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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学科视野下发现新材料、发明新方法、解决

新问题，是近代以降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理念，王国

维、陈寅恪、梁启超等大师业已创调于前；将古典文

学与历史学、哲学，以及新兴的现代地理学、传播

学、艺术学等学科相结合，形成众多研究方向，现代

学者亦纷纷践履于后。近年来，文学地理学方向的

学者率先引入量化分析、空间计算和可视化等技

术，或挖掘历代文学文献中的“系地”信息，或引入

空间批评理论，使得文学地理、文学地域、文学地

图、空间批评等概念日渐深入人心。①学界有识之

士意识到，在文学地理学发生上述化学反应、吸引大

量专业与非专业受众的背后，数字人文实为至关重

要的催化剂。②

随着数字人文理论边界的延伸和背景技术的创

新迭代，古典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仍在不断产生新的

可能。继文学地理之后，文学天文的关键技术门槛

不断降低，方法路径也初步显形，有望成为古典文学

的下一个崭新方向。对于文学天文研究的基础材料

即古典文学文献中天象描写记录(如日月、五星、二

十八宿等)的内容类型、具体挖掘利用方法等“技术

层面”问题，笔者已另撰文详述。③本文则拟结合文

学天文的学理资源，从理论思考层面整合串联海内

外现有的相关研究个案，并就天象模拟技术在文学

天文研究中的运用方向展开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文学天文研究的观念传统与学理资源

文学天文研究是在传统古典文学理论和现代文

学地理学(尤其是现地研究和空间批评)的相互激荡

下产生的。中国早期文学观念包含天文与人文两个

层面，且前者是后者的重要逻辑前提与基础。④《尚

书》关于“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

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论述，早已揭示出“诗言

志”重大文学发生命题背后天文与人文相互和谐的

内涵。《文心雕龙·原道》云：“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

以成化。”又云：“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

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

文也。”⑤刘勰在《周易》基础上创造性地引入“江山之

助”，将天文、人文和地文并列，为中国古典文学发生

学建立了正式的理论源头。⑥无独有偶，早期天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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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学说也确立了天文、地域、人事之间的明确对应关

系，在汉代以后和地域文学产生关联，衍生出一系列

有意味的文学意象和天命叙事方式，最终催生出了

传统地理诗学。⑦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基
于中西宇宙论差异提出中国诗学的“非虚构传统”命

题，他认为中国古人对文学“自然之文”属于自然宇

宙(而不是摹仿自然宇宙)的认知决定了“物色”(感物)
理论的形成，甚至对律诗的形式与情景结构也产生

了重大影响。⑧若从文学史角度观察，《诗经》中“三

星在天”“月离于毕”等写实画面，⑨《离骚》《天问》中

“上下求索”“呵壁问天”的浪漫场景，⑩乃至汉赋中普

遍存在的天人感应与谶纬因素，都是早期文学创作

中天文意象普遍运用的显著证明。受到经学尤其是

今文经学“天人感应”传统观念的影响，《诗经》中的

天文因素最早引起学者的注意，宋人王应麟的《诗经

天文编》(《六经天文编》之一)、清人洪亮吉的《毛诗天

文考》、雷学淇的《古经天象考》(附《图说》)，都是在经

学背景下开展天文探究的尝试。

因文学天文研究需要时间、地点等空间要素作

为前提条件，可以说，它先天就具有文学地理研究的

基因。自 20世纪 70年代西方人文学科的“空间转

向”崛起以来，文学地理学和空间批评的诸多学派应

运而生，并迅速传入中国。不论是陶渊明的田园还

是杜甫的草堂，都纷纷被纳入学者努力建构的文学

地理空间，甚至已成为可视化文学地图上的别样景

观。不过，若要尽可能完整地建构文学作品创作现

场的“第一空间”，除了应考虑道路山川等地理信息

之外，日月星辰等天文意象也是不可或缺的。文学

天文的有关概念和方法，就这样在文学地理“现地研

究法”的直接影响下产生了。

现地研究法是简锦松教授创立的古典文学研究

专名，在海内外颇有影响力。近年现地研究“明清水

陆路程与文学”平台的发布、清华大学数字人文“现

地研究工作坊”等多所高校学术普及活动的举办，为

学界了解其理念旨趣提供了窗口。所谓现地研究，

就是“回到作品现场，在当时语境和实际山川中，找

到被研究作品的真实”的研究法。因现地研究多利

用现场考察、卫星地图、GPS等技术手段，近年又颇

重视地图GIS数字化，学界一般将其归属于文学地理

学范畴。不过，与既有文学地理研究相比，现地研究

法在基础数据生成和作品细读手段方面都有不少进

步创新之处：在基础数据方面，它更加重视对文学创

作现场的全方位实地考察与数字化精确测量；在作

品细读方面，它主张不限制学门界限，凡有利于作品

细读的研究方法，不论天文、历法、地理、官制、度量

等等，均主动加以综合取用，因此形成了一批能够深

入文学创作现场空间的精彩研究个案。在使用天文

月相计算等手段重建杜甫《一百五日夜对月》《观公

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夜二首》《夜归》等诗现场情

境、重订杜甫夔州诗编年的若干案例中，Stellarium、

Starry Night Pro天文软件与现地考察的精彩搭配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为古典文学天文研究的

独立实践提供了最佳的示范样本。

值得指出的是，一些西方经典作家作品中也具

有文学天文的重要因素。坎伯兰·克拉克(Cumber⁃
land Clark)曾说：“伽利略发现了天空的真容，而莎士

比亚则诠释了它的美丽。”(“Galileo read the open vol⁃
ume of the sky，while Shakespeare described its beau⁃
ties to enrich his verse.”)莎士比亚对日月食、彗星、

流星等天象的采择书写远超过同时代所有作家，这

正是学者得以巧妙利用《李尔王》中日食描写来考证

该剧创作时间的原因。无独有偶，英国维多利亚黄

金时代飞速进步的天文学不仅重构了人们对宇宙天

空的认识、颠覆了传统星占学，还极大改变了文学的

叙事视角与空间，而这种改变在一流作家如德昆西

(De Quincey)、丁尼生(Tennyson)、艾略特(Eliot)、哈代

(Hardy)的作品中都有深刻的体现。

最后，天文考古学、历史年代学、文化天文学的

有关经验也是文学天文研究开展独立实践的重要参

照系。在西方学界针对古希腊、印加等文明遗址天

文遗迹(学界一般用“巨石阵”代称这类遗迹)的田野

考古研究中，现代天文软件曾发挥特殊作用。在我

国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中，历史年代学运用天文方

法分析“天再旦”“岁鼎”等重大问题，取得了令世人

关注的成果。学者对山西陶寺遗址天文台的复原

研究，综合利用了天文学计算、天文学史文献考证和

实地观测检验等方法，被席泽宗院士誉为“中国考古

天文学的真正开端”。我国台湾学者黄一农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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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研究，采取“从天文到人文”的独特文化视角，

对文学天文研究也颇具启发意义。

二、文学天文的研究对象与个案探索

文学天文研究的是文学与天文之间的关系与影

响，其中最为重要的具体问题，一是作家和读者的

天文时空观念和时代背景，即形成“文学——天文”

这一诗性关联的方式，对应的是文学天文的“外层

空间”；二是作品天文意象(天象描写)的虚实判断和

原型批评，对应的是文学天文的“内层空间”甚至是

“原型空间”。

(一)文学的天文：作家的天文时空观念和时代

背景

古典文学研究归根到底是“人”的研究，即将作

家、读者放在其所属的特定时代与空间去给予了解

之同情。文学天文应坚持文学史研究的此一原则，

并汲取文学地理研究的一些经验教训，重视对作家

时代观念背景的关注。古人重博通，以博学为诗

文。今人治学受学门所限，学问广博难免逊色古

人。其实，古人以学入文往往缘于一些关键因素的

触发，不明于此，便无法缘文而知人。触发古人以学

入文的因素甚多，而最为人所瞩目、也最晦涩难解的

便是地理与天文。明末大儒顾炎武曾说：“三代以

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

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

伏晨’，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

不知者矣。”(《日知录》卷三〇)清末学者雷学淇也说：

“学者戴天履地，日读古圣贤书，而经传所言若天象、

若地理竟茫乎不解其何谓，此亦士之耻矣!”(《古经天

象考》卷首)在以往天文学、历史学和文学研究者的

成果中，我们偶尔能够看到一些知识史、观念史层面

的思考。李月白、江晓原等天文学家在采用天文学

史视角、运用天文软件模拟验证唐代诗人卢仝《月蚀

诗》之后纷纷感叹说：“这样一个独特的题材、独特的

篇章为何出现在唐代?唐代文人群体中的天文学知

识、意识到底怎样?卢仝的生平中未见马迹蛛丝，其

天文学造诣从何而来?”虽然对上述问题未展开进

一步讨论，但作为专业天文学者，他们已经敏锐注意

到了文学作品天象描写背后的时代观念和文人知识

结构等问题。西方汉学界对这些问题也有所关注，

丹尼尔·摩根(Daniel Patrick Morgan)指出在中国古代

“多数天文学家并非专精者而是博学者”(“Most as⁃
tronomers were neither professionals nor specialists
but polymaths”)。这一前人有趣论断的基础上，深

度结合数字人文计量分析和古典目录学，用可视

化方法呈现了早期中国天文学家的博学结构和社

会网络。

我国古典文学界对经典名家作品中的文学天文

时空观念也进行了一些自觉和不自觉的个案探索。

众所周知，屈原是第一位大量描写天文意象的经典

作家，他对战国分裂时期各国天文知识碰撞的亲身

体会(他曾出使齐国，接触稷下学宫流行的早期谈天

之说)促使他在浪漫壮阔的宇宙天文舞台布景上创

作出《离骚》《天问》《招魂》等史诗作品。华裔诺贝尔

奖获得者李政道认为《天问》是“以气势磅礴的诗句

写成的最早的宇宙学论文之一”。学者对《远游》等

楚辞作品空间虚实的感悟，也因立足于时代天文观

念分析而令人耳目一新。唐宋以降，日月星辰天文

意象仍广泛存在于经典诗词作品当中，目前已成为

古代文学专业硕士论文选题的热门素材，可惜这些

论文普遍存在方法老套、结论简单等问题。近来值

得注意的几则个案发现，均沿着“作品——作家/读
者——时代”维度展开，例如：从《记梦》《月蚀诗》等

诗中的天象书写可抉发韩愈因不阿附官场而与翰林

学士职位失之交臂的一段不为人知的心态纠葛，更

能由此切入韩孟诗派奇崛诗风的建构传承等重大文

学史问题；结合古人星占观念流变、利用天象模拟

技术挖掘元末明初杨基《梁园饮酒歌》“我生之辰木

入斗”诗句中的天象信息，可得出诗人出生于至顺二

年(1331)，从而解决长期争讼纷纭的杨基生年公案；

从岁时历法比较、不同时代时令观念变化等角度入

手，可破解长期困扰文学界的《诗经·豳风·七月》天

文历法难题。以上几则案例或探究作者心态，或穷

委文学流派，或考证作家生年，或解决学术公案，已

经展现出文学天文时空观念研究的创新潜力和多维

面向。

(二)文学中的天文：天文意象的真实与虚构

文学意象的虚实是区分空间批评取向、影响学

者研究路径的重要因素。韦斯特法尔 (Bert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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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phal)的“地理批评”围绕真实与虚构两个维度来

理解空间，而文学地理学也习惯将文学作品的地理

空间析分为第一空间即客观存在的地理空间、第二

空间即作家建构的审美空间、第三空间即读者在接

受第一、第二空间基础上形成的联想空间。学者把

握以上三大空间的基础前提，是对第一空间“一元”

现实性和第二空间真实与虚构“二元性”的深刻理解

与洞察。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天文意象众多，有在经

意或不经意间写实的，有纯属用典或干脆虚写的，甚

至还有高度融合写实与用典的，它们共同塑造了文

学天文的多维度空间，或可笼统称之为“内层空间”；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殊意象则可进一步归入文学

原型即“原型空间”的范畴。因此，辨别文学作品的

空间虚实应是学者开展文学天文研究的前提工作。

早期文学作品中的天文意象多与神话传说关系

密切，体现出浪漫、隐喻的诗性特征。以最著名的牛

郎织女意象为例，学者们对其原型的判断不尽相同，

但他们综合利用二重证据法和民俗学田野调查的方

法路径则颇有异曲同工之处。近来有学者另辟蹊

径，从星象观测和星座认知之间差异的角度入手，结

合画像石等出土文物对河鼓织女、牵牛婺女两组概

念之间的交叉流变提出新解，其方法对于文学天文

原型空间的溯源考证研究颇有参考价值。唐宋以

降直至明清，作家的时空编年系地观念不断增强。

在挖掘文学作品中系地信息、回归创作现场鲜活样

态等方面，文学地理学和现地研究也已积累了非常

丰富的经验，而天象模拟技术的介入终于为“内层空

间”的还原弥补上最后一个缺环。使用天文软件计

算李白争议长篇《南奔书怀》所写“太白夜食昴”天

象，可发现该天象恰好发生在永王李璘败死当日，属

确凿无疑的写实意象而不是对“太白蚀昴”典故的简

单套用。这一发现揭示出李白晚年一个素不为人所

知的、高度融合写实与用典的重要创作现场，为他究

竟何时脱离永王李璘叛军这一公案画上了句点，也

为他在“安史之乱”后诗风的重大转变问题提供了新

材料。

与地理意象更多体现空间性不同，天文意象的

背后是空间和时间的交汇统一。作家可以在文学创

作现场找到人文与天文的具体或象征性的表达，而

读者(研究者)也可在时空交汇的“空间穿越”体验中

作出有意味的接受和阐发。使用天文软件还原清代

黄景仁(黄仲则)代表作《癸巳除夕偶成》的创作现场，

可发现该诗“一星如月看多时”句中的“一星”并非抽

象虚构的“孤星”，而是当夜恰逢大距、在无月晦日显

得异常明亮的、现实中的金星(图 1)。诗人目睹金星

骤明之时产生的“忧患潜从物外知”心理，或如同时

代读者吴山锡早已指出过的那样，隐含着时人对白

莲教利用太白金星信仰结社起事的普遍担忧。同

样地，利用天文软件考察明末文坛领袖钱谦益崇祯

十一年戊寅出狱南归前于中秋节(1638年 9月 22日)
所作“举酒向街北，天狼角差差。荧惑仍在庙，卷舌

光未衰”一诗的创作现场，可见当天日落后荧惑位于

斗宿躔度内(图 2)，天街、卷舌、天狼等星座也陆续升

起。在古人星占观念中，卷舌代表谗言者，天街南

北象征华夷分界，天狼明亮预示夷狄入侵，而荧惑入

斗更是仅次于荧惑守心的大凶之象，素有“荧惑入南

图1 清黄景仁《癸巳除夕偶成》天象模拟图(局部)
时间：1774年2月10日 地点：江苏武进

图2 明末钱谦益《中秋夜饯冯尔赓使君于
城西方阁老园池……》天象模拟图(局部)

时间：1638年9月22日 地点：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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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天子下殿走”的典故。诗人对“卷舌光未衰”天象

的关注应与自身蒙冤遭际相关，但对天街、天狼及荧

惑入斗等天象的描写又有何目的呢?破解此一问题

的关键在于时间。查《清实录》，当年八月六日(1638
年 9月 13日)，“吴拜、沙尔虎达率前锋兵四十名、蒙

古兵四十名至红山口，遇明千总二员、兵百人，击斩

两千总，获马二。又败明罗文峪兵五百骑，获马四十

一、大纛二。又败密云步兵一百二十人，并八队逻

卒，尽歼之”。这场发生在京畿昌平、密云等地的前

哨战实为清兵大举入塞的前奏。十七日后，皇太极

发布征明令，清兵绕道经密云墙子岭等地深入明境，

一直攻陷山东济南府。钱谦益此诗作于“戊寅之变”

京畿前哨战九日之后的北京城内，诗中使用荧惑入

斗等意象的写实目的也就不言自明了。

与单次偶发天象(个案)不同的是系列天象(群案)
的研究，其特殊性在于可以有效建立“排他性”、明确

“规律性”。周期规律是日月星辰天体运行的时间性

自然法则，而天象群案背后反映的正是文学史上的

一个又一个具有人文性的共有空间与精神家园。使

用天文软件模拟考证历代诗词作品中频繁出现的

“参横”天文意象，结合参宿升落周期计算，可证明初

夏至初秋时节文学作品中的“参横”意象多属虚写，

从而为我们从时间、空间双重维度体悟苏轼《六月二

十日夜渡海》等众多名家名作建立了新的可能。

学者从事作品天文意象的挖掘研究，关键在于

灵活运用个案验证和规律分析，从而融合时间、空间

两大维度，求得“十分之见”，拿出经得起重复实验的

准确结论，避免望文生义、随意附会之失。

三、天象模拟技术的运用及其发展方向

所谓古典文学天象模拟，是指在挖掘作家、作品

时间与空间(地点、方位等)的基础上，使用天文软件

计算、模拟等方式还原古典文学作品创作现场的日

月星辰等天象，并加以可视化呈现。随着数字人文

技术的不断进步，原本只能由天文学家使用专业天

文程序进行的计算，如今利用Stellarium、Starry Night
Pro、SkyMap等交互性“准专业”三维可视化天文软件

也可以迅速实现。以巴黎天文台工程师 Fabien
Chéreau等人领衔开发的Stellarium天文软件为例，软

件已内置Δt岁差纠正和中国古代星座文化数据(基

于伊世同《中西对照恒星图表》)，近年又新增了本地

时区真太阳时自动换算功能，这使得文学天文研究

者只需要对软件进行简单初始化设置，随后输入时

间、地点即可迅速获得直观的天象模拟显示效果。

例如，明人郑之惠、清人张尔岐都曾对苏轼《赤壁赋》

所记“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这一天象

描写产生怀疑，二人各自使用传统天文推步法计算，

郑之惠认为当夜月出女、虚二宿之间，而张尔岐则认

为在室、壁二宿之间，这令不熟悉天文算法的现代学

者简直茫然难以适从。不过，学者若使用Stellarium
软件输入《赤壁赋》的创作时间(元丰五年七月既望，

即1082年8月12日夜)、地点(黄州)，软件便可立即呈

现出当夜月出东方、居于室壁之间的情景，这说明清

人张尔岐的计算才是正确的。虽然郑之惠的计算虽

然错误，但他同时提出“或曰：斗牛，吴越分野，指出

东方言也”作为别解，简锦松教授亦结合天文软件计

算与分野观念考证，认为此处“斗牛”为吴越分野即

东南方向的代称。再如，黄一农教授曾利用专业天

文程序验算历代正史中的“荧惑守心”记录，据以探

究背后的伪造天象事件和政治观念问题。所谓“荧

惑守心”，即火星在顺行、逆行转换期间恰好停留在

心宿宿度内，是古人星占观念中的大凶之象，往往直

接引起政治风波与朝廷人事动荡。对史书中“荧惑

守心”记录的计算验证，如今初学者利用 Stellarium
之类软件也可轻松完成了。

不断降低工具的技术门槛和使用者对专业计算

能力的依赖，是数字人文的应有之义和必由之路。

文学地理研究之所以能取得迅速发展，GIS文学地图

的革新和初学者学习门槛的降低都是非常重要的因

素。从笔者与团队同仁近年在海内外多所高校开展

数字人文课程教学活动的经验来看，经过若干课时

知识教学和操作训练的本科生均可初步掌握天象模

拟技术方法，一些学生还能够以此为基础自主申请

项目、发表论文。在高中地理课堂上，天文软件的运

用如今也已愈加普遍。既然天象模拟技术的专业

门槛已经降低到大学生和中学生皆可接受的标准，

那么，该技术是否已成为一种可行的数字人文跨学

科研究方法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们认为，运用天象模拟技术开展文学天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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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应围绕以下几个方向展开探索：

一是求实。学者要储备一定的天文学史等跨学

科基础知识，做到将文学天文研究与天文学史、科技

史研究紧密参证。历代正史《天文志》和现代天文学

史专家编纂的《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诸史天象

记录考证》《中国天文学史大系》等文献都是文学天

文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在具体研究工作中，要注

意避免以下两个误区：一是避免仅使用天象模拟结

果作为孤证。例如，有学者曾依据《明儒学案》成书

时恰逢“五星聚牛女”天象这一传说，使用StarCalc天
象馆星图软件计算推算该书的成书时间。所谓“五

星聚”，也称“五星连珠”，指的是金、木、水、火、土五

星合宿的现象(“五星聚牛女”即合宿于牛、女分野)，
这在古人观念中是非常吉利的重大天象。然而天文

学史学者赵江红指出，五星合聚时的彼此距离尚无

统一判别标准，在《天文志》和清人历书中也缺乏相

应印证记录，故该项研究所采用的技术方法是存在

问题的；二是避免过度相信《天文志》记录而不加以

天象模拟验证。正史《天文志》素以史料权威性和记

录连贯性著称，但前人缺乏系统校勘的技术条件，故

文本讹误积累较多。有学者曾考证李白争议名篇

《胡无人》中“太白入月敌可摧，敌可摧，旄头灭”天象

即《旧唐书·天文志》所记“至德元载十一月二十六

日，荧惑、太白同犯昴”，据此对该诗创作时间和本事

主旨提出新解。然而根据Stellarium天文软件模拟

计算，当日金星(太白)在虚宿，火星(荧惑)在壁宿，并

未合宿于昴(图 3)，故《天文志》的上述记录恰恰是错

误的。使用错误的天象记录进行文学作品本事考证

而未能检验核实，结论自然南辕北辙。

二是求广。学者应深度利用数据库、文本挖掘、

语义分析等技术，实现对天象描写信息的“远读”和

自动标记呈现。古典文学文献中的海量天象描写记

录属于典型的离散化信息，前人从未加以关注和搜

集整理，故这些记录仍像密码机(Enigma)生成的加密

情报片段能够被公开传送一般，横亘在一篇篇经典

的、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中，被有意无意间忽略，其

价值未能得到充分揭示。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陈

寅恪《柳如是别传》是古典文学诗史互证、发抉隐微

的典范著作，书中依据柳如是与陈子龙的一系列唱

和诗篇得出二人“自崇祯五年至崇祯七年冬……情

感虽甚挚，似尚未达到成熟程度；崇祯八年春季并首

夏一部分之时，此期两人实已同居”的结论。在被

明确考证为崇祯七年(1634)写给陈子龙的《长歌行》

篇末，柳如是这样写道：“怅矣霜露逼，灵药无馨香。

望望西南星，独我感乐方。”前两句自比嫦娥、自诉

凄凉之苦，末句却流露庆幸之感，其转折显然在“望

望西南星”一句。为何遥望西南之星便可宽解自身

的凄苦情怀?今按，从柳诗“秋岩”“秋云”“霜露”“明

月”“西山微”及陈子龙所作同题唱和诗中“仲秋”“明

月”“露已深”“秋风”“草衰”等写实性意象推测，二诗

图3 唐至德元载十一月二十六日天象模拟图(局部)
时间：756年12月22日 地点：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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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时间应在崇祯七年八月望日即中秋前后。据明

代历法计算，当年八月望日恰为白露日，完全吻合

“仲秋”“明月”“霜露”等意象描述。试将该日期

(1634年 9月 6日)、创作地点(松江，今属上海)作为参

考值输入Stellarium软件进行天象模拟，发现日落后

牛郎、织女二星恰是西南方天空上最明亮、也是最明

显的两颗星，想必诗人一眼便可望知(图 4)。作为恒

星，牛郎、织女在相邻数天内仅会有较小的升落时间

差异，因此柳如是所写“西南星”应即牛郎、织女二星

无疑。在二人“情感虽甚挚，似尚未达到成熟程度”

的时刻，柳如是借“牛郎织女”星象密码委婉表达对

陈子龙的爱慕情怀，使得这首《长歌行》成为陈柳爱

情历程中颇具审美意味的作品，惜《柳如是别传》于

此未能措意。类似“西南星”这种看似平淡无奇的离

散化、边缘化信息，在古典文学文献中不知凡几，唯

有利用天象模拟技术才能让数百年后的读者穿越时

空，在乐府诗“用旧题”与“写今事”之间感知陈柳爱

情那虚实相间的空间；若非采用文学天文研究手

段，这种对“边缘活力”有意味的感知或许是无法实

现的。将类书、韵书等文献中有关天文的词条集中

数字化，再利用大型古籍全文数据库进行文本挖

掘，那些分散在各家作品中的离散化天文意象可得

到前所未有的“重新关联与结构化”，从中更可梳

理出我国古典文学天文意象的观念史与接受史。

此外，这些数量庞大的天文意象资料还可使用知识

图谱技术加以整合，与地理、编年等信息一同成为智

慧化古籍平台知识库自动标记和超文本互文阅读的

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为学者破除障碍、发现线索提供

极大帮助。

三是求新。研究者应围绕研究目的灵活使用各

类软件技术工具，并借助VR虚拟现实等技术探索更

先进的、多终端的研究结果可视化呈现途径。软件

工具方面，除前述Stellarium、Starry Night Pro、SkyMap
等主流的准专业天文软件之外，举凡各类星图计算

程序、日食计算器、虚拟天文台、历法转换工具等均

可加以利用。在可视化呈现方面，因学界主流文学

地理平台基本依赖于GIS方案开发，如“唐宋文学编

年地图”和“明清水陆路程与文学”分别使用百度地

图和Arcgis online叠加经结构化的文人行迹KML文

档，而“学术地图发布平台”则基于GeoNode系统提

供用户自定义创建地图和图层功能。它们通过图

层套叠来呈现各种地理信息(如数字化的历史地图、

卫星山川地图、交互点击式的实地照片等)，最终效

果是鸟瞰式的、平面式的，在文学作品现场的三维真

实还原方面仍留有遗憾。笔者与团队同仁开发的

“古典文史天象模拟平台”(第一期)，借助 Stellarium
官方提供的数据汉化接口，已探索出基于网页端的、

可供API调用的文学天文研究平台。使用者仅需

图4 明末柳如是《长歌行》天象模拟图(局部)
时间：1634年9月6日 地点：上海松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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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时间、地点等基础信息，平台可自动生成相应的

三维可视化页面 API链接以供学术研究或终端呈

现。下一步，平台还将开发相应的VR虚拟现实接

口，兼顾文学作品的地景建模与天象模拟，使得文学

天文与文学地理的可视化呈现首次实现深度融合。

可以预期，该平台的最终完成将为文学天文研究提

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更加便利学者研究成果的呈现

发布与融媒体传播。

结语

作为古典文学与数字人文交叉研究所产生的

崭新方向，文学天文研究的潜力是毋庸置疑的。它

所依赖的天象模拟技术，有望成为继GIS地理信息

系统之后对古典文学研究影响最大的数字人文新

技术之一。

虽然古典文学天文研究这一概念是由本文首次

提出，但学界在这方面已然作出了一些自觉或不自

觉的探索。从文学地理到现地研究，再从现地研究

到文学天文，这一探索历程反映出古典文学实证研

究的空间意识在加强，空间维度在增加，技术手段也

在持续更新迭代。“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这一古老而

深刻的人文信条，有望随着文学天文研究的进展而

在数字人文时代重新焕发光彩。倘若在不久的将来

产生一个名为“文学天文学”的学科方向，相信读者

也不会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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