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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水漏潛行中國？＂

——追溯兩類印度漏壺傳入漢地的歷史＊

周利群

北京外國語大學

摘 要：本文討論印度和中國歷史上的兩類印度漏壺。其中的泄水型漏

壺（梵 Na<;lika/ Nalika)' 存在於印度公元前五世紀到公元後五世紀之間

的文獻中。《虎耳譬喻經》（梵 Sardulakar,:iavadana) 的知名漢譯《摩登

伽經》，義淨撰《南海寄歸內法傳》記載了此種泄水型漏壺。追遡回印度

的話，《占星吠陀支》（梵 Ved画gajyoti$a) 和《利論》（梵 Artha碩stra)

中的泄水型漏壺與之一脈相承。相應地，進水型漏壺（梵 Ghatika)，在

公元五世紀到公元十九世紀的印度南北廣泛使用。在印度，最旱的進水型

漏壺記載于《阿耶波多歷數書》（梵 Aryabhatasiddhanta)。在中國，最

旱的印度進水型漏壺的記載見於《南海寄歸內法傳》。晉朝東林寺僧慧遠

與慧要使用的蓮華漏，似乎是印度進水型漏壺應用於佛教僧人的日常生活。

元代日用類書《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中記載的｀｀刻漏捷法＂，具體描述了

士人製作印度進水型漏壺的方法。之後，《道藏》引入遣一文獻，罄稱是

全真教的發明，可謂是印度進水型漏壺的徹底中國化。

從文獻軌跡來看，印度的泄水型漏壺與進水型漏壺都有傳入中國。

進水型漏壺 (Ghatika) 的巧妙設計，在佛教僧人和其他士人中更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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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中國從漢至清官方使用的與百刻制對應的三四級泄水漏壺系統，印

度的漏壺有漏無刻，計時不夠精確，製作頗為簡易，始終流行於民間不

登大雅之堂。印度水漏在漠地的民間獲得一些受眾，卻遠遠沒到如機械

鐘錶一樣風靡神州上下，完全替代中國本土漏刻系統的程度。

闢鍵詞：漏壺、印度、中國、佛教、文化影響

水漏計時，操作便宜，無論晴雨晝夜都能使用。配合日晷計時，

水漏在近代機械鐘錶使用之前，在全世界使用非常廣泛。一般來說，

水漏鐘的漏壺被分為進水型 (Inflow water clock) 和泄水型 (Outflow

water clock) 兩類。佛教文獻中記載的進水型和泄水型漏壺，追溯起

來它們有一個印度的源頭。與古代中國自公元一世紀開始使用一直作

為主流的多級補償浮箭漏相比，印度的漏壺似乎更為簡單便捷。

1896 年，高楠順次郎翻譯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到英語世

界時，首次提到了佛教文獻中記載的上述兩類漏壺。 1995 年王邦維

出版的《南海寄歸內法傳》 2 的中文校注本，並沒有特別強調這一點。

＊本文受 2018 年國家社科基全冷門｀｀絕學＂和國別史等研究專項基全｀｀梵藏漢文佛

經中的時間測量文獻整理與研究＂ （項目號 2018VJX034) 與 2017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

目｀｀漢唐時期沿銓路傳播的天文學研究"(17ZDA182) 支持。衷心感謝上海交通大學鈕

衛星、關增建等諸位老師的批評指正；感謝英國劍橋李約瑟硏究所的諸位同仁給與的

建議和意見。感謝講座和會議上相遇的所有善知識。文章的錯誤與不足，皆當歸淤學

力不濟的作者。

1 Yijing, Junjiro Takakusu (trans). A record of the Buddhist religion as practised in 

India and the Malay archipelago(A.D. 671-69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6, pp. 

144-146. 

2 ［唐］義淨著、王邦維校注《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1995 年，

第 169-170 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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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 年 J. F. Fleet3 提出印度有兩種漏壺，他著重介紹了比 ghatika

(ghatI) 更古老的 nalika (na(JI, n詞ika) 類型。文中 Fleet 引用了梵

文的《占星吠陀支》、《利論》、《天譬喻經 33 品．虎耳譬喻經》來分

析泄水型漏壺的儀器製作與度量單位。 2008 年，沙爾瑪 (Sreemula

Rajeswara Sarma) 在他的印度天文儀器的專著 4 中，提出了印度兩

類漏壺的概念。 2019 年沙爾瑪在網上發佈該書的擴充版 5 時，仍然

堅持這兩類漏壺的分類。關於印度水漏的類型、文獻、實物、傳播

等情況，沙爾瑪做了詳細的介紹。但是，關於印度水漏在中國的傳播，

沙爾瑪介紹得很是簡略。概括的 1994 年大橋由紀夫在《經典歷數

書中的天文儀器》 6 一文中，提到印度的三種水漏，分別是泄水型漏

壺、進水型漏壺和水儀。在｀｀印度文明中的科學哲學與文化＂系列

屯 2008 年出版的《星占文獻：印度天文的傳統》 7 單冊，作者 B. V. 

Subbarayappa 提到了三種水漏，也可以歸於泄水型和進水型兩個類

型。周利群在兩篇論文 8 屯延續沙爾瑪的思路，將傳入中國的印

度漏壺從進水型和泄水型兩個類別來進行考量。

3 J. F. Fleet, "The Ancient Indian Water-Clock", The 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if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Apr., 1915, pp. 213-230. 

4 Sarma S. R., The Archaic and the Exotic,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Indian 

Astronomical Instruments, Delhi: Manohar, 2008. 

5 Sarma S. R.,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Indian Astronomical Instruments, 

Duesseldorf, Germany, 2018, www.srsarma.in. 

6 Yukio Ohashi,''Astronomical Instruments in Classical Siddhantas", Indian Journal 

。ifHistory of Science 29.2 (1994): 155-314. 

7 B. V. Subbarayappa, The Tradition of Astronomy in India: Jyoti}:,,籬stra, History 

of Scienc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in Indian Civilization, Center for Studies in 

Civilization, 2008. 

8 周利群《西元前四世紀到西元後五世紀印度的單壺泄水漏壺——基菸＜虎耳譬

喻經＞以及相關文獻記載》，《自然科學史研究》， 2014 年第 3 期；周利群《義淨記載

的天竺時間測量體系》，《西域研究》， 2016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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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文將分別追溯，這兩類漏壺在印度和中國的古代文獻中如何記

載，以及兩類印度漏壺傳入漢地的歷史。

一、印度泄水型漏壺

水漏最早的文獻記載，出自美索不達米亞的 Mul Apin 的楔形

文字，約公元前 687 年。在印度公元前 400 年左右的《占星吠陀支》

(Ved訕gajyoti~a) 屯簡要描述了最早的印度水漏 nadika。在梵語

屯空的管子叫做 nala, 從這個詞彙派生出 nalI/na面，再派生出的

呻lika/na<;lika。面lika/n詞ika 既指時間單位，也指形成這個時間單位

的容器——漏壺。

Palani paficadasad aparµ dhrtani tad 詛hakam drol)am atah 

prameyam/Tribhir vihinam kuc;lavais tu karyam tan nac;likayas tu 

bhavet pramal)aml /Y-VJ 2410 

根據慕克吉 (Mukherjee) 的翻譯，上文意思是：｀｀一個罐子盛

十五婆羅的水，就是－泅haka, 在此基礎上有了drona （即四倍的

詞haka）。一 drona 減去三 kuc_lava （即詞haka 的十六牟呼栗多之三），

就是一個 nac_lika 的量。＂

此處提到了用容器裝水來測量時閒的方式，並提到了nadika 這

9 瑀lI與 nadI 兩個單詞中 l與 d的互換，是中世印度語（Middle Indic) 一種常見現象，

參海因里希·呂德斯 (Heinrich Liiders) 與辛嶋靜志 (Karashima Seishi) 相關文章。

10 S.K. Mukherjee, Vedangajyoti:ja of Lagadha, Delhi: Indian National Science 

Academy, 2005. Mukherjee 認為《占星吠陀支》是西元前 1135 年的作品，但是印度天

文學史專家 Pingree 在他的名作《天文學＼Jyoti/:l緝stra) 中認為是公元前 400 年左右，

此處取 Pingree 的斷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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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詞，兼指容器與時閒。從梵文描述無法確定是進水型漏壺還是泄

水型漏壺，我們只能從詞彙本身判斷，可能是一種管狀泄水型漏壺。

考底利耶的《利論》提到名為 nalika 這種漏壺，與前文的 n蔔ika

一個字母之差。

KAZ1102.20.34~36 

catvarimsat kal眛 nalika // suvarl)ama~ak舔 catvaras

caturailgula ayamal). kumbhacchidram ac,lhakam ambhaso va 

nalika // dvi naliko muhurtal). // 

譯：

｀｀四十迦羅是一刻 (nalika)。能裝一 a9haka 水的泄水

型漏壺 (nalika) 應該有一個穿孔，是由四豆重、四指長的

金［針］做成。兩刻是一個牟呼栗多。＂

KAZOl.19.06/ nalikabhir ahar a~tad區 ratriip ca vibhajet, 

chayapramal)-ena va // 

譯：

用 nalika 把日與夜分為八份，或用彩來測量。

《利論》的斷代為公元前 200 年－公元後 200 年之間。《利論》的

描述比較清晰地展示了nalika 是盛水的計時器皿，比《占星吠陀支》

中的記載更進一步。漏刻法基礎上形成的基本時間單位，日夜由它

來測量。日夜分為八時，白天的每時稱為 prahara, 夜晚的每時稱為

yama。泄完一瓶水，為一個正點，此時報時人同時報出刻 (nalika/

n詛ika) 與時 (prahara/yama)。

11 R. P. Kangle, The Kautilya Artha碩stra: A Critical Edition with a Glossary, 

Ca1;takya: University of Bombay, 1969 (Second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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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虎耳譬喻經》尼泊爾梵文精校本：

M57.5~58.2.12 

區lotpattim api te brahmaQ.a! vak~yami 頲ul

kalasya kirµ pramaIJ.am iti tad ucyatel 

dvav ak~inime~av eko lavalJ.I a~tau lava eka ka~thal ~oc,lasa 

k為tha eka kalal kalanam trirµsad eka nac,likal tatra dve n蔔ika

eko muhurtalJ.I 

n詞ikayah punah kim pram5nam| tad ucyate | dronam 

salilasyaikam ltaddharaQ.ato dve palasate bhavata]J. lnalika 

chidrasya kirµ pramaQ.am lsuvafIJ.amatram lupari caturailgula 

suvafIJ.asalaka kartavya lvrttaparimaQ.c,lala samantac caturasra 

ayata lyada caivarµ siryeta tat toyarµ ghatasya tadaika n蔔ika

letena nac,likapramaQ.ena vibhakte/ 

譯：

婆羅門啊，我將說時間的形成。請諦聽：

時間是如何度量的？有這說法：兩次眨眼是一羅婆。

八羅婆是－迦啤，十六迦啤是－迦羅，三十迦羅是一刻，

此時兩刻是一牟呼栗多。

｀＇刻又是多長呢？有這說法：裝水的一個容器，可

以盛兩百婆羅的水。小管鑽多大孔呢？重量是一撮

(suvan:ia=kar~a), 四指長的金籌製成，（金籌須）四邊相等

的周旋而上的圓（柱狀），噹瓶子的水被如此耗盡，這就是

一刻。這樣，就有了刻的區分。 13 " 

S. Mukhopadhyaya, The Sardulakar(l而adana, Santiniketan: Visvabharati, 1954, 

57-58. 
13 此漏刻法的描述存在於《摩登伽經》與尼泊爾精校本、藏本，在中亞梵本以及

《舍頭諫經》中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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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耳譬喻經》漢譯本《摩登伽經》卷二：

大婆羅門！今複說漏刻之法。如人瞬頃名一羅婆，此

四羆婆名－迦啤，四十迦啤名－迦羅，三十迦羅則名一刻，

如是二刻名為一分。一刻用水盈滿五升，圄笛四寸，以承

瓶下；黃全六銖，以為此筲；漏水五升是名一刻。如是時法，

我已分別。

譯：

大婆羅門，現在又開始說漏刻的原理。人眨眼的瞬間

叫做一羅婆。四羅婆叫做一迦啤。四十迦淖吋做一迦羅。

三十迦羅叫做一刻。這樣兩刻吋做一牟呼栗多。一刻的話，

（瓶）用五升水裝滿。四寸高的圓筒，放在瓶子下麵（接水）。

這個筒是用六銖黃金做成的。五升水漏完的時間長短吋做

一刻。這樣的原理，我已經解釋清楚了。

《虎耳譬喻經》藏譯本：

Tib.(PK)264a4~a7.14 

yang bram ze dus mams kyi'byung ba bshad pa cha bya 

yis nyon cig/ dus mams ji ltar'gyur ba yang brjod par bya'o// 

mig'byed'dzums gnyis la thang gcig gcig go/ thang cig bzhi la 

mchog dka'gcig go/ mchog ka bcu drug la ni dus tshod gcig go/ 

dus tshod gsum cu la chu tshod gcig go/ de la chu tshod gnyig 

la ni yud tsam gcig go/ yud tsam cig gi tshad ci tsam zhe na/chu 

srang brgya bum par blugs nas/'dogs pa di15 / chu tshod gyi bum 

pa'i tshad ci tsam zhe na/'ol ma se gcig gis gser sor bzhir snyad 

14 Tib.pk=Tag rna'i rtogs pa brjod pa, [P. No.] 1027, mdo sna tshogs, ke 242a2-286b6 
(vol.40, p.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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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phyogs bzhi nas mnyam par zlum pa'i tsad kyi bum pa'i 

zhabs su btol nas/ chu zad pa de ni chu tshod cig gi tshad do/ 

譯：

婆羅門啊，諸時間的形成是如何說的呢？聽好。諸時

是如此形成是這樣說的：兩次眨眼（的時間）是一個羅婆，

四個羅婆是一個弓＼十六弓是一個時辰。三十個時辰是一

刻。兩刻是一牟呼栗多。一個刻的量是如何說的呢？給瓶

子程灌水百兩＼漏盡的時候［就是一刻］。這漏壺的量多

少如何說呢？很小重量的金子，四指長，在瓶子的底部所

有方向都是相等距離（的位置）鐒孔，水盡則為一刻的量。

上面列舉的文本屯《虎耳譬喻經》梵文本記載，二百婆羅的水

裝在瓶子裡，用四指長的周圓製成的金籌穿過的小孔滴水，水漏盡則

為一刻。《虎耳譬喻經》漢譯《摩登伽經》記載五升水由四寸高的圓

筒承接，漏完則是一刻。《虎耳譬喻經》藏譯本記載是瓶子裡裝一百

兩水，用四指長的金子在圓瓶的底部中央鑽孔，漏完一瓶水為一刻。

上述三個文本中都提到了兩個容器上下相承，水漏盡的時候，就是

一個時間單位 nalika/na9ika.。顯然這三者都是在描述時間測量文獻，

水漏。

較前文的《占星吠陀支》和《利論》的記載，《虎耳譬喻經》中漏

壺的記載更為詳細。漏壺為管狀，水往瓶外漏盡為一刻的時間。漏壺

底部中央的小孔極細，只容纖細的金籌穿過。從描述中可以明確，此

類漏壺應屬泄水型漏壺。

15 德格版 'dzags pa'i tshad do, 義為漏的量。

16 mchog dka' 是一個時間單位，《藏漢大辭典》中祠奈解絳为弓箭的弓，不解。

17 漢譯兩在《虎耳經》中對應梵文的 pala，參附錄三《虎耳經》度量衡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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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描述東南亞地區的泄水型漏壺。

若南海骨侖國，則銅釜盛水，穿孔下流。水盡之時，

即便打鼓。一盡一打，四椎至中，齊暮還然。夜同斯八，

總成十六。亦是國王所施。由斯漏故，縱使重雲暗畫，長

無惑午之辰；密雨連宵，終罕疑更之夜。 18

在南海骨侖國 (Pulo Condore19), 水從銅釜中經孔下流，可被

斷定為泄水型漏壺。義淨生活的時代，在公元七八世紀。漢籍所稱

南海，正是東南亞地區。當時室利佛逝為大乘佛教興盛的國度，管

轄區域涉及當今的馬來西亞、越南等若千島嶼。

綜上可知，記載印度泄水型漏壺的文獻包含《占星吠陀支》、考

底利耶《利論》，《虎耳譬喻經》的梵藏漢文本，義淨的《南海寄歸

內法傳只侶文獻的時間跨度大概是公元前 400 年到公元後 800 年。

漏壺記載的詳細程度，以《虎耳譬喻經》為最詳盡。鑒於有一系列

的文獻證據，此類型的印度泄水型漏壺在文獻層面，形成了對漢地

的傳播。｀｀瀉瓶有寄＂是與傳燈一樣的佛教典故，用來比喻師傅毫

無保留地傳法傳衣缽給弟子。考慮到印度泄水型漏壺向漢地傳播的

技術背景，瀉瓶有寄的典故似乎也有了更深一層的意味。

18 王邦維校注《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前揭）， 170 頁。

19 Pulo Condore, nowadays Con 珥o Islands, an archipelago of Ba R征VUng Tau 

Province, in the Southeast region of Vietnam, and a district of this province. 此為高

楠順次郎解釋，得到陳寅恪的認可。蔡鴻生《唐宋佛書中的昆侖奴》（《中西初識二

編——明清之際中國和西方國家的文化交流之二》會議論文， 2000 年 4 月 1 日）認

為骨侖即昆侖指束南亞如今馬來西亞迪區，昆侖奴即骨侖人，骨侖語即巫來由語古

代的馬來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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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佛教文獻記載的五世紀後的印度進水型漏壺

（一）佛經中記載的蓮花漏

受到印度水漏影響，中國的僧人也製作了蓮花漏。元代普度編

《廬山蓮宗寶鑒》提到的東晉慧遠獨刻蓮花漏，用於禮拜中計時。

唐有詩云，遠公獨刻蓮花漏，猶向山中禮六時。 20

慧遠法師之名度較高，蓮花漏之名附會在他身上可能更容易傳播。

實際上，慧遠弟子惠要的可能性則更大。《高僧傳》卷 6 有載，

遠有弟子慧要，亦解經律，而尤長巧思。山中無刻漏，

乃于泉水中立十二葉芙蓉，因流波轉，以定十二時，晷景

無差焉。亦賞作木鳶，飛數百步。 21

｀｀刻十二葉芙蓉",可能是模仿印度水漏的薄妙銅碗，底部中間有

細孔。從細孔中進水，盛水器漂東，則會出現｀｀因流波轉＂的情形。

十二葉芙蓉，定十二時，乃是一葉芙蓉沉人水中的時間是 2 小時，比

印度 15 分鐘便沉入水中的時刻長多了。

自古人記載的《東林十八高賢傳》，首次同時提到惠要與蓮花漏：

釋惠要患山中無刻漏，乃與水上立十二葉芙蓉，因波

隨轉，分定畫夜，以為行道之節，謂之蓮花漏。 22

20 高楠順次郎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編號 1973 號，《廬山蓮宗寶鑒》，第 47 冊，

第 312 頁中欄第 24-25 行。

21 ［梁］釋慧皎撲、湯用彤校注、湯一玄整理《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 1992

年出版， 2007 年（第 5 次印刷）， 238 頁。

22 《中華大藏經》電子佛典《束林十八高賢傳》， CBETA, X78, no. 1543, p. 115, a9-

11 // Z 2B:8, p. 4, b17-cl // R135, p. 7, b17-p. 8, 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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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文獻屯崽要發明的十二葉芙蓉計時，與｀｀蓮花漏＂之名聯

繫起來，估計是佛教中的蓮花漏的文獻原型。

（二）《南海寄歸內法傳》記載的進水型漏壺

《南海寄歸內法傳》關於進水型漏壺的記載詳實。下文不僅描述

了水漏的工作原理，也描寫了漏子如何打鼓授時這一體系。

又旗西國大寺皆有漏水，並是積代君王之所奉施，並

給漏子，為眾警時。下以銅盆盛水，上乃銅琬浮內。其琬

薄妙，可受二升。孔在下穿，水便上湧，細若針許，量時

准宜。琬水既盡，沈即打鼓。始從平旦，一沈，打鼓一下；

兩琬兩下；三琬，三下；四琬，四下。然後吹螺兩聲。更

別打一下。名為一時也，即日柬隅矣。更過四琬，同前打四。

更複鳴螺，別打兩下，名兩時，即正午矣。若聞兩打，則

僧徒不食。若見食者，寺法即便驅擯。過午兩時，法亦同爾。

夜有四時，與畫相似。總論一日一夜，成八時也。若初夜

盡時，其知事人則于寺上閣鳴鼓以警眾。此是那爛陀寺漏法。

又日將沒時及天曉時，皆菸門前打鼓一通。斯等雜任，皆

是淨人及戶人所作。日沒之後，乃至天光，大眾全無鳴健

稚法。凡打健稚，不使淨人，皆維那自打。健稚有四五之別，

廣如餘處。其莫訶菩提及俱尸那寺，漏乃稍別，從旦至中，

琬沈十六。 23

上文屯在中世紀的重要寺廟那爛陀寺 (Nalanda), 佛陀覺悟的

大菩提寺 (Mahabodhi), 佛陀涅槃的拘屍那迦 (Kusinagara) 使用的

水漏，水從外面進人到銅碗屯可被斷定為進水型漏壺。

23 王邦維校注《南海寄歸內法傳》，第 169-17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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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較為罕有的詳細記載天竺七世紀漏刻體系的文獻，在漢文

大藏經中少見，在整個中國古籍體系中也不多見。義淨首先寫道：天

竺所有大寺廟的｀｀漏水＂以及｀｀漏子＂，都是各代君王所賜。在天竺，

天文學為特殊的婆羅門家族所掌握。一般來說，由土邦王 (raja) 指

定專門人員授時，那爛陀這樣的大寺廟使用漏刻是經過特許的。中國

的漏刻法，有漏壺有刻箭，兩者從漢代就成為了一個有機整體，定型

後一直沿用到清代。而天竺的水漏法，只有漏壺沒有刻箭，從誕生起

一直延續到十七八世紀。天竺不用刻箭顯示時間，使用一名稱為漏子

的看守人員。漏子守在儀器旁邊處理沉沒在水中的漏碗，並且吹螺打

鼓為人們報時。漏壺的細節如此描述：一個很薄的可以裝兩升的銅碗

漂浮在盛水的銅盤內，水從碗底一個針眼大的孔湧上來，碗盛滿水

沉了，就打一次鼓庄很顯然，這樣的設計屬於進水型漏壺。

此描述與公元五世紀 Aryabhata 的描述有共同之處。 Aryabhata25

是第一個描述標準化漏壺的人，他的描述見於其所著《阿耶波多歷

數書》（心yabhatasiddhanta26)。此書已佚，但有關儀器的描述保存

在 Ramakr~lJ.a Aradhya 對於《太陽曆數書》 (Suryasiddhanta尸的注。

現代印度學者 Kripa Shankar Shukla 在整理這本書的時候，發現了

Aryabhata 對於水漏儀器的記載， Shukla 對於這段的翻譯如下：

應該拿一個球狀的銅碗，重 10 婆羅， 6 指高，頂上是 12 指的直

24 下以銅盆盛水，上乃銅梲浮內，其梲薄妙，可受二升。孔在下穿，水便上湧，細

若針許，量時准宜。梲水既盡，沈即打鼓。

25 Sreemula Rajeswara Sarma, The Archaic and the Exotic,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Indian Astronomical Instruments, Delhi: Manohar, 2008, p. 148. 

26 Sarma 前揭書，第 127 頁。

27 《太陽曆數書》是 Siiryasiddhanta 的義譯，《赤利耶悉檀多》是同書的音譯。本文

中的 siddhanta 一詞，皆統一譯作曆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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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在底部，用 l 婆羅重 8 指長的金針鑽一個孔。這就是水漏儀器

(ghatika-yantra)，因為它在一定時間內被 60 婆羅（即 l 壺 ghati) 水

充滿的。任何銅制容器，根據人的喜好而在底部鑽孔，一晝夜之內

沉人水 60 次，就是水漏儀器，稱作 kapalaka。

前文就是 Aryabhata 在五世紀末對於水漏儀器 ghatika 的描述，

清晰記載了所使用的銅盤、銅碗以及碗所穿孔大小，沉沒所花時間是

1 個 ghati。 ghatika 記載，除了《太陽曆數書》，此類型水漏記載還出

現在其他的歷數書 (siddhanta) 中。根據上面的描述可知，此類水漏

不同於其他文獻所載天竺五世紀之前的泄水型漏壺汽而是進水型

漏壺。其作用原理，可參圖 1 。

圖 1．印度進水型漏壺作用原理 29

28 參周利群前揭《義淨記載的天竺時間測量體系》。

29 Sarma 前揭書，第 126 頁， Fig. 5.1, Working principles of the sinking bowl type 
of water 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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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淨記載的那爛陀寺水漏系統 (ghatika) 記載詳盡，運行約略如

下。從太陽出現在地平線開始，一碗 30 水沉下去，打鼓一下，象徵過

了一個時間單位；兩碗水沉了，就打鼓兩下；三碗，三下；四碗，四下。

第四次打鼓之外有些特別的，打鼓四次之外還要吹螺兩聲，然後再

打鼓一下，成為一個天竺｀｀時辰',31, 即太陽在東方的清晨，中國稱為

東隅。一個天竺時辰結束，進人下一個時辰，同樣沉四次碗，打鼓四

次，第四次打鼓之後，就再吹螺兩次，再打兩下，稱為白天的第二個

時辰，就已經到了正午。如果聽到兩打，僧眾就不應該繼續進食，若

還有進食者，就要受到寺廟羯磨法的處罰。下午的兩個時辰也是如此，

而晚上四個時辰也與白天四個時辰無異。

義淨記載的印度水漏體系屯每一個天竺｀｀時辰＂是 3 小時共

180 分鐘，每一次碗沉則是 45 分鐘。前文所提到的碗沉單位時間 45

分鐘，近似於天竺的時間單位牟呼栗多 (muhurta) 的長度。每 1 個牟

呼栗多為 48 分鐘，每 1 個白晝與黑夜各分為 15 個牟呼栗多。古代印

度文獻描述晝夜長短變化，乃是計算其晝夜的牟呼栗多數。 30 個牟

呼栗多各自都有名字，以互相區別。 32 通常來說，天竺水漏的基本單

位是牟呼栗多的一半，即 24 分鐘，博物館現存的古代天竺漏碗約 24

分鐘即滿沉人底。而前文所述的沉一碗水需時 45 分鐘，近乎 24 分

鐘的兩倍，也許是為了計時方便而設計的。

在後文屯義淨寫道：摩訶菩提寺及俱屍那寺，佛陀成道與人

30 義淨書中用的字是｀｀梲＂，同琬。
31 此處一個時辰與中國的時辰長度不相等，相當泠現代的 3 個小時。在《南海寄歸

內法傳》這段文字中，時辰指印度的劃分畫夜的較大時間單位，下同。

32 參周利群《＜虎耳譬喻經＞文本與研究——中印間天文、曆法和文學的交流》，

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2020 年，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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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處寺廟，從平旦到正午，計時的漏碗沉 16 次。如此累計，一晝夜

間漏碗沉沒次數為 64 次，比較接近一個晝夜牟呼栗多數量的兩倍

60 次。綜合來看，天竺的水漏設備還是與其時間度量衡系統相互

應和的，只不過地區的多樣性使相隔不過幾百公里的地方也有差異。

古代印度的這種水漏系統，技術簡便，只需一盆一碗即可運行，最

大的技術難度就是漏碗底部的鑽孔；測量方便，水漏旁置一漏子報

時即可操作；印度氣候炎熱，水沒有凍結之弊；故而它通行印度南

北自公元五世紀一直到十八世紀，說明此種水漏在印度的實用性之

高。然而，對比與現代鐘錶計時，或者是中國古代的多級漏壺體系，

印度的這種水漏系統，以 45 分鐘或者 24 分鐘作為基礎單位，精確

度很低巴

上引文最後，義淨談到如何調整水漏儀器的單位時閼長短：先取

好晝夜分界的時間，平旦到中午，碗沉八次。要想再減少每次的時間

長度增加沉沒次數，那麼就將漏碗碗底的孔鑽大。在古代印度，調

整沉沒次數，屬於精密技術，需要能工巧匠才能完成。

介紹天竺漏刻體系的時候，比較了天竺與中國的時間劃分，這也

是第五段的一項內容。天竺那爛陀寺的一夜分為四個階段，東土大唐

是一夜分為五更。唐竺不同兩地佛教徒卻可一致，因佛教僧團將一夜

分為三分及初分中分後分。佛教戒律屯夜晚初分後分都是要做功課

的，念誦思維，而中分則可以收心睡覺，睡眠時間僅現代意義上的四

個小時而已。如果違背這個作息時間，就會招致處罰，而認真遵照執

行，就會對自己和他人都有利。

33 古代印度，更精紐的時間單位，是唱誦梵文音節的方式來計數的。如舉行婚禮，

漏壺所度量的整點時間之後需要更精確，主持儀式的婆羅門則會按照需求背誦特定的

一段詩歌，以 30 或 60 個音節數量來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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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2．牛津博物館中的漏琬 34

關於授時體系，《四分律》中有提到。

諸比丘不知，今日自恣、明日自恣，諸比丘往白佛，

佛言： ｀｀自今已去，聽若小食上、中食上，上座唱令： ｀今

日眾僧自恣。＇＂複不知用何時，佛言： ｀｀聽作時相，若打

捷稚、若吹唄、打鼓、若起煙、若量影、若唱言： ｀今自

恣時到。 "'35

與《寄歸傳》中所提到授時系統有相似之處，用水漏計時要打鼓、

吹螺。此外，打捷稚、吹唄、起煙、量影、唱言，等多種方式互為補

充，讓僧人們有更加深刻的時間認識。

34 Sanna 前揭書，第 130 頁， Fig.5.2, Ghati-yantras at the Pitt Rivers Museum, Oxford. 

從博物館藏品圖片來看，印度進水型漏壺的漏琬不全是琬狀，也有上下四直類似圓柱

體的缽狀。

35 高楠順次郎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1428 號，《四分律》，第 22 冊，第 837 頁中

攔第 3-8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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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度漏壺在漢地世俗文獻與道教文獻中的迴響

上文從文獻、技術等層面，勾畫出印度泄水型漏壺和進水型漏壺，

藉由佛教在中國的傳播的路徑。《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中記載的｀｀刻

漏捷法＂，與《道藏》中的＂全真坐缽捷法＂，則體現出印度漏壺在漢

地世俗文獻與道教文獻中的迴響。

關於此文獻的研究，主要是中國天文學史與道教科學技術的研

究者不斷推進。 1981 年中國天文學史整理研究小組編《中國天文學

史》，在其他類型的計時器重列舉盂漏和更香為古代勞動人民發明

的簡便實用的計時工具，斷言它是唐代的一位僧人發明的巴 1983

年王立興《宋代民間計時小儀器漏盂的復原》＂通過復原實驗的方

式探索該計時儀器的可操作性。 1995 年祝亞平《道家文化與科學》 38

將｀｀全真坐缽捷法＂翻譯成現代漢語。 1997 年程越《金元時期全真

道宮觀的道士生活》 39 道士集體打坐在缽堂，《全真清規》中有｀｀坐

缽規式＂一節，並有《缽室賦》，道藏中收錄的＂全真坐缽捷法＂，

敘述製作與使用壺漏的方法。 2013 年遼寧大學碩士論文杜瑩《中國

古代道教科技文獻研究》 40 提到｀｀全真坐缽捷法＂的文獻內容是古

代計時器滴漏制法、用法和計演算法，但在｀｀漏刻和觀天儀製作技

術史料＂這一小節屯列舉了陶弘景因流水做自然漏刻，《道樞》中

36 中國天文學史整理研究小紐編《中國天文學史》，北京：科學出版社， 1981 年，

第 211 頁。

37 王立興《宋代民間計時小儀器漏盂的復原》，《自然科學史研究》， 1983 年第 3 期，

第 2 卷， 225-233 頁。

38 祝亞平《道家文化與科學》，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 1995 年。

39 程越《全元時期全真道宮概的道士生活》，《宗教學研究》， 1997 年第二期。

40 杜塋《中國古代道教科技文獻研究》，遼寧大學碩士論文， 2013 年，第 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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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級補償漏刻，並未專門討論＂全真坐缽捷法＂記載的漏刻類型。 41

汪小虎《全真教坐鉢的計時法器——盂漏新探》一文，再次重申盂漏

是全真教發明計時儀器。 42

（一）《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中的漏盂

漏盂是一種在中國古代普通老百姓使用較多的計時器。相傳漏盂

是唐代的一位僧人發明的門設計上看，漏盂乃是底部中央穿了一個

小孔的銅盂。將盂置於水面上，水湧入盂屯盂滿則沉。之後，取出

來將盂中水倒空，重複使用。把盂的大小和重量造得正合適的話，就

能使盂正好一個小時浮沉一次，用於計時。若在盂內刻上刻度，可

以測得更精確些。

【造盂法】 44 記載如下：

其法以銅盂二，大一小一。大者貯水，無定制但寛大

過菸小者足矣，如無以磁盂代之。小者重五兩，高三寸四分，

面底並間四寸七分，上下四直。造之恐度量差殊，蕾以太

平錢五十文准其重。造畢菸盂底微鐙一竅如針眼大，浮于

水盆上，令水顛倒，自穴外逆通上，入小盂中。用籌探之，

水至子則子時，至午則午時，至一更則一更矣，他皆仿此。

此漏盂｀｀以銅製成，一大一小＂，與印度的材質類似。小盂的重

暈為五兩，可以是五十個太平錢的重量。高三寸四分，上下四直即四

41 非常遺憾，目前無法看到森田利亞《明代全真道與坐缽——以坐缽和內丹的關係

為中心》一書。

42 汪小虎《全真教坐鉢的計時法器——盂漏新探》，《中國科技史雜誌》， 2021 年第

2 期，第 293-307 頁。

43 《中國天文學史》文獻記載漏盂為唐代發明，不知是何依據。

44 元佚名《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戊集，明刻本， 154-155 頁，下引文不一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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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均勻，缽形漏盂的底部圓形直徑為四分七分。在盂底｀｀鑽孔如針眼

大小，浮于水，令水顛倒自穴外逆通上，人小盂中＂。從描述看，上

文設計的是進水型漏壺，與義淨記載的印度漏壺也相似。中國古代

漏壺發端之際，最早是漢代的泄水型漏壺，下以壺接水，與此相異。

｀＇用籌探之，水至子則子時，至午則午時，至一更則一更矣＂，需要

借助於籌來看時間的做法，跟印度的不一樣，與中國最早期的以刻

箭直接探水的做法相似。

【下漏法】每日天曉日出時，小盂浮菸大盆水面上，至

日入時自然水滿，小盂沉菸水底為度。卻取出小盂，去其

水再浮水面上，至來日天曉仍舊沉菸水底。昏曉二時俱以

水滿為度，定其畫夜。其日停水之時，切須瀘出極淨，毋

使麈濘隘其水穴，庶幾永無緩迫之失。

【造籌法】用簿木竹片皆可為，如箴篦樣，隨尺寸而下，

書寫時刻，用探水定驗時辰，更尤是簡捷。凡籌三十四分

均布十二段，每段該二分五，惟寅申巳亥上分外加四分，

謂維偏添之數也。閏佘成折瑳之數也。今皆捷取小盂內分

刻為驗甚，更捷小盂，分刻處相對先刻取二路，以浮魚指

處是也。凡一年十二月，止用太平錢二十文隨月加減鎮壓

小盂。

文中對於｀｀下漏法＂與｀｀造籌法＂具體描述來看，漏盂採用一晝

夜換兩次漏壺，與現代機械手錶類似，省去了專門配備｀｀漏子＂報時

的需求。而其使用籌作為刻箭，與盂內的刻度相對應，使用了中國成

熟的刻箭技術。從造籌法的記載，可以看出，｀｀刻漏捷法＂不是簡單

地模仿印度，而是將印度的漏壺和中國傳統的刻箭法結合起來使用。

【加減法】十一月節畫用二十文太平錢勻鋪小盂底，夜

用空盂。十二月節，畫用太平錢十九文，夜用一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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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節為始晝減一文，夜添一文，七日一次加減。正月

節畫用十一文，夜用九文。二月節畫用十文，夜用十文。

三月節畫用九文，夜用十一文。自三月節為始，每七日一

次畫減一文，夜增一文。四月節，畫用一文，夜十九文。

五月節，畫用空盂，夜二十文。六月節，畫用一文，夜

十九文。自六月節為始，每七日一次畫增一文，夜減一文。

七月節，晝九文，夜十一文。八月節，晝夜各十文。九月

節畫用十一文，夜用九文。自九月節為始，每七日一次，

畫添一文夜減一文。十月節，畫用十一文，夜用九文。

官方使用的刻漏，刻箭隨季度的增減來換箭。此民用的漏盂，很

會變通，使用二十文太平錢晝夜增建。每七日一換調整盂的重量，進

而調節水流的速度，設計精准。太平錢作為調節漏盂重量的工具，品

質輕又容易計數，體現了中國思維｀｀四兩撥千斤＂的巧妙。

王立興 1983 年發表了漏盂的復原文章，對其形制、用法及復原

過程進行探討。復原實驗是 1980 年做的，從實驗中他得出如下觀點：

漏盂按晉尺造，可用于南京、合肥、武漢、成都一帶。按南北朝尺造，

可用于長江沿線杭州、九江、長沙、重慶一帶。按宋尺造，則要移到

雷州半島地區，方才符合太平錢增減之數所反映的晝夜比。

大
＊
盆

'
:
·

卹
-l i 

e. 下沉匭富 \ 
圖 3．漏盂工作原理示意圖 45

45 王立興《宋代民間計時小儀器漏盂的復原》，《自然科學史研究》， 1983 年第 3 期，

第 2 卷，圖 6 與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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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興認為，採用太平錢，說明文獻的寫作者是宋代或宋以後的

人，但漏盂也可能早于宋代，後來的術士們改用太平錢也未可知。

（二）全真教《全真坐鉢捷法》

《正統道藏》正一部的｀｀全真坐缽捷法＂反映了全真道士的坐缽

儀軌。

｀｀缽堂者，其徒列坐於堂，堂中設盎，滿注水，有盂焉。盂大容

數升，竅其底，作蟻漏，始坐時置盂水屯上水滿盂乃得起，蓋幾彌

日矣。全真之教，群居以修其道者如此。 ',46 道士單獨打坐在淨室，集

體打坐在缽堂。《全真清規》中有｀｀坐缽規式＂一節，並有《缽室賦》。

元佚名《居家必用事類全集》 47 記載詳細。現存最早文本是明

刻本，編纂時代可能是元代某位不具名的作者。｀｀刻漏捷法＂又以

｀｀闕名《漏刻經》＂收於《說郛》卷 109 中，《古今圖書集成》和《說

嵩》也都有轉載。根據王立興的復原實驗，大致能反映出來長江沿

線的晝夜時間比。根據長度單位的選用，｀｀刻漏捷法＂與｀｀全真坐缽

捷法＂兩個文本，個別字句之外基本相同，類似於佛教文獻的平行

文本 (Parallel Texts)。附錄一中做了一個｀｀刻漏捷法＂的校注本，總

共發現｀｀全真坐缽捷法＂有二十多處不同。相較而言，｀｀刻漏捷法＂

的文字更為通順，專業術語表達更為準確。如｀｀於幾案之隅，所謂

天運璿璣，盡在目中矣", `｀全真坐缽捷法＂讀作｀｀日中＂，此處指漏

壺置於桌上，便於計時，用｀｀日中＂文字不順。又如，｀｀陰晦又不可

46 《道圉學古錄》卷四六，白雲概記。轉引自《全元時代全真道宮概的道士生活》，

51 頁。

47 元佚名《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戊集，明刻本， 154-155 頁，下引文不一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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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二者俱非悠久之法＂，乃指立表測影授時，或者燃香計時這二

者的不足之處，｀｀全真坐缽捷法＂讀作｀｀陰晦又不可孝，三者但非悠

久之法", `'孝＂和｀｀三＂字誤讀，曲解原意。｀｀十二月節，晝用太平

錢十九文，夜用一文。自十二月節為始晝減一文，夜添一文，七日

一次加減。＂這一句在｀｀全真坐缽捷法＂中讀作｀｀十二月節晝用太平

錢十九文，夜用一文，七日一次加減＂。省略了太平錢數量開始減少

的記載，內容不夠翔實具體。

版本上來說，｀｀刻漏捷法＂是個更好的版本。從年代上來說，《居

家必用事類全集》成書於元，｀｀刻漏捷法＂的晝夜資料可能是宋代

或者宋以前的。《道藏》為明代正統十年刊板完成，｀｀全真坐缽捷法＂

的年份應當晚於｀｀刻漏捷法＂。文獻學角度來看，二者是同一文字內

容基本一致平行文本的話，二者獨立撰述或者翻譯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討論二者之中更有可能借鑒另外一個的話，更傾向于｀｀全真坐

缽捷法＂借鑒了｀｀刻漏捷法＂的內容。｀｀刻漏捷法＂所記載的漏壺，與

《阿耶波多歷算書》及其他印度歷數文獻，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

的進水型漏壺描述非常接近。若說｀｀刻漏捷法＂的漏壺設計，以佛

教文獻記載為媒介，借鑒了印度進水型漏壺的設計，從文獻傳播路

徑上來說不是沒有可能的。當然｀｀刻漏捷法＂中的刻箭、使用太平

錢來調整漏壺的重量和水流速度，這些都是典型的漢地漏刻系統元

素。總體來看，漏盂系統是中印設計的結合。造盂法和下漏法可能

借鑒了印度進水型漏壺 ghatika, 造籌探水法和用太平錢加減法應該

是漢地漏刻系統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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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印度漏壺潛行中國？

兩類印度漏壺傳入漢地的歷史

漢譯佛經中記載了兩種水漏儀器，分別是印度公元五世紀前使用

的泄水型漏壺和五世紀之後使用的進水型漏壺。上文討論印度和中

國歷史上的兩種印度漏壺。其中的泄水型漏壺（梵 N泅ika/ Nalika)' 

存在於印度公元前五世紀到公元後五世紀之間的文獻中。記載印度泄

水型漏壺的文獻包含《占星吠陀支》、考底利耶《利論》，《虎耳譬喻經》

的梵藏漢文本，義淨的《南海寄歸內法傳》等。文獻的時間跨度大概

是公元前 400 年到公元後 800 年。漏壺記載的詳細程度，以《虎耳譬

喻經》為最詳盡。鑒於有一系列的文獻證據，此類型的印度泄水型漏

壺在文獻層面，形成了對漢地的傳播。｀｀瀉瓶有寄＂是與傳燈一樣的

佛教典故，用來比喻師傅毫無保留地傳法傳衣缽給弟子。考慮到印度

泄水型漏壺向漢地傳播的技術背県，瀉瓶有寄的典故似乎也有了更深

一層的意味。

相應地，進水型漏壺（梵 Ghatika)，在公元五世紀到公元十九世

紀的印度南北廣泛使用。在印度，最早的進水型漏壺記載于《阿耶波

多歷數書》（梵心yabhatasiddhanta)。在中國，最早的印度進水型漏

壺的記載見於《南海寄歸內法傳》。晉朝東林寺僧慧遠與慧要使用的

蓮華漏，似乎是印度進水型漏壺開始應用於漢地僧人的日常生活。元

代日用類書《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中記載的｀｀刻漏捷法＂，具體描述了

士人製作印度進水型漏壺的方法。之後，《道藏》引人這一文獻，聲

稱是全真教的發明，可謂是印度進水型漏壺的徹底中國化。



华林中文4.2－2022.2.10.indd   248 22/2/16   10:49

248 周利群

表 1．印度兩類漏壺的文獻傳播

印度的泄水型漏壺 印度的進水型漏壺

（在南亜的使用时阅：公元前 （在南亜的使用时阅：公元五世紀－

四世紀－公元五世紀） 公元十九世紀）

公元前 300 年－公元 200 年， 公元 476 年－550 年，《阿耶波多歷數

《占星吠陀支》 (Vediinga- 書》（山ryabhata-siddhanta)

jyoti$a), 考底利耶《利論》

(Kautilya's Arthasastra) 

魏晉，《虎耳譬喻經》 束晉，柬林寺蓮花漏

(Sardiilakarv而ad而a) 漢譯

《摩登伽經》

唐代，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 唐代，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那

骨侖國漏壺 爛陀寺漏壺

约九世纪，《虎耳譬喻經》藏

讠圣 Tag ma'i rtogs pa brjod pa 

元代，《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刻漏

捷法＂的漏盂

明代，道藏《全真坐鉢捷法》中的

漏盂

十七世纪后《虎耳譬喻經》

(SiirdiilakarfI而ad而a) 尼泊木

梵本

從目前的研究來看，同時提到兩類印度漏壺的佛教文獻，唯有《南

海寄歸內法傳》的記載。從梵藏漢文獻來看，印度的泄水型漏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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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水型漏壺都有傳入中國。路徑可能是海上絲綢之路，或是沙漠絲綢

之路，抑或是印度尼泊爾西藏的跨喜馬拉雅之路。文敝中提到南海

骨合囯，涉及昚今的乃來西亜和中南半島的南端。《摩登伽經》晁示

印度漏壺记栽沿着沙漠维路的亻軒播。《虎耳譬喻统》藏诵本和尼泊你

梵文本中的漏壺记栽，晁示出印度漏壺的跨喜与拉雅佑播。

進水型漏壺 (Ghatika) 的巧妙設計，在佛教僧人和其他士人中更

受歡迎。相對於中國從漢至清官方使用的與百刻制對應的三四級泄

水漏壺系統，印度的漏壺有漏無刻，計時不夠精確，製作頗為簡易，

始終流行於民間不登大雅之堂。印度水漏在漢地獲得一些民間受眾，

卻遠遠沒到如鐘錶一樣風靡神州上下，完全替代中國本土漏刻系統

的程度。

麥文彪認為汽古代的佛教天文學相對於印度教天文學來說，是

一個不完整的學科。印度教天文學包含天文、曆法、占卜等要素，而

佛教天文學更關注曆法因素。個人認為，印度計時儀器沿著絲綢之

路傳播，與佛教天文學關注曆法是分不開的。印度水漏則是這樣一件

技術而不是宗教哲學思想的組成部分。如果這個假設成立，不難理

解瑜伽運動在當代世界的風行。相信印度人不僅僅擅長傳播宗教與哲

學，在科學技術的傳播上也有一技之長。

48 感謝麥文彪博士 2019 年 9 月在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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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刻漏捷法＂中文繁體校注本

刻漏捷法 49

嘗觀天文，皆按宣洞陽城晷漏巴且自今年冬至起，算至 51 來

年冬至日止，所謂周天之正數也巴一日一夜通計一百刻，每八刻

二十分為一時，惟寅申己 53 亥有九刻，皆以子午定其晝夜。今者所

在壺漏異常，不遵古法，務在機巧，各肆瞽術，工匠一時胸臆之見。

制度既無軌則，時刻宜乎？差誤有過與不及之失。今輒撰成滴漏迴

圈之法，積年而成，不勞人力，不費工財，妙通玄微 54' 至簡且捷。

雖出五裡 55 之外，篋筍皆可附行。於幾案之隅，所謂天運璿璣，肅

在目中 56 矣。切見好事君子，或用表標，或用煙篆。然香燥則易蓺，

香潤則燼緩；天晴日表可驗，陰晦又不可考，二者俱非悠久之法門

但依此造，似乎簡易，而精通玄微，妙中之妙也。

49 道藏中題名為｀｀全真坐缽捷法＂，全一奉，《正統道藏》正一部。
50,｀全真坐缽捷法＂讀作｀｀嚐觀古人皆按宣洞陽城晷漏''。

51,｀全真坐缽捷法＂讀作｀｀算來年柬至日止＂，略遜《居家必用事類全集》的讀法。

52,｀全真坐缽捷法＂讀作｀｀所謂周天正數＂。

53 誤，應為｀｀巳＂。古代十二時辰以十二她支（含巳）為序，並非以十天干為序（含

己）。十二時辰中，從未有己時之說。一畫夜 24 小時，與古代百刻制對應，每時合八

刻，多餘四刻，加到某四個時辰上，各得九刻。《漏刻經》與其他術數文獻，以寅、申、

巳、亥為四個時辰，或者子、午、卯、酉，或者辰、戌、魄、未。
54,｀全真坐缽捷法＂讀作｀｀妙用玄徵＂。

55,｀全真坐缽捷法＂讀作｀｀萬旌''。

56,＇全真坐缽捷法＂讀作｀｀日中＂，竊以為不如｀｀目中＂。

57,｀全真坐缽捷法＂讀作｀｀陰晦又不可孝，三者但非悠久之法＂，竊以為不如｀｀陰晦

又不可考，二者俱非悠久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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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盂法 58 】

其法以銅盂二，大一小一 59。大者貯水，無定制，但寛大過於小

者足矣，如無，以磁盂代之。小者重五兩，高三寸四分，面底並闊四

寸七分，上下四直。造之恐度量差殊，當以太平錢五十文准其重。造

畢於盂底微鑽一竅如針眼大，浮于水盆上，令水顛倒，自穴外逆通上，

入小盂屯用籌探之，水至子則子時，至午則午時，至一更則一更矣，

他皆仿此。

【下漏法 60 】

毎 H天曉日出 61 時，小盂 62 浮於大盂水面上，至日人時自然水滿，

小盂沉 63 於水底為度。卻取出小盂，去其水再浮水面上，至來日天

曉仍舊沉於水底。昏曉二時俱以水滿為度，定其晝夜。其日停水之

時，切須濾出極渔，毋使塵淬隘其水穴，庶幾永無緩迫之失庄

【造籌法叮

用薄木竹片皆可為，如籤篦樣，隨尺寸高下，書寫時刻，用探水

定驗時辰更點，尤是簡捷。凡籌三十四分均布十二段氕每段該二分

58,＇全真坐缽捷法＂讀作｀｀造盂之法＂。

59,＇全真坐缽捷法＂讀作｀｀一隻大一隻小＂。

60,｀全真坐缽捷法＂讀作｀｀下漏之法＂。

61,｀全真坐缽捷法＂讀作｀｀日將出時＂。

62,＇全真坐缽捷法＂讀作｀｀將小盂＂。

63,｀全真坐缽捷法＂讀作｀｀沈'\

64,｀全真坐缽捷法＂讀作｀｀緩迫之矣＂。

65,＇全真坐缽捷法＂讀作｀｀造籌之法＂。

66,｀全真坐缽捷法＂讀作｀＇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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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門惟寅申巳亥上分外加四分，謂維偏添之數也，閏余成折瑳 68 之

數也。今皆捷取小盂內分刻為驗，甚更捷小盂，分刻處相對先刻取

二路，以浮魚指處是也。 69 凡一年十二月，止用太平錢二十文隨月加

減鎮壓小盂。

【加減法叮

十一月節晝用二十文太平錢勻鋪小盂底，夜用空盂。十二月節，

晝用太平錢十九文，夜用一文。自十二月節為始晝減一文，夜添一

文，七 H一次加減。 71 正月節晝用十一文，夜用九文。二月節晝用

十文，夜用十文。三月節晝用九文，夜用十一文。自三月節為始，

每七日一次晝增一文，夜減一文。四月節晝用一文，夜十九文。五

月節，晝用空盂，夜二十文。六月節晝用一文，夜十九文。自六月節

為始，毎七日一次，晝減一文，夜增一文。七月節晝 72 九文，夜 73

十一文。八月節，晝夜各十文。九月節晝用十一文，夜用九文。自

九月節為始，毎七日一次，晝添一文夜減一文。十月節，晝用十一文，

夜用九文。

67,｀全真坐缽捷法＂讀作｀｀每段該二分五厘＂。

68,｀全真坐缽捷法＂讀作｀｀折瑳＂。

69,｀全真坐缽捷法＂讀作｀｀今皆捷取一路以浮魚指點處是也'\

70,｀全真坐缽捷法＂讀作｀｀加減之法＂。

71,｀全真坐缽捷法＂請作｀｀十二月節畫用太平錢十九文，夜用一文，七日一次加減＂，

內容不夠具體。

72,｀全真坐缽捷法＂讀作｀｀畫用＂。

73,｀全真坐缽捷法＂讀作｀｀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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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二十四氣】

正月立春雨水節，二月驚蟄及春分。三月清明並穀雨，四月立夏

小滿全。五月芒種及夏至，六月小暑大暑勻。七月立秋並處暑，八月

白露及秋分。九月寒露與霜降，十月立冬小雪均。十一月大雪與冬至。

十二月小寒及大寒。

【定太陽出沒法】

正月出乙人庚方，二八出兔入雞場。三七發甲入辛地，四六生寅

人犬藏。五月生艮歸幹上，仲冬出巽人坤方。惟有十與十二月出，辰

人申子細推詳。

南

栢 面

【約十二時】

半夜子，雞鳴醜。平旦寅， H出卯。食時辰，愚中巳。日中午，

日昃未。晡時申，日人酉。黃昏戌，眠定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