu 
bcu bu ru shes par bya," sPag bsam ljon shing, 5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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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勢宮 

「運勢宮」（klung rta）主要用以推算運氣或機運，含涉天時、地利與

人和三方面。無論是《如意寶樹》或《月光》，對「運勢宮」的定義都相

當一致：在「六十甲子」中，虎年、馬年和狗年所對應的「運勢宮」為金

猴 年 的 「 金 」 ； 豬 年、 兔 年 和 羊 年 所 對 應的 「 運 勢 宮 」 為 火 蛇年 的

「火」；鼠年、龍年和猴年所對應的「運勢宮」為木虎年的「木」；雞

年、牛年和蛇年所對應的「運勢宮」為水豬年的「水」。上面提到可做為

「運勢宮」的五行元素中獨缺「土」。為此《如意寶樹》定義了四個稱為

gshes的年份，亦即龍年、兔年、狗年和牛年，其「運勢宮」的五行也可以

是「土」。30 

 
 

【表六】 六十甲子配四宮及五行 

 

 木鼠年 木牛年 火虎年 火兔年 土龍年 土蛇年 金馬年 金羊年 

生命宮 水 土 木 木 土 火 火 土 

身體宮 金 金 火 火 木 木 土 土 

財帛宮 木 木 火 火 土 土 金 金 

運勢宮 木 水 金 火 木 水 金 火 

 
 

表六列舉「六十甲子」中前八年配上「生命宮」、「身體宮」、「財

帛宮」、和「運勢宮」四宮後，各宮所屬的五行元素。依表六所示，木鼠

年「生命宮」的五行屬「水」，「身體宮」屬「金」，「財帛宮」屬

                                                 
30 "klung rta ngos 'dzin bstan bya ba / stag rta khyi gsum klung sprel lcags / phag yos lug gsum 

klung sbrul me / byi 'brug sprel gsum klung stag shing / bya glang sbrul gsum klung phag chu / 
gshed bzhir sa yis bsab pa'ang yod," dPag bsam ljon shing, 5v2; 另參見Dieter Schuh, "Der 
Chinesische Steinkreis, ein Beitrag zur Kenntnis der Sino-Tibetischen 
Divinationskalkulationen,"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7, pp. 368-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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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運勢宮」亦屬「木」。其餘各年的四宮及所屬五行皆如表六所

示。「六十甲子」配上前述四宮的完整表請見附表一。 

在「漢藏命理學」中，不僅「六十甲子」中的每一年各有所屬五行，

年以下的每一月、每一天和每一時辰也都各對應一個五行元素。因此，在

「漢藏命理學」中，「時間」與物質世界具有相似特性，都是由五種元素

組成，而不是一個抽象概念。「過去」、「現在」和「未來」在「漢藏命

理學」乃是由五種元素和元素間的關係──「己」、「母」、「子」、

「敵」和「友」──相互交織，而形成「時間相續」。試舉「流年占」為

例：若被推算者的「財帛宮」在「過去」的「生年」屬五行中的「木」，

而此人的「財帛宮」在「現在」的「流年」屬「水」，則是「大吉」之

相，因為「水」是「木」的「母」，而「母」在所有五行關係中屬「大

吉」。此時，命理師會擺放三顆白色小石，以記此人流年的命相。五行關

係之「吉」與「凶」請參表七。 

 
 

【表七】 吉凶推算表（O代表白石頭，X代表黑石頭） 

 

五行 
關係 母 友 己(土) 己(水) 子 己(火) 己(金) 己(木) 敵 

黑白 
石頭 OOO OO O O OX X X X XX 

吉凶 吉  ←     →  凶 

 
 

除了前述基本原理之外，為了符合實際推算的需要，「漢藏命理學」

的體系在應用上發展出將近五百種元素或專門術語。各專門術語均以五行

元素表示，以作為斷定吉凶的依據。同時，各專門術語均可應用在各種不

同的推算法上，且在占卜各種事件吉凶時都各具特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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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目前仍在藏區傳佈的「漢藏命理學」內容頗為龐雜，除了包括各種與

實際情況配合的推算法之外，並且結合佛教教義以及民間信仰等內容。實

際操作時，通常由格西或學有專長的喇嘛進行命理推算。命理師在推算之

前通常先施行灑淨、除障等佛教儀軌，並對當事人曉以佛法大義，然後依

照當事人所出生的年、月、日、時辰，以推算吉凶。如遇「凶相」，格西

或喇嘛會根據算書上所載指示，施行一種稱作gTo的消災儀軌，以為對治。

gTo是一種融合佛教、西藏苯教以及印度、中國民俗與信仰的消災儀軌。除

了消災儀軌之外，算書上並且記載唸誦佛教經典和密續咒語、建造佛像、

放生、布施等對治法門。命理師在進行命理推算的同時也傳播佛教教義，

引領藏人向佛、學法。經由這種方式，「漢藏命理學」成為一種與市井小

民宗教生活互相結合的學科。 

「漢藏命理學」中最核心的原理──五行的生、剋──雖然與「中國

命理學」密切相關，但是經過長時間的演變與發展，「漢藏命理學」在所

使用的占卜方式、所占的內容，以及做為對治法門的消災法術等方面，都

極具「西藏」風格。對於學者而言，研究「漢藏命理學」最重要的意義在

於藉此可認識西藏佛教與不同文化交涉的情形，以及西藏佛教為西藏民間

所接受的方式和其所呈現的內涵。除此之外，「漢藏命理學」的相關文獻

對於西藏人民的生活方式與內容、社會結構與價值觀、西藏人與其生存環

境──原始而嚴峻的大自然──互動的情形均提供豐富的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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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五行與「六十甲子」 

 1 2 3 4 5 6 7 8 
 木鼠 木牛 火虎 火兔 土龍 土蛇 金馬 金羊 

生命宮 水 土 木 木 土 火 火 土 
身體宮 金 金 火 火 木 木 土 土 
財帛宮 木 木 火 火 土 土 金 金 
運勢宮 木 水 金 火 木 水 金 火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水猴 水雞 木狗 木猪 火鼠 火牛 土虎 土兔 金龍 
金 金 土 水 水 土 木 木 土 
金 金 火 火 水 水 土 土 金 
水 水 木 木 火 火 土 土 金 
木 水 金 火 木 水 金 火 木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金蛇 水馬 水羊 木猴 木雞 火狗 火猪 土鼠 土牛 
火 火 土 金 金 土 水 水 土 
金 木 木 水 水 土 土 火 火 
金 水 水 木 木 火 火 土 土 
水 金 火 木 水 金 火 木 水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金虎 金兔 水龍 水蛇 木馬 木羊 火猴 火雞 土狗 
木 木 土 火 火 土 金 金 土 
木 木 水 水 金 金 火 火 木 
金 金 水 水 木 木 火 火 土 
金 火 木 水 金 火 木 水 金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土猪 金鼠 金牛 水虎 水兔 木龍 木蛇 火馬 火羊 
水 水 土 木 木 土 火 火 土 
木 土 土 金 金 火 火 水 水 
土 金 金 水 水 木 木 火 火 
火 木 水 金 火 木 水 金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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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土猴 土雞 金狗 金猪 水鼠 水牛 木虎 木兔 火龍 
金 金 土 水 水 土 木 木 土 
土 土 金 金 木 木 水 水 土 
土 土 金 金 水 水 木 木 火 
木 水 金 火 木 水 金 火 木 

54 55 56 57 58 59 60 54  
火蛇 土馬 土羊 金猴 金雞 水狗 水猪 火蛇  
火 火 土 金 金 土 水 火  
土 火 火 木 木 水 水 土  
火 土 土 金 金 水 水 火  
水 金 火 木 水 金 火 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