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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图解天文学史》共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绪论和古代天文学，论述研究和学习天文学史的意义
；第二部分是中国天文学史，主要展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特点和辉煌成就；第三部分是本书重点，阐
述现代天文学的渊源和流变，叙述现代天文学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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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五节 与古希腊天文学的比较 将中国天文学与古希腊天文学相比较，有五方面明
显不同的特点。
 一、实用特色与理性特色的明显区别 中国古代天文学实用特色十分明显。
天文学家往往是朝廷命官，他们必须全力以赴完成帝王布置的编制历法、星象观测和时间计量等任务
，他们的工作有着强烈的功利性，除完成规定任务外无法再自由地开展天文研究。
而希腊天文学家或是希腊城邦时期的奴隶主、贵族和富裕的自由民，或是托勒密王朝聘请的研究人员
，他们吃穿不愁，一心把探索宇宙的奥秘当做最大乐趣，他们的研究工作往往是自由自在的、非功利
的，因而其理性特色十分明显。
例如毕达哥拉斯学派讨论天体和地球的形状、柏拉图学派用同心球理论模拟行星的运动、亚历山大学
派开展天文测量工作等，都具有明显的理性特色。
 中国古代的历算家们在制历过程中，已经掌握了“交食”发生的条件和规律，例如他们实际上已认识
到日食是由于太阳和月亮在天球上走到同一位置处才产生的，而且根据日、月在天球上的视运动还能
推算出何时发生日食。
按理只要作进一步的思索，便可弄清日食发生的原因是月亮走到太阳前面挡住了它。
但中国古代的历算家们宁可相信太阳代表阳，月亮代表阴，日食的发生是阴侵阳这种似是而非的解释
，不愿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他们中有些人甚至笃信星占学的常规解释，认为日食是上天对人间君王不满而提出的严重警告，于是
鼓动帝王搞大规模的“禳救”，以求回转天心，转祸为福。
这正如清代学者阮元在他所著的《畴人传》中所指出的，中国古代的历算家们，往往认为“天道渊微
，非人力所能窥测，故但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
历算家们这种求其然，而不追究其所以然的态度，是中国古代天文学重视实用、轻视理性思维这一基
本特点的深刻反映。
 二、在周天分度、天层概念和天体运动的计算方法方面截然不同 中国古代将周天分为365.25古度，而
古希腊将周天分为360°；中国古代建立的是地心单天层结构模型，而古希腊确立的是各天体在不同天
层上运动的多天层模层；在处理天体视运动的观测数据方面，中国古代采用代数模型逐步谐合法，而
古希腊则采用几何摸型方法。
中国古代天体坐标和天体运动的古度数除整数外的奇零部分，往往用分数表示或进行运算，历法中所
取的回归年长度和朔望月长度等，其奇零部分也全都用分数表示或进行运算，这导致数据计算繁琐复
杂。
而中国古代所建立的地心单天层结构模型是没有纵深感的，再加上处理观测数据时采用的是代数模型
逐步谐合法，经验主义色彩很浓；古希腊确立的天体在不同天层上的多天层结构比较符合天体空间分
布和空间运动的实际情况，而采用的几何模型方法则有助于人们探索宇宙的物理图像，以及天体运动
的物理机制。
 三、在宇宙观念上存在着很大差别 在古希腊，只有公元前7世纪至前4世纪的爱奥尼亚和毕达哥拉斯这
两个学派是思辨性的宇宙论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而且后者由于其美学思想已经提出了地球是球形的见
解。
到了公元前4世纪，欧多克斯根据其导师柏拉图提出的“拯救现象”的要求，用同心球理论来解释行
星时而顺行时而逆行的原因，使天文学开始摆脱思辨哲学的羁绊，日益显示出用几何系统来表达天体
运动的希腊天文学特色。
到了公元2世纪，托勒玫在阿波罗尼的本轮均轮说和依巴谷的偏心圆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托勒玫地
心说，根据该学说还能粗略预报行星在天球上的视位置，它已有点类似于现代天文学中的“模型拟合
”方法，即依据天文观测资料提出模型，再用观测实践来检验它并改进模型。
托勒玫地心说后来成为哥白尼日心说的对立面，本身就表明它是一个模型，可以作为继续前进的出发
点。
但中国的宇宙理论主要是哲学家们在讨论，他们的天文学功底明显不足，往往停留在思辨性的议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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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继续深入下去，甚至直到明清时代，中国的传统天文学中连地球的球形观都还没有明确地建立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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