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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虚术”也称“六甲孤虚术”，它是纯由干支推算来进行占卜的一门数术。作为一门古老的数术，孤

虚术最主要的应用在军事占卜领域，依据岁时来决定布阵和攻防的方位。从今人的角度看，孤虚术诚然是

一种迷信，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可言。但在崇敬各种超验力量的古代中国，掌握孤虚术却是兵家必修的基本

素养。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孤虚术主要都是在军事占卜领域应用，是兵家学说的一部分。由于军事行动的

需要，兵家的孤虚术，发展出了一个庞大的学术体系，并见诸从《汉书》到《宋史》的正史各部艺文志的记

载。尽管上述这些著作，一部也没有流传下来，可孤虚术在中国一直有序传承，直到很晚近的时代。孤虚

术被记载但流传不广，究其原因，孤虚作为一种数术，要保持它的神秘感。即使有文字的记载，为了保持

其神秘性，也都不肯明白地讲述那本不复杂的原理，以所谓达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a 的效果。

自湖北周家台秦简出土以来，学界重新注意到孤虚术，已有了许多有益的成果。如卢央《中国古代星

占学》b，在其《干支通说》一章中，即辟出《六甲孤虚》一节。刘乐贤《从周家台秦简看古代的孤虚术》c 和

龙永芳《古代孤虚术小议——兼论周家台秦简中的孤虚法》d 两篇论文，从周家台秦简有关孤虚术的记载出

发，对孤虚术做了阐发。秦建明、傅来兮《中国古代的孤虚奇谋》e，对政治、军事实践中的“背孤击虚”做

了阐释。本文旨拨开孤虚术外那层厚厚的术语外壳，从基础的概念出发，以玉壁之战为例，详细阐述孤虚

术的占卜原理和方法。

a		《后汉书》卷 82 上《方术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载：箕子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钤决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赜，参验人区，

时有可闻者焉。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及望云省气，推处祥妖，时亦有以

效于事也。而斯道隐远，玄奥难原，故圣人不语怪神，罕言性命。或开末而抑其端，或曲辞以章其义，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b		卢央：《中国古代星占学》，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年。

c		刘乐贤：《从周家台秦简看古代的孤虚术》，《出土文献研究》第七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d		龙永芳：《古代孤虚术小议——兼论周家台秦简中的孤虚法》，《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 年第 2 期。

e		秦建明、傅来兮：《中国古代的孤虚奇谋》，《文博》，200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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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代中国人的生活伴随着各种迷信，连军事家也相信超验的力量能够影响战争的胜负。为

了使自己所排布的军阵，能对准敌人最空虚的方向，古代的军事家会求助于孤虚术。“孤”和“虚”

是由干支相合而产生的一组概念，孤虚术是纯用干支推算来占卜择吉的数术。当年、月、日和东、南、

西、北各方向，都改写为干支形式，就可以开始孤虚术的占卜了。它的基本原理是从岁时数据出发，

推算出“孤”和“虚”所在的方位，然后以“背孤击虚”的运用原则，来布置战场。孤虚术曾对古人

的生活和玉壁之战等古代战例，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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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释“孤虚术”

中国古代的兵家，也有那个时代的局限，认为战争的胜败受到超验力量的影响。古代的兵家因此也有

许多自己的禁忌，例如分野当太岁之国，不可对外兴师作战；军队不可逆岁兴师，也就是不可攻击分野得

木星之国；不可在甲子日作战等。为了最大限度趋利避害，使超验的神秘力量为我所用，古代兵家必学星

象、占卜知识。唐代军事家李靖就是一个“精风角、鸟占、云祲、孤虚之术，为善用兵”a 的典型，他所作

的《卫公兵法》也大量的保留了各种行师占卜的事迹。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兵家类》的序言在提到

“孤虚、王相之说”时讲“故兵家恒与术数相出入，术数亦恒与兵家相出入”b。而某些术士，更是不无得意

地说：

行师者能以三九用日，五行用时，孤虚用地，云气星辰用天，沈机用人，未有不建拔世之功者也。c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接触到“孤虚”这个词，是因为《孟子》中一句著名的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

如人和”。东汉赵岐为之所作注解说：

天时，谓时日支干、孤虚、王相之属也。地利，险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d

朱熹读《孟子》至此，解释道：

“孤虚”，以方位言，如俗言向某方利，某方不利之类。e

因此，我们可以说孤虚术是一种主要在军事领域应用，依据岁时不同来选择有利驻扎或进攻方向的择

吉术。

“孤”和“虚”的概念是从天干地支派生出来的。十天干和十二地支是中国人十分熟悉并频繁使用的两

组概念，然而地支比天干多出两位，不能完美无缺地与天干配对，这就产生了缺憾。所谓：

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f

这种不能配对的缺憾，就称之为“孤”，由“孤”再派生出“虚”的概念来。“孤”“虚”概念现存最早

的完整解释，来自《史记集解》。《史记·龟策列传》记“日辰不全，故有孤虚”，裴骃《史记集解》注解如下：

甲乙谓之日，子丑谓之辰。《六甲孤虚法》：甲子旬中无戌亥，戌亥为孤，辰巳即为虚。甲戌旬中无申

酉，申酉为孤，寅卯为虚。甲申旬中无午未，午未为孤，子丑即为虚。甲午旬中无辰巳，辰巳为孤，戌亥

即为虚。甲辰旬中无寅卯，寅卯为孤，申酉即为虚。甲寅旬中无子丑，子丑为孤，午未即为虚。g

在干支计日法中，每一轮回六十日，依其起始日标记为甲子旬、甲戌旬、甲申旬、甲午旬、甲辰旬、

甲寅旬。纯利用干支推算的孤虚术，也因此被称为六甲孤虚术。一旬之中，十天干只能与十地支相配，配

不上的两个地支，就称为“孤”。这就是前引文中“甲子旬中无戌亥，戌亥为孤”的由来。

确定好“孤”之后，在古代中国子午卯酉（北南东西）坐标系下与孤相对的位置，也就是沿地支顺序后

数六位便是“虚”。《武备志》对上述裴骃所解说的六甲孤虚术作了总结，简化为旬孤虚例的口诀：

甲子旬孤戌亥虚辰巳，甲戌旬孤申酉虚寅卯。

甲申旬孤午未虚子丑，甲午旬孤辰巳虚戌亥。

甲辰旬孤寅卯虚申酉，甲寅旬孤子丑虚午未。h

a		《新唐书》卷 93《李靖传·赞》（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载：世言靖精风角、鸟占、云祲、孤虚之术，为善用兵。是不然，特以临机果，

料敌明，根于忠智而已。俗人传著怪诡禨祥，皆不足信。故列靖所设施如此。 

b		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 99《子部九·兵家类》（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2531 页）载：《史记·穰苴列传》称斋

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是古有兵法之明证。然《风后》以下，皆出依托，其闲孤虚王相之说，杂以阴阳五行，风云气色之说，又杂

以占候。故兵家恒与术数相出入，术数亦恒与兵家相出入，要非古兵法也。

c		许洞：《虎钤经》卷 11《三九第一百二十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727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78 页。

d		《孟子注疏》卷 4 上《公孙丑章句下》，《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第 5858 页。

e		《朱子语类》卷 54《孟子四·公孙丑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1381 页。

f		《足本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卷 2《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六弟九弟左右）》，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5052 页。

g		《史记》卷 128《龟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 3903 页。

h	 茅元仪：《武备志》卷 170《占度载·太乙庙算二·论孤虚法》，台北：华世出版社，1984 年，第 69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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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各旬均以甲日开头，旬孤虚是真正意义上的“六甲孤虚术”，也是孤虚术的早期状态。湖北荆州所出

土的周家台秦简保留了一组秦代使用旬孤虚占卜的资料。

甲子旬，戌亥为孤，辰巳为虚，道东南入。

甲戌旬，申酉为孤，寅卯为虚，从西南入。

甲申旬，午未为孤，子丑为虚，从南方入。

甲午旬，辰巳为孤，戌亥为虚，从西北入。

甲辰旬，寅卯为孤，申酉为虚，从南方 ( 入 )。

甲寅旬，子丑为孤，午未为虚，从北方入。a

这里“道”乃是“盗”的通假字，秦代的人们认为盗贼会趁“虚”而入，因此要利用孤虚术卜占各旬

“孤”和“虚”的方位，做好防备。即“以孤虚循求盗所道入者及减 ( 藏 ) 处”。因为不同日子，盗贼（客兵）

会从不同的方向来入侵，因此行军在外，安营扎寨尤其要注意“孤”“虚”的方位，并预作准备和布置。

秦简中所标明的旬孤虚，与南朝宋裴骃的《史记集解》，明朝的《武备志》都一致。这说明孤虚术从先

秦直到明清代有传承，其基本原理没有什么变动。孤虚术在后来的发展，在于突破了“六甲”的限制。以旬

孤虚为基础，发展出年孤虚、月孤虚、日孤虚和时孤虚。

在新的年孤虚、月孤虚、日孤虚系统中，十二地支每一个都有自己对应的“孤”和“虚”。月孤虚、日

孤虚的原理和口诀与年孤虚相同，实际上是由年孤虚派生的。《武备志》所介绍的年孤虚术“孤”和“虚”

确定方法是，“假如子年岁君后一位亥是孤也，对冲巳为虚也”b。这段话的意思是，任意地支，按子丑寅

卯的顺序，逆向左读一位即是“孤”，确定“孤”后，顺向右读六位就是“虚”。如玉壁之战发生在丙寅年，

“寅”逆向左读一位是“丑”，“丑”顺向右读六位是“未”，所以丙寅年“孤”丑，“虚”未。

据此可以得出全十二地支孤虚对照的数据表格（见表 1）。

表 1  全十二地支孤虚对照表

地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孤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虚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月孤虚与日孤虚的推算原理，全同年孤虚，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在干支纪月法下，以十一月为“子”，

十二月为“丑”，以此往后推算。根据上面总结的十二地支“孤”“虚”对应关系，《武备志》记载了年、

月、日、时孤虚的口诀，年孤虚例口诀如下：

子年孤亥虚巳，丑年孤子虚午。

寅年孤丑虚未，卯年孤寅虚申。

辰年孤卯虚酉，巳年孤辰虚戌。

午年孤巳虚亥，未年孤午虚子。

申年孤未虚丑，酉年孤申虚寅。

戌年孤酉虚卯，亥年孤戌虚辰。c

月孤虚例口诀如下：

正月孤丑虚未，二月孤寅虚申。

三月孤卯虚酉，四月孤辰虚戌。

五月孤巳虚亥，六月孤午虚子。

七月孤未虚丑，八月孤申虚寅。

九月孤酉虚卯，十月孤戌虚辰。

十一月孤亥虚巳，十二月孤子虚午。d

日孤虚例口诀如下：

a		陈伟：《周家台秦墓简牍·医方及其他·孤虚（二）》，《秦简牍合集（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69—70 页。

bcd		《武备志》卷 170《占度载·太乙庙算·论孤虚法》，第 6952、6956—6957、6957—69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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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日孤亥虚巳，丑日孤子虚午。

寅日孤丑虚未，卯日孤寅虚申。

辰日孤卯虚酉，巳日孤辰虚戌。

午日孤巳虚亥，未日孤午虚子。

申日孤未虚丑，酉日孤申虚寅。

戊日孤酉虚卯，亥日孤戌虚辰。a

时孤虚例口诀如下：

子丑时孤戌亥虚辰巳，寅卯时孤子丑虚午未。

辰巳时孤寅卯虚申酉，午未时孤辰巳虚戌亥。

申酉时孤午未虚子丑，戌亥时孤申酉虚寅卯。b

二、释“背孤击虚”

孤虚术的应用在于时空转换，将以干支所记的岁时，转换为方位，再行择吉。在军事上的应用，就是

将岁时数据，转化为布阵和主攻方向的方位数据。

经曰：征伐皆有向背，知之者胜，不知者败。其太岁……孤虚、岁月、日时、刑杀大小审而用之，可

以知其胜负，易其成败。c

兵家称“用孤虚之时，须观年月所建”d，“建”乃是“斗建”的含义，因此了解孤虚术的时空转换法则，

要从斗建讲起。

干支相合最初仅用于纪日。利用斗建的形式，十二地支也开始被用于标记十二月和十二个方向。依据

古人不甚科学和完备的天文知识，他们认为当冬至日黄昏时，北斗七星斗柄指向正北方。据此，古人将冬

至日作为观测斗建周期的起点，将北斗斗柄指向正北的方向，称为“子向”，将冬至日所在的农历十一月称

为“子月”。以子为起点，古人依斗建顺时针移动方向，分配十二地支，并将天球十二等分，建立起子午卯

酉（北南东西）的坐标系。斗建方位成为确定春夏秋冬四仲的重要依据，而子午卯酉四个方位也被称为四

正。由斗建发展出的这一方位体系，在《淮南子·天文训》中，得到了最全面的阐述：

子午、卯酉为二绳，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为四钩……日冬至则斗北中绳，阴气极，阳气萌，故曰

冬至为德。日夏至则斗南中绳，阳气极，阴气萌，故曰夏至为刑。e

《淮南子》的岁时、方位体系见图 1。f

明了十二地支在古代子午卯酉坐标系内的方位后，就能明白孤虚术是如何完成时空维度的转化了。无

论占卜者依据了年、月、旬、日、时哪一种孤虚术，占卜起点所依据的地支数据都是岁时，而占卜出的

“孤”“虚”数据则是方位。周家台秦简记：

甲子旬，戌亥为孤，辰巳为虚，道（盗）东南入。g

就是说，甲子旬时“孤”在戌亥，也就是西北方位，“虚”在辰巳也就是东南方位。盗贼会趁“虚”而

入，也就是从东南方向来侵犯。对于主人家来说，盗贼会趁“虚”而入要加以防备，对于进攻的客兵来说，

就是要找准对手“虚”的位置，发动进攻。

兵家将孤虚术的应用，名之为“背孤击虚”，就是从战场“孤”的方位出发，向“虚”的方位进攻。

凡用兵，行军，斗战或赌钱，争讼，捕捉宜背孤击虚，大胜。h

a		《武备志》卷 170《占度载·太乙庙算·论孤虚法》，第 6958 页。

bh		《武备志》卷 170《占度载·太乙庙算二·论孤虚法》，第 6959、6952 页。

c		李筌：《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 9《向背择日》。

d		许洞：《虎钤经》卷 11《孤虚第一百十七》。

e		陈广中：《淮南子校诠》卷 3《天文训》，合肥：黄山书社，2008 年，第 115 页。

f		《淮南子校诠》卷 3《天文训》，第 122 页。

g		陈伟：《周家台秦墓简牍·医方及其他·孤虚（二）》，《秦简牍合集（三）》，第 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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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者为孤，击者为虚也……故兵法曰：“背孤击虚，一女子当五丈夫”。此之谓也。a

在孤虚术下，十二地支中的每一个或每一组，都已确定下了“孤”和“虚”的方位。接下来，只要选定

合适的岁时数据，就能找到唯一的“孤”“虚”方位，从而确定主攻方向。古人依据极为朴素的道理，确定

了如何在年孤虚、月孤虚、旬孤虚、日孤虚中选择适用方法。那就是，军事行动的规模越大，行军和作战

的耗时往往也就越长，需要对应时间跨度越大的岁时数据来确定“孤”“虚”方位所在。

宋代的《虎钤经》记载，一人已上用时孤虚，万人已上用日孤虚或月孤虚。b《武备志》记载的复杂些，说：

万人已上用年孤，千人已上用月孤，五百人用旬中孤，百人已上用日孤，十人已上用时孤。c

虽然孤虚术运用的基本原理并不复杂，只是“背向孤方面向虚”，但孤虚术的占卜还是要弄出一套请孤

虚神仪式。《武备志》以庚申日为例记载了孤虚术的祝祭法：

庚申夜，面北用枣汤七盏、金钱七分、云马七匹、香灯、五果铺设供养。用过通钱十五文，取一文放

在香前，余者用一小盒盛之。放香上度过如意祷祝，时合手钱掷下。字者同靑绢带子系之，馒者用皂绢带

子系之，馒者用皂。定双手擎钱，黙念咒。

咒曰：

天宁宁，地宁宁。孤虚虚神，举意如吾意。神不离吾左右，急急如律令敕摄。d

为了表示得神力护佑，孤虚术在祝祭时，还要用到自己的专用符纹。若单日祝祭，要在左手画上“孤

虚三星黄帝神符”，若双日祝祭，则要在右手画上“孤虚四星黄帝神符”，见图 2。e

祝祭终了，要再念“出孤虚方呪”，其词：

背向孤方面向虚，行兵出外不迍输，

吾今会得孤虚法，一卒须能敌万夫。

吾奉太上老君神水，咒急急如律令。f

孤虚术本身岁只是种迷信，但仍不失为鼓舞临阵士气的精神武器。许多兵书里，都记载了这样一首

《孤虚诗》，用极为夸张的笔法渲染了孤虚术“背孤击虚”的效果：

面向虚神背抵孤，一兵猛虎胜千人。

有人会得孤虚法，一战交他百万输。g

ab		《虎钤经》卷 11《孤虚第一百十七》，第 75 页。

cde		《武备志》卷 170《占度载·太乙庙算二·论孤虚法》，第 6952、6955—6956、6953—6954 页。

f			《武备志》卷 188《占度载·厌禳》，第 7774-7775 页。

g			《武备志》卷 170《占度载·太乙庙算二·论孤虚法》，第 6956 页。

图 1  《淮南子》二十四节气图



Academic  Monthly 第 50 卷 05 May  2018

168

可必须注意的是，孤虚术作为兵家必修的占卜法，本无秘密可言。作为防守的一方，也会算准孤虚方

位，并对自己虚位所在，加强防御。孤虚术占卜出的虚位，因此往往成为敌军防守最严密的方位。对此，

孤虚术作为精神武器鼓舞士气的一面，就充分地展现出来，《虎钤经》上记载：

如或敌在虚，久战而不败者，切不可引退，但并力击之，必胜矣。a

那么，孤虚术这种精神武器到了战场上，真的会对战局产生影响么？这需要用实战来检验。

三、孤虚术的应用与玉壁之战

孤虚术是“孤”“虚”概念衍生出的数术。干支相合不尽，地支有余称为“孤”，与“孤”对冲位为

“虚”。 借助建除家构建的子午卯酉（北南东西）坐标系，十二地支转化为十二个方向，“孤”“虚”也就转

化为方位概念。孤虚术就是利用岁时数据来进行方位择吉的数术。最早的孤虚术是旬孤虚，也称为“六甲

孤虚术”。

六甲孤虚以甲子旬为首，甲子为阳始，甲子旬孤戌亥，戌亥为西北方向，是天门。有孤虚术的这一认

识出发，构建了奇门遁甲中的“天门”“地户”观念；确定八卦之始乾卦为天门，对应西北方向；并最终发

展出天有孤虚，地有残缺，君子不可过分追求完美圆满的哲学观念。

历日各旬六甲皆有孤虚，再为十天干和十二地支分配了五行属性之后，各旬便有了五行空亡。结合占

卜者的八字合建除值神、六壬择吉，孤虚术不仅可择方位吉，也可择吉日，成为民间一种广泛使用的占卜

术。在掌握了孤虚术的基本方法后，就可以在实证中进行验证了。史书中有关迷信孤虚术的事例不少，如

史上最著名的孤虚术学习者，是陈武帝陈霸先，他似乎不仅学习，而且深信孤虚术，格外青睐熟悉此类数

术的吴明彻 b。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黄宗羲，还掌握孤虚术，并将其传授给了另一位遗民学者，曾为鲁监国

造历法的王正中。黄宗羲还大加感慨说“传吾绝学者，仲㧑一人耳！”c 孤虚在军事运用方面记载最详细、对

中国历史也最大的是南北朝后期的玉壁之战。

东魏天平四年（西魏大统三年，537 年）沙苑之战，东魏大败，弃甲二十万。东魏方面对河东地区的控

制急速崩溃，国界线从黄河边一直收缩到今天山西省临汾市附近的晋州平阳城。西魏方面为保有新占有的

a		《虎钤经》卷 11《孤虚第一百十七》，第 75 页。

b		《陈书》卷 9《吴明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 年）载：及高祖镇京口，深相要结，明彻乃诣高祖。高祖为之降阶，执手即席，与论当世之务。

明彻亦微涉书史经传，就汝南周弘正学天文、孤虚、遁甲，略通其妙，颇以英雄自许，高祖深奇之。

c		《清史稿》卷 500《遗逸一·李长祥附王正中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7 年）载：寻以株连系狱，论死，狱中有闽人柯仲炯者，精星象，

正中欲从受业，援黄霸从夏侯胜授经事为说，数年讲习不怠，洞悉天官，律吕，度数诸书，复从黄宗羲学壬遁、孤虚之术。宗羲叹曰：“传

吾绝学者，仲㧑一人耳！”遂造监国鲁元年丙戌大统历以进。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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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屏障辽阔富庶的晋南平原和财政命脉河东盐池，就在紧邻晋州的汾河下游南岸，今稷山县境内东西

向黄土塬之上，建立了玉壁城。从玉壁之名看，大约是过去旧有的一个坞壁。河桥之战后，西魏王思政移

驻此处，并将其扩建了玉壁城，在这里设置了西魏的并州（后改晋州）。东魏兴和四年（西魏大统八年，542

年），东魏的实际统治者高欢第一次围攻玉壁，王思政防御有方，高欢未能攻克。a

东魏武定四年（西魏大统十二年，546 年）秋，高欢再起倾国之兵四十万，围攻玉壁，希望收到围点打

援的效果，一举消灭西魏军主力。b 他本人在晋阳汇集大军，从晋州出发直接攻击玉壁；河南大行台侯景率

领偏师从河阳地区出发，越过齐子岭向玉壁侧后地区进攻。

当年九月，高欢大军包围了玉壁城。从今天稷山县玉壁遗址的实况来看，玉壁城的城北确实是“天

险”。首先，汾河为玉壁城北侧提供了天然屏障，再加上那几近 90 度的箱状山崖，玉壁城也确实是“天险

千余尺”。玉壁城北的天险，促使高欢最初把主攻方向定在地势相对平缓的城南。东魏大军最初从玉壁城的

南面起土山、凿地道攻击，但被西魏方面韦孝宽所率领的守城军成功抵御。c 就在这攻城受阻之际，术士李

业兴向高欢谏言，认为依据孤虚术大军的主攻方向当改为城北，从北往南进攻。史书上记载：

（武定四年九月）用李业兴孤虚术，萃其北。北，天险也。乃起土山，凿十道，又于东面凿二十一道以

攻之。d

（高欢）又听孤虚之言，于城北断汾水，起土山。其处天险千余尺，功竟不就，死者七万。气逆天之咎也。e

李业兴是如何用孤虚术算出主攻方向应当在北呢？玉壁之战从武定四年九月开始，到十一月结束，前

后五十多天，即使扣去在主攻城南的日子，也还有约四十天，这显然不适合使用旬孤虚和日孤虚。按照前

述“万人已上用年孤”的记载，李业兴应当是使用年孤虚来占卜的。

武定四年（西魏大统十二年，546 年）为丙寅年， 前述“寅年孤丑虚未”。依据孤虚术背孤击虚的运用

原则，应当背向丑位面向未位进攻。在子午卯酉（北南东西）坐标系下，丑位为北偏东 30 °，未位为南偏

西 30 °。这就是李业兴劝高欢大军改从北侧和东侧主攻的理论依据。不过李业兴估计不会向高欢详细解释

这些孤虚术的原理，而是向高欢和他的将军们吹嘘什么“吾今会得孤虚法，一卒须能敌万夫”；“有人会得孤

虚法，一战交他百万输”等大言。

尽管东魏大军遵循了孤虚术占卜的结果，改从丑位向未位进攻，但仍然没有获得胜利。他们从当年

九月底开始至十一月初，从玉壁城北侧和东侧，仍是起土山，凿地道连续攻城约四十天，一无所获，最

终因高欢本人病重而不得不撤军。f 在这过程中，高欢大约真的相信了李业兴的孤虚术，坚定了自己攻

城的斗志。这使得玉壁攻城战劳而无功的拖延了五十多天，最终落得一个“神武苦战六旬，伤及病死者

十四五”g“死者七万人，聚为一冢”h 的悲惨结局。

a		《周书》卷 18《王思政传》（北京： 中华书局，1972 年）载：（河桥之战后）仍镇弘农。思政以玉壁地在险要，请筑城。即自营度，移镇之。

迁并州刺史，仍镇玉壁。（大统）八年，东魏来寇，思政守御有备，敌人昼夜攻围，卒不能克，乃收军还。以全城功，受骠骑大将军。 《北齐书》

卷 2《神武帝纪下》载：( 兴和四年 ) 六月甲辰，神武还晋阳。九月，神武西征。十月己亥，围西魏仪同三司王思政于玉壁城，欲以致敌，西

师不敢出。十一月癸未，神武以大雪，士卒多死，乃班师。

b		《北齐书》卷 2《神武帝纪下》载：（武定四年）九月，神武围玉壁以挑西师，不敢应。

c		《周书》卷 31《韦孝宽传》载：（大统）十二年，齐神武倾山东之众，志图西入，以玉壁冲要，先命攻之。连营数十里，至于城下，乃于城南起土山，

欲乘之以入。当其山处，城上先有两高楼。孝宽更缚木接之，命极高峻，多积战具以御之。齐神武使谓城中曰：“纵尔缚楼至天，我会穿城取尔。”

遂于城南凿地道。

d		《北齐书》卷 2《神武帝纪下》：（武定四年九月）用李业兴孤虚术，萃其北。北，天险也。乃起土山，凿十道，又于东面凿二十一道以攻

之。城中无水，汲于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毕。孝宽夺据土山。顿军五旬，城不拔，死者七万人，聚为一冢。有星坠于神武营，众驴并鸣，

士皆詟惧。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舆疾班师。

e		《隋书》卷 23《五行志下·射妖》（北京：中华书局，1973 年）载：东魏武定四年，后齐神武作宰，亲率诸军，攻西魏于玉壁……又听孤虚之言，

于城北断汾水，起土山。其处天险千余尺，功竟不就，死者七万。气逆天之咎也。其年帝崩。

f		《北齐书》卷 2《神武帝纪下》载：（武定四年九月）用李业兴孤虚术，萃其北。北，天险也。乃起土山，凿十道，又于东面凿二十一道以攻

之。城中无水，汲于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毕。孝宽夺据土山。顿军五旬，城不拔，死者七万人，聚为一冢。有星坠于神武营，众驴并鸣，

士皆詟惧。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舆疾班师。

g		《周书》卷 31《韦孝宽传》。

h		《北齐书》卷 2《神武帝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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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壁之战深刻地影响了高欢的生命和中国历史的进程，李业兴孤虚术也被选作玉壁之战的失败的替罪

羊而名著青史。不过，孤虚术的占卜既然要经过祝祭，孤虚术便有了神格。若依孤虚术而胜，那自然是神

兵加持，术士有功；若如玉壁之战这般惨败，便是心不虔诚，或遭神灵厌弃，与术士无关。事实上，李业

兴频频为高欢行军占卜和指点，都是十分随意的，用他自己的独白说是：

彼若告胜，自然赏吾；彼若凶败，安能罪吾？a

李业兴本人没有因为玉壁惨败而受到任何处罚，却因为算准了高欢继任者高澄的死期，而触怒至尊被

杀。b

玉壁之战迷信孤虚术，所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唐人卢藏用曾向迷信的武则天进言，指出将战争胜败

寄托于孤虚术的虚妄 c。卢藏用提出，要把干支五行上所附加的过多占卜意义去除，恢复到“甲子所以配日

月，律历所以通岁时，金木所以备法象”的本来面目。将“屈政教而就孤虚，弃信赏而从推步”称为“诡

言”。他着重指出只要“兵强将智，粟积城坚”，就算攻城一方“屡转魁刚罡，频移太岁，坐推白虎，行计

贪狼”用尽各种数术的手段，也只会使自己的攻城大军如“蚁附”那样困倦和伤亡，不可能取得胜利。这就

叫做“人事苟修，何往不济？”

与卢藏用意见相若的还有清代的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术数类存目》《参筹秘书》的提要中

直白的写道：

夫天时之说，见于《孟子》，则孤虚旺相，亦属旧文。然周兴纣灭，同一干支。我往彼亡，难分互忌。

军政不修，而规规以小术求胜负，末矣。d

回望因为迷信李业兴孤虚术而伤亡惨重的玉壁之战，卢藏用和四库馆臣的话，正是对玉壁之战西魏韦

孝宽准备充分防御胜利和东魏高欢仓促攻城怀恨去世的写照。

这里不妨再回想一下《孟子》中那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从孤虚术的角度看。那就是经

由岁时数据转换得来的阵位方向，要服从于战场的具体情况。既然布阵首先要服从战场的具体情况，那么

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排兵布阵要参考孤虚术的合理性。

《尉缭子》开篇的《天官第一》更进一步论说道：

今有城，东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岂无顺时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备具，

财谷多积，豪士一谋者也。若城下池浅守弱，则取之矣。由此观之，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e

“四方岂无顺时乘之者耶？”就是说，无论何时攻城，从孤虚术的角度看，总能找到虚位所在。攻城不

下，是因为守城者准备充分，而不是攻城者不顺天时。

既然古人已对军事占卜中的孤虚术做了如此充分而深刻的反思，从理论和实践上都给予了否定。那么

以《太白阴经》为代表的兵书，为什么还一边否定孤虚术，一边又记载和传承孤虚术呢？《太白阴经》中的

《杂占总序》很能说明问题：

人若谋成策员，则天地、日月、四时、鬼神皆合之。

人若谋缺策败，虽使大挠步历，黄帝拔元，甘德占星，巫咸望气，务成灾变，风后孤虚，欲幸其胜，

未之有也。

盖天道助顺，所以存而不亡。若将贤士锐，诛暴救弱，以义征不义，以有道伐无道，以直取曲，以智

a		《北史》卷 81《儒林上·李业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2725 页。

b		《北史》卷 81《儒林上·李业兴传》载：文襄之征颍川，业兴曰：“往必克，克后凶。”文襄既克，欲以业兴当凶而杀之。

c		《旧唐书》卷 94《卢藏用传》（北京： 中华书局，1975 年）载：时则天将营兴泰宫于万安山，藏用上疏谏曰：臣愚虽不达时变，窃尝读书，

见自古帝王之迹众矣……自叔世迁讹，俗多徼幸，竞称怪力，争诵诡言，屈政教而就孤虚，弃信赏而从推步……习俗讹谬，一至此焉！

昔者，甲子兴师，非成功之日；往亡用事，异制胜之辰。人事苟修，何往不济？至若环城自守，接阵重围，无阙地形，不乖天道。若兵强

将智，粟积城坚，虽复屡转魁刚罡，频移太岁，坐推白虎，行计贪狼，自符鸡斗之祥，多贻蚁附之困。故曰，任贤使能，则不时日而事利；

明法审令，则不卜筮而事吉；养劳赏功，则不祷祠而得福。此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夫甲子所以配日月，律历所以通岁时，

金木所以备法象，著龟所以筮吉凶。圣人以此神明德行，辅助谋猷，存之则协赞成功，执之则凝滞于物。消息之义，其在兹乎！

d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 110《术数类存目一·参筹秘书》，第 2826 页。

e		《武经七书·尉缭子》卷 1《天官第一》，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年，第 1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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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愚，何患乎天文哉！可博而解，不可执而拘也。a

战争中的天道，不是天文历象，而是战争的正义性。正义的战争才能“以有道伐无道”，至于风后孤虚

等等这些数术手段，加在一起还抵不过人谋，“可博而解，不可执而拘也”。

由此可见，在通达的古人心中，孤虚术对于战争胜负的影响不过在有无之间。而若细究孤虚术在民间

占卜择吉中的应用，则只能用“不经”来形容。解缙曾经上封事说：

治历明时，授民作事，但伸播种之宜，何用建除之谬？方向煞神，事甚无谓。孤虚宜忌，亦且不

经……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观俯察，事合逆顺，七政之齐，正此类也。b

孤虚术由纯干支推算而起，而又借助地支与方向、月份、历日、值神的对应关系，而演化出各种吉凶、

生死之状。不仅在科学上，就是在天文历象上，在军事实践上，在日常生活中，都是缺少依据，不可能灵

验的，古人对此已有大量反思。天无阴阳，惟有道、有得者居，国家和军队的命运只能靠人谋去争取而不

能寄托于天命。然而，由于古人对于超验力量的虔信，史书中留下了关于孤虚术的斑斑记载，我们了解和

研究孤虚术，有利于清除一些史书阅读的障碍，增加一些对古人行事方式的理解。

（责任编辑：周 奇）

a		《太白阴经全解》卷 8《杂占·杂占总序》，第 415 页。

b		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乐保群、吕宗力点校：《日知录集释》卷 30《建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17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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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ncient times, a variety of superstitious belief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ives of 
Chinese people. Even the militarists believed that the transcendental power can influence the victories 
and defeats of a war. The ancient militarists would find the opposite direction according to the Solitary 
Earthly Branches and consequently marshal the soldiers in rank for battl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Solitary Earthly Branches and the Deficiency of the Opposite Direction”. “Solitary Earthly Branches” 
and “the Deficiency of the Opposite Direction” ar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the Heavenly Stems and 
Earthly Branches. The “Solitary Earthly Branches and the Deficiency of the Opposite Direction” ( 孤虚术 ) 
is a type of numerology that predicts auspicious outcomes. The diviners can apply it when the year, the 
month, the day and the direction of East, South, West and North are converted to the format, based on 
the Heavenly Stems and Earthly Branches. Therefore, people calculated the solitary Earthly Branches to 
find out the deficiency of the opposite direction based on the most recent data collected of the date and 
the orientation. The militarists deployed the troops in battle by applying the principle of attacking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of the Solitary Earthly Branches. As a result, the “Solitary Earthly Branches and the 
Deficiency of the Opposite Direction” impacted ancient people’s lives and wars such as the Yubi Battle.

Key words: the “Solitary Earthly Branches and the Deficiency of the Opposite Direction”, six periods 
of ten years from the Heavenly Stems of Jia, attack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of the Solitary Ear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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