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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命理學自古以來就是非常重要的學問，即便在科學昌明的現代，許多華人甚至把命理學

的結果當作決策的重要參考依據，諸如結婚對象的選擇，以及投資理財的決策。然而命理準

確度的測量大多是從個人經驗出發。本文提出一系列完整的方法學架構，從現代統計科學的

角度出發，以統計模型建構、研究設計、與因果推論三方面將命理學科學化。根據這一套方

法學，命理學的準確度不但能為統計學上可以驗證的命題，並可以因果推論來檢驗命理學上

的理論是否足夠證明出生因子為命運的決定因子，包括干擾效應以及誘導效應的校正，以及

外部效度的界定，以上皆能夠提供命理學理論體系在資料科學及統計科學下堅固的證據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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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命理學自古以來就是非常重要的學問，同時也是傳統文化的瑰寶。即便在科學昌明的現

代，命理學依然有極大的影響力1。據統計，有四分之一的美國人口相信算命的結果2，3，在華

人地區甚至把命理學的結果當作決策的重要參考依據，諸如結婚對象的選擇，以及投資理財

的決策4。然而命理準確度的測量大多是從個人經驗出發，只有極少數的文獻針對其準確度進

行量化研究5，6。因此不論是從文化保存再現的角度，或是實質經濟社會影響的考量，命理學

的科學化都是件極重要的工作。 

命理是否為「科學(Science)」或是「偽科學(Pseudo-Science)」的討論已有一段時間7，雖

然科學界聲稱其為「偽科學」的聲量仍位居主流，但命理學是「前人長年歸納的經驗法則」

甚至「統計學(Statistics)」幾乎是支持與反對者雙方的共識。就科學發展史來講，許多歸納的

經驗法則和敘述性統計的結果往往是科學假說形成的重要來源之一。然而從統計學與資料科

學在近數十年來有突破性的進展，尤其在「統計推論(Statistical Inference)」以及「統計學習/

機器學習(Statistical learning/Machine learning)」的部分，傳統命理學所根據的敘述性統計學必

須結合現代統計學才能夠在準確度以及科學性這兩個層面上有大幅的提升。除此之外，命理

學研究在理論模型上並沒有一致的說法。舉例來說，出生時間、面相、居住環境等真的對人

一生的命運有決定性的影響，抑或只能單純的預測出無法改變的事實？命理學算出來的命運

(如在某年會有財運)是預測出即將發生的事實，還是給予人在投資理財決策上的建議？此可

謂關聯(association)與因果(causation)之別。由以上兩點可知命理學在統計分析及測量方法學上

都有許多改進的空間。 

本研究從統計學、研究設計(study design)、以及因果理論(causal inference)的觀點出發，

針對命理學量化統計研究的方法學上做出三大貢獻：(一)將各種傳統命理學用統計預測模型

(predictive model)的角度重新詮釋；(二)提出命理學研究設計在「預測因子(predictor)」及「命

運」的定義、測量、以及預測模型的建構上的建議；以及(三)提出命理學的「因果推論(causal 

inference)」方法學在內部效度(internal validity)、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以及因果機轉

(causal mechanism)上的難題與解決之道。以上三點皆能夠有效的將命理學的問題科學化，使

資料科學家能夠針對命理的準確度及理論體系進行客觀的科學研究驗證。這一系列的研究能

夠將傳統智慧去蕪存菁，對於保存與再現此一寶貴的文化資產有極大的貢獻。 

本文靈感與構思感謝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命理學統計研究社全體幹部與社員

(2014-2015)的討論與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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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類命理學簡介以及統計預測模型的角度重新詮釋 

 首先簡介傳統命理學的分類項目。傳統中華文化的術數分類系統有五大項—「山」、「醫」、

「命」、「卜」、「相」—合稱「五術」。其中「山」泛指各種修練肉體與精神以達到「身心圓滿」、

「天人合一」的境界的修行方式，包括築基、煉丹、氣功導引等。「醫」是醫學，此處專指傳

統中醫。以上兩者並非本文命理學所討論之範疇。另外三項—「命」、「相」、「卜」—則統稱

為「命理學」，是本文討論的重點。「命」指的是用「出生時間」來預測命運的學問，在中華

文化中最常見的兩大體系為宋朝徐子平所創之「四柱推命」以及陳摶所創之「紫微斗數」(一

說為清朝時才發展完備)。「相」又分「人相」以及「地相」兩類：「人相」指是用人的生理特

徵來預測命運的學問，如面相、手相等；「地相」又稱「風水」或「堪輿」，指的是用人平日

居住地或祖墳的環境來預測命運的學問。「卜」是指使用特殊工具(如錢幣、米、甚至用拇指

點擊同手的手指關節)隨機產生的數字，再使用易經原理規則來預測命運的學問，如金錢卦、

米卦、手卦等。 

我們接著簡短的介紹「數理統計模型」的背景知識。數理統計模型根據其功能目的可以

分成兩大類：預測模型(predictive  model)以及因果模型(causal model)8。在本章節先討

論預測模型，因果模型則在第四章詳述。預測模型的目的是建構數學迴歸分析模型

(regression model)來使用「預測因子」(predictor)來預估事件(在本文稱為「被預測的事

件(outcome)」)的發生機率或程度。在模型中，「預測因子」是「自變數」，而「被預測的事

件」則為「應變數」。舉例來說，舉世聞名的佛明漢心血管疾病研究(Framingham Heart Study)

就是針對心血管疾病構建了一個精細的預測模型，其中抽菸、飲酒、血壓、血糖等生活習慣

及健康指標都是預測因子，而心血管疾病的發生則是「被預測的事件」9,10。該模型的結果目

前都還是現在醫學重要指標。此外，近年來急速發展的機器學習也是預測模型的一種，在各

領域皆有廣泛應用，如臉書(facebook)使用「使用者使用臉書的習慣」為預測因子來預測並

推薦「可能的認識的人」：或是網購平台根據「過去購買經驗」來預測並推薦「可能有興趣的

商品」。 

介紹完傳統命理學分類及預測模型的基本知識之後，我們接著討論如何用統計預測模型

來描述並重新詮釋命理學。所有的命理學的理論體系皆可以視為一組預測模型。其中「被預

測的事件」都是「命運」。命運定義的內容相當廣泛，從個性、學業表現、事業成就、以至於

財務狀況、身體狀況及意外事故發生可能性、甚至感情婚姻以及與親友之間的關係皆有包含

在內。雖然各種不同類別的命理學工具在「命運」的預測上專長略有不同(例如「卜」主要針

對單一事件，而「命」主要針對一生中較大時間範圍在命運各方面的趨勢)，其主要的差別在

「預測因子」的不同。「命」的預測因子是「出生的時間」；「人相」的預測因子是「人的生理

特徵」；「地相」的預測因子是「平日居住地的環境」或「祖墳的環境」；「卜」的預測因子則

是「特殊工具當下隨機產生的數字」。此關係如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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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用統計預測模型來描述並重新詮釋命理學。所有的命理學的理論體系皆可以視為一組

預測模型。其中「被預測的事件」都是「命運」。各種不同類別的命理學工具主要差別在「預

測因子」的不同。「命」的預測因子是「出生時間」；「人相」的預測因子是「人的生理特徵」

(如五官比例)；「地相」的預測因子是「平日居住地的環境」或「祖墳的環境」；「卜」的預測

因子則是「特殊工具當下隨機產生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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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統計預測模型的角度之下，各類命理學的理論皆可以轉換成「使用不同的預測因子來

預測命運」的預測模型。我們將「預測因子」標示為 X，「被預測的事件」(也就是「命運」)

標示為 Y，因此可以建立數學回歸模型如下： 

 

Y=g(X)+e  

 

以上 g(.)是任意函數，e則是誤差函數。在這個公式之下就可以計算預測因子(X)對於被

預測事件(Y)的預測能力，如線性回歸模型的決定係數(Determinant Coefficient, R2)。該

預測能力是個 0到 100%之間的數字，其解釋為「命理學對於預測命運的準確度」。 

建構命理學的預測模型有兩項好處。第一項好處是能將古今中外的命理學工具用統一標

準分類並加以檢驗比較。舉例來說，星座學是用「出生月分」來預測命運，因此在分類上和

「命」相似且具有比較性。塔羅牌是用隨機抽取的牌來決定單一事件的發生趨勢，在分類上

則算是「卜」的一支。第二項好處則是預測模型能夠讓命理學理論架構成為使用現代的統計

推論以及資料科學方法(如迴歸模型或是機器學習)來驗證其準確度的科學命題。根據 Popper

否證的科學哲學觀11，將理論架構轉化為可客觀驗證的科學命題，是命理學轉化為科學最重要

的第一步。在接下來的章節，我們主要聚焦在「命」(用「出生時間」來預測命運)，並使用

紫微斗數為例，來探討在設計「命理學準確度研究」時會遇到的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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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被預測事件

(Y) 

預測因子(X) 

命 

人相 

地相 

卜 

出生時間 

人的生理特徵 

居家/祖墳環境 

隨機數字 

命運 



參、命理學研究設計之相關議題 

在設計命理學科學研究，執行迴歸分析前有許多實務上的問題。在本章我們使用紫微斗

數為例，針對(一)預測因子的定義與測量、(二)命運的定義與測量、以及(三)預測模型的建

構三點問題詳加討論。 

一、預測因子的定義與測量 

在「命」的預測模型中，我們使用「出生時間」來預測命運。然而在論命的過程中，並

非直接用出生時間得到命運的推論，而是會經過以下的步驟：首先將「出生時間」根據一定

的規則輸出一張「命盤(natal chart)」。該「命盤」根據要預測的事件以及不同派別會有不

同「命盤描述」。最後再根據「命盤描述」闡釋出「命理跡象」(即算命的結果)。 

以紫微斗數為例，在西元 1950年 7月 13日下午一時至三時出生的人「命盤」皆如圖二

所示。 

 

圖二、西元 1950年七月十三日下午一時至三時之紫微斗數命盤。 

 

 

此命盤在預測「個性」上的「命盤描述」可以為「太陰星在亥宮坐守命宮，三方四正有

天鉞會照，為『月朗天門』之格局」。而此「命盤描述」對應的「命理跡象」為「個性內歛，

溫文儒雅，有親和力，學識淵博，人緣關係佳，在文藝或學術方面有所發展及成就」。在當代

論命過程中，命盤的生成多被電腦所取代，然而「命盤描述」以及「命理跡象」則依然由命

理師親自解釋。「命盤描述」以及「命理跡象」經常混為一談，但在研究設計，統計分析以及



因果推論上有分開論述之必要。其中「命盤描述」為命盤中對於各種物件及相關性的客觀陳

述(例如紫微斗數中「主星」在不同「宮位」的關係，以及格局的陳述)。並無涉及「命運」

的描述。然而「命理跡象」則是對於當事人「命運」的預測。 

這四項因子(「出生時間」、「命盤」、「命盤描述」、「命理跡象」)之間的關係如圖三所示。 

 

圖三、論命過程中的四項步驟。首先將「出生時間」根據一定的規則輸出一張「命盤(natal 

chart)」。該「命盤」根據要預測的事件以及不同派別會有不同「命盤描述」。最後再根據「命

盤描述」闡釋出「命理跡象」，即算命的結果。 

 

 

 

其中「出生時間」與「命盤」的關係會因為不同種類的命理學系統而不同：例如四柱推

命會有完全不同的命盤(如圖四)。 

 

圖四、西元 1950年七月十三日下午一時至三時之四柱推命命盤。 

 

 
 

在紫微斗數中雖有不同派別雖然會有微小的差異(例如「占驗派」在庚年的四化星分別化

在「太陽」「武曲」「天同」「天相」四顆主星，而中州派的四化星則分別化在「太陽」「武曲」

「太陰」「天同」四星)但大致相同。在同一「命盤」裡，根據不同派別則會有不同的理論體

系，造成對於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命盤描述」(以紫微斗數為例：北派偏重格局，南派偏重

四化，而占驗與中州兩派則兩者並重)。同一派的「命盤描述」，則會由不同的命理師根據過

往經驗以及與被論命者的互動了解中產生不同的「命理跡象」的解讀。 

在進行命理學研究設計時，根據使用「命盤描述」或是「命理跡象」來當作預測因子而

出生時間 命盤 命盤描述 命理跡象 



分成兩類。舉例來說，比較「活盤中第四大限有財運」與「活盤中第四大限沒有財運」這兩

組人在「三十五歲到四十歲間五年內的平均收入」的研究，就是測量「命理跡象」以及「命

運」的相關性。其中「命理跡象」為預測因子。而比較「命宮、身宮、財帛宮、福德宮、或

田宅宮有祿存星或財星化祿」與否的兩組人在「三十五歲到四十歲間五年內的平均收入」的

研究，就是測量「命盤描述」以及「命運」的相關性。其中「命盤描述」為預測因子。其中

以「命理跡象」為預測因子的研究在判讀上較為簡易，不太需要了解命理理論架構即可進行，

但缺點是執行難度高，因為要有訓練有素的命理師方可判讀「命理跡象」。除此之外，命理師

的素質也會影響到驗證命理架構的準確性。以「命盤描述」為預測因子的研究較能夠直接測

量命理的理論架構，因為「命盤描述」相較於「命理跡象」是較為原始的資料，但此類研究

的設計者需要有深厚的命理學學理基礎。 

至於直接使用「出生時間」或是「原始命盤」來做為預測因子尚無其方法。未來可以考

慮使用機器學習、深度學習等方法，此一研究能夠直接跳過各學派的理論體系基礎，直接驗

證「出生時間」對於命運的預測能力，但缺點是即便是有準確度也只能夠預測，無法了解其

機轉原理。這也是統計學中常見的「accuracy-interpretability tradeoff」難題12。 

 

二、命運的定義與測量 

接著連結到真實發生的結果—命運(或稱「命理事實」，有別於「命理跡象」—即根據命

理學所預測的命運)。然而命運在定義上，幾乎清一色都是敘述性的描述，相對難以量化。命

運的定義也莫衷一是：它究竟是未來事件的預測，還是建議?舉例來說，如果今年流年財星高

照，是預測今年的收入較高，抑或是今年若有投資行為會有較好的獲利？前者是指「財星」

與收入有直接的因果關係，因此無須改變投資行為，收入也會自然增加；而後者指的是「財

星」與「投資行為」在「收入」有「交互作用(interaction effect)」或「協同作用(synergism)」，

因此必須有投資行為才能有較高的收入。這兩者概念上截然不同。在本文中，我們定義命運

為「對未來事件的預測」。 

除此之外，命理是定義在主觀感受還是客觀事實也是眾說紛紜。例如「紅鸞星動」是指

本身有成家的意願，抑或外界條件有較多的適婚交友對象？命理學之所以興盛的主因就是主

觀上的準確性。然而這點也是科學界認定命理學是「偽科學」的主因，也就是心理學上著名

的巴南效應(Barnum Effect)13、14、15、16。巴南效應是在主觀心理測量常見的系統誤差，內容是「一

段模稜兩可的性格敘述，所有人都會注意到和自己相關的部分，忽略自己無關的部分，而認

為該敘述有一定程度的符合自己的狀況」。因此若「命理跡象」清一色皆是此類描述，則「命

理跡象」與「命理事實」在主觀上的準確度，則會因為巴南效應的影響而奇高無比。巴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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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消除最佳方法是使用雙盲試驗(Double-blind Trial)。在先前的文獻中有兩篇論文使用

此一試驗方法測量西洋占星術(十二星座)所預測的人格(astrological personality)17,18，雖

然結論是西洋星座對於人格完全沒有預測的能力，但尚有統計效力的議題尚未處理。此一議

題將在下一章節討論。 

在客觀測量方面，人格(personality)是最常被驗證的選項。目前常用的測量有五大人格

特質量表(Revised Neuroticism-Extraversion-Openness Personality Inventory, NEO 

PI-R)19等心理計量等測量工具。其他學業，事業，親友關係，收入狀況等命運項目，尚無統

一的測量方法，仍有待未來的發展。 

 

三、預測模型的建構 

在預測因子以及命運的定義與測量的議題解決之後，接下來便可為命理學建構統計預測

模型。預測因子除了「出生時間」以外，會影響到命運的因子大致可分類為「先天基因」或

「後天環境」兩大類。以上三個命運的決定因子(「出生時間」、「先天基因」以及「後天環境」)

可以結合圖三畫出完整的因果關係圖(如圖五)。目前已經有許多因子如基因、家族遺傳、環

境、教育…等可以預測命運。 

 

圖五、完整的命運預測因果關係圖。預測因子包括「出生時間」，不同種命理學所有的預測因

子如人相、地相，以及「先天因素」與「後天環境」等。 

 

 

 

    

 

                                                 
17
 Carlson S. A double-blind test of astrology. Nature 1985;318(6045):419-425. 

18
 Wyman AJ, Vyse S. Science versus the stars: A double-blind test of the validity of the NEO five-factor inventory and 

computer-generated astrological natal charts. The 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 2008;135(3):287-300. 
19
 Costa PT, McCrae RR. The revised neo personality inventory (neo-pi-r). The SAGE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assessment 2008;2:179-198. 

出生時間 命盤 命盤描述 命理跡象 

命運 

後天環境(教育、
社經地位、職

業…) 

先天因素(基因、
種族) 

(地相)居家/祖墳
環境 

(人相)掌紋、
五官比例、姓

名等 

「命」的預測因子 



根據統計理論，在建構模型時，如果將所有已知的預測因子都綜合在一起，就能夠增加

預測模型的準確度，對於出生時間與命運相關性的不確定性也能夠大幅消除20,21。在先前文獻

的雙盲試驗，其結果顯示命理學無法顯著的預測人格，除了「出生時間影響人格」的效力並

不如想像中大以外，很大的原因是因為完全沒有加入其他人格相關的預測因子，因此讓模型

的統計效力(power)大幅降低。因此根據不同的命運測量，應該盡其可能的採用目前科學上已

知的預測因子加入模型的自變量之中。 

此外建構模型之時還可以把不同種命理學所有的預測因子(如將面相、手相、風水…等)

加在模型的自變量中一起預測(如圖五)。這樣的做法不僅讓不同命理工具互相截長補短，也

可以同時比較不同種命理工具的在不同命運種類的預測效力。 

 

然而要成為真正的科學理論，除了使用預測模型來驗證命理學的準確度之外，還要必須

再經過「因果推論」來驗證該相關是否有因果關聯性。接下來的章節將介紹如何使用「因果

模型」的角度來研究詮釋命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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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命理學量化統計研究方法學之因果推論 

使用前兩章所介紹的預測模型以及設計研究驗證之下，假設命理學對於預測命運有一定

的準確度的話，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命理學所使用的預測因子是否真的與命運之間有因果關係，

還是單純只是有假相關的預測因子？這個差別對決策極為重要。假相關的預測因子與被預測

事件的關係有如雞啼之於日出的關係：聽見雞啼聲可以預知即將破曉，但把雞宰殺之後並無

法阻止日出。以紫微斗數為例，如果出生時間單純只能夠預測命運吉凶，選擇生產時間就顯

得彌足重要。然而只是如雞啼預測日出一般的假相關預測因子(例如有些學派相信生辰以及命

運在出生之前就已經註定好)，如此一來選擇生產時間或是改運之道就徒勞無功。在本章節我

們分成「內部效度(internal validity)」、「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以及「因果機

制(causal mechanism)」三個層次來探討命理學研究的因果推論。 

 首先探討內部效度。命理學研究的內部效度有兩個主要來源：「干擾效應(confounding 

effect)」以及「誘導效應(induction effect)」。干擾效應是指出生時間與命運會由共同的

因子決定。本文列舉兩個例子「年份相關的世代事件」以及「季節相關的氣候因子」。其中不

同的世代 (cohort)和出生的年份有關，同時也會影響命運。除此之外不同出生季節則是會影

響到出生的月份以及身體健康狀況。因此在進行命理學研究時至少要校正「年份相關的世代

事件」，以及「季節相關的氣候因子」這兩項干擾因子。雖然有些學派認為命運是生前決定，

且此決定因素會決定出生時間，但此項假說屬於玄學或形上學範疇，在此不加討論。 

 另一常見影響內部效度的來源是誘導效應，即被算命者本身對命理的主觀相信程度，導

致算命結果導致其決策的改變。舉例來說，「流年有財運」的命理跡象，對於有算命經驗且有

一定的相信程度的族群，會增加其冒險投資行為。因此在進行命理研究時必須要測量受試者

的算命經驗，以極其對命理學的相信程度。其中「沒有算命經驗」的族群才不會有誘導效應；

「有算命經驗但相信程度低」的族群次之；「有算命經驗且相信程度高」的族群則必定會有明

顯的誘導效應，必須加以排除。或是也可以與其他兩族群比較，以估計算命之誘導效應的影

響程度範圍。 

 除了內部效度以外，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也是在因果推論中需要考量的部分。

以紫微斗數為例：由於該理論成形於中國黃河流域以及長江流域一帶，由漢民族為主的族群

為樣本建構的理論。這樣的預測模型是否適用於不同種族及地緣？經過時空的流轉，是否當

時的曆法紀年已經不適用於當代的命運預測？即便是同一種族時空，在不同時區誕生是否有

影響？由於若是假設出生時間影響到命運的原因是透過「出生當時的日月星辰的相對位置」

的機制，就應該要使用該時區的時空。若是採用絕對時間，就還是應該使用中原標準時間來

當作出生時間的依據。因此在進行命理學研究之時，必須準確測量受試者族群的出生年代，

時區，以及種族，以提供外部效度測量之參考。 

 在內部效度和外部效度都獲得解答之後，接下來就要探討因果機制。這個是命理學被認

為是偽科學的最大原因之一。各門派對於「出生時間影響命運」的機制大多以「出生時日月

星辰的排列所造成磁場的影響」為假說，甚至有些學派採信「不可知論(agnosticism)」，認

為無法用常人的智慧或經驗理解此一法則；但兩者皆不符合當今科學主流的認知與信仰。然

而機制的確立必須要等到確定命理學整體有一定的準確度之後才值得探究。舉例來說，宗教



流行病學在近三十年有非常長足的進展22,23,24,25,26,27，在發現確定宗教對於健康的影響有非常顯著

的功用之後，探討其機制便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28，29。此外，同列為五術之一的傳統中醫，

其理論便建構在陰陽五行以及五運六氣之上。雖然此一機制亦不為主流科學界所接受，但在

確定某些療法有效之後，便有科學家開始從各種科學角度來探索其可能的因果機制(如針灸)。

從資料科學的角度，機制方面可以使用中介效應分析(mediation analysis)30。要執行中介效

應分析，首先要確定總體的效應(或準確度)為顯著，再針對可能的機制做出假說，並定義能

夠代表該機制的變量為「中介因子(mediator)」，如此一來就可以估計該機制能夠解釋的比例

為何。然而這些機制假說的形成仍有待未來跨學門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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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本文提出一系列完整的方法學架構，從現代統計科學的角度出發，以統計模型建構、研

究設計、與因果推論三方面來將命理學科學化。根據這一套方法學，能夠將命理學完整的化

為科學上可以驗證的命題。在相關性的測量以外，更提出因果推論的步驟來檢驗命理學上的

理論是否足夠證明出生因子為命運的決定因子。綜言之，命理學要達到科學化，必須先完善

的定義以及量化有興趣之「命運」項目類別，根據研究可行性選擇適當的「命理跡象」或「命

盤描述」為預測因子，建構統計模型檢驗其準確度；並盡可能的加入已知的預測因子以提高

統計效力。在因果推論上，必須測量「年份相關的世代事件」以及「季節相關的氣候因子」

以校正兩者所造成的干擾效應，並且測量受試者對命理學的相信程度以及以往的算命經驗以

校正誘導效應。當干擾效應以及誘導效應皆充分校正之後便能相對地確認其內部效度。同時

也須定義命理學能夠適用的族群範圍以及出生時區的關係，以界定其外部效度。如此一來便

能夠提供命理學理論體系在資料科學及統計科學下堅固的證據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