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敦煌星图
此《敦煌星图》（甲本）是迄今为止存留的最古老的星图，大约绘制于唐中宗时期。

此卷绘十二时角星图各一幅，北极区星图一幅，展示了从中国可见的整个北天星空，

标注了约1339颗星星的位置，另有云气图二十五幅，附占文，星图后还画有一电

神。1907年，此卷被斯坦因带到英国，送交伦敦大英博物馆（S.3326）。

此卷子前为《气象杂占》，后为《解梦及电经一卷》，星图居中。绘制者用不同的颜

色区分了甘、石、巫三家星官。《敦煌星图》的注释中有「臣淳風言」的字样，说明

这位杰出的道家数学家、天文家和历史学家曾参与制作。（介绍参考：1，2）

相关介绍纪录片可参看（地图传奇 3）。

星图卷末的电神形象

https://old.shuge.org/ebook/dunhuang-xing-tu/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61-239195.html
https://www.zhengjian.org/node/238334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7816605/index_3.html




全卷尺寸：24.4X330厘米。JPG图片尺寸：24743x1771像素。

敦煌星图，又称《敦煌星图甲本》（以与现存敦煌博物馆的另一较小星图即敦煌星图

乙本相区分），斯坦因编号为S.3326。敦煌星图是中国天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星图之一，

绘制于唐中宗时期（公元705-710年）。敦煌星图是敦煌经卷的一部分，绘制了当时对

恒星的观测。敦煌星图是迄今为止存留的最古老的星图。

敦煌藏经洞共出土了两幅古代星图。这一幅被斯坦因盗去。1907年，被匈牙利考古学

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带走了星图及逾七千份手稿，送交伦敦的大英博物馆。

现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大英图书馆馆藏的敦煌遗书主要是于1973年脱离大英博物馆

独立时转移过来的。）。另一副现藏于敦煌市博物馆。

星图断代及相关解读，可参见

注：此卷现藏于大英图书馆(IDP：Or.8210/S.3326  Recto)。相关介绍纪录片可参看

（地图传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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