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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时部 1

天时部

天体类，

【天】
〔上〕 天位在上，故以“上”称 

天。《尚书•文侯之命》：“昭升 

于上。”

〔上天〕尊称。三国魏•曹丕 

《芙蓉池作》诗：“上天垂光彩， 

五色一何鲜！”又特称冬季的天。

《尔雅•释天》：“冬为上天。” 

参见“皇天”。

〔上玄〕玄本天青色，天位在上， 

故称“上玄”。汉♦扬雄《甘泉赋》：

“惟汉十世，将郊上玄。”李善注： 

“上玄，天也。”参见“玄玄。” 

〔上苍〕尊称。苍言其色。《越 

绝书♦越绝请耀内传》：“昔者上 

苍以越赐吴，吴不受也。”

〔上灵〕古人以为天有神灵，故 

尊称“上灵”。《晋书•乐志上》：

“我其夙夜，祇事上灵。”

〔上穹〕三国魏•曹植《武帝 

诔》：“兆民号哄，仰诉上穹。” 

参见“穹”。

〔上界〕道教、佛教以天为神仙 

居住之所，称为“上界”。唐•张九 

龄《祠紫盖山经玉泉山寺》诗：

“上界投佛影，中天扬梵音。”

〔上圆〕 南朝梁•陆毎《石阙 

铭》：“色法上圆，制模下矩。” 

参见“大圜”。,

〔上宰〕 见“真宰”。《隋书• 

高祖纪》：“一阴一阳，调其气者 

上宰。”

〔大区〕天空笼罩大地，如同一 

问大房子，故称。《淮南子•原道 

训》:“纵志舒节，以驰大区。” 

高诱注：“区，宅也。宅谓天也。”

1大始1 （2；一）见“泰元”。

《礼记•乐记》: “乐著大始，而 

礼居成物。”

《大皇》 （tdi —）尊称。同

“太皇”。《庄子•秋水》：

“且彼方蹴黄泉而登大皇。”

〔大钧〕钧是古代制陶器用的转 

轮。天造万物，如钧制陶器，故称

“大钧”，又称“洪钧”。汉・贾 

谊《鹏鸟赋》：“大钧播物兮，块 

仇无垠。”

〔大圆〕同“大圜”。晋♦束皙 

《补亡》诗：“恢恢大圆，茫茫九 

壤。”

〔大圜〕 圜，通圆。古人以为天 

圆地方，故称。《管子•内业》：

“筋信而骨强，乃能戴大圜而履大 

方。”

〔天盖〕天形如盖，故称。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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