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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古代天文学建树非凡，遗泽久长，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我一直怀着崇敬的心情向往着这份文化珍宝。
只是数十年漫漫学海中有许多错过的机缘，以致今天仍还像是一个鹄立在圣殿门前的朝圣者，终未能
进入门庭。
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受到很大的喜悦、有幸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之际，见证了在竺可桢先生的
倡导下，中国古代天文研究跨出了前所未有的聚集人才、系统“攻关”的步骤，而从那时起经两代人
的努力，资料齐集，成绩斐然。
如今又促成了这一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牵头，组织全国各单位的天文学史研究者齐力完成
的学术壮举——一部上起夏商，下逮近代，罗列我国古天文学万象的六百万言鸿篇巨制！
纯粹用现代科学的眼光审视古代天文学，首先，它是一门旨在认识天文世界——发现天文现象、探究
天文规律的自然科学。
这和今日的学科定位并无不同。
其次，它是一门“观测的科学”，今日也仍然如此。
如果把天文观测工具的“古”的界限设在天文望远镜应用之前，那么古代天文学眼界中所有的天体不
超过7000个，这使得天文实测研究的对象限于几个太阳系天体的表象及其运行轨迹，星空的监测以及
几千个恒星的定位和陈列。
这些，中国和其他古代文明的情况基本上一致，可以认为是历史的必然。
与之相应的天文理性认知的探求，这样规模的“天”，相对于地上的万物和人间的万众，虽然仍然是
伟大、永恒，但也显得比较简单、稳定，导致了我国古代“天覆地载，人居于中”、天地人“三才”
协调的宇宙观。
这在一方面形成了宇宙结构、天体演化、天人感应的种种学说，成为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组成部
分；另一方面，把天文实测结果的解释引向到“天文”与“地理”的相关性、“天道”与“人事”的
相关性的探求。
前者把“天”联到了“地”，导致了在“时政”、“编历”这些“国之大政”上的应用；后者把“天
”联到了“人”，应用到了当时同样属于“国之大政”的“星占”。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

内容概要

天文学是我国古代最发达的自然科学之一，在华夏科学、文化史中是一个具有连贯性的组成部分。
在《中国天文学史大系》（以下简称《大系》）的全套书结构中，《中国古代历法》、《中国古代天
体测量学及天文仪器》、《中国古代星占学》、《中国古代天象记录的研究与应用》、《中国古代天
文学思想》、《中国古代天文机构与天文教育》、《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各立一卷，以概全面。
完成这样的一部《大系》，可谓是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来认识华夏文化的源与流。
    近世100多年，华夏文化受西方文化的冲撞，激湍跌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传承出现前所未有的震
动，至今波澜未已。
其间在天文学上体现为结束古代传统、“转轨"西化、进入近现代的航道。
《大系》中所设的《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转轨与近代天文学》一卷，阐述了这一时期的历史。
    全套书中用《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一卷介绍了对同属华夏文化的发掘和整理，是一项开辟性的
探索。
另一卷《中国古代天文学词典》篇幅达47万字，对天文典籍阅读者是十分有用的工具，也是好伴侣。
《大系》共10卷，每卷40万到80万字。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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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宇宙本原与演化学说生活在天地之间的人们，自古就对天、地的由来这一深奥难解的命
题产生了兴趣。
天地是怎么形成的？
是由什么组成的？
天地是亘古不变的还是在不断演变的？
如果是在不断演变，又是怎样演变？
为什么会这样演变？
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人们曾进行过思考，作出过许多猜测，并长时间地争论，且有过诸多有趣的论
述。
关于天地亘古不变的观点，春秋时期的孔丘就有过论述。
在《庄子·知北游》中，记载有孔子同他的学生冉求的一段对话：冉求问于仲尼曰：“未有天地，可
知耶？
”仲尼曰：“可，古犹今也。
”晋代郭象注日：“言天地常存，乃无未有之时。
”孔子还认为：“无古无今，无始无终。
”这就是说，孔子认为天地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终了，天地是亘古不变的，不论是过去还是将来，一
直是当今这个样子。
这种观点，在后代得到一些人的赞同。
西汉董仲舒就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①，“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
下，亦古之天下”②。
宋代司马光也认为：“天地不易也，日月无变也，万物如若也。
”只是这种观点在中国古代并不占主导地位。
而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则是天地是在不断演化着的，它们有一个化育生成的过程。
中国古代传统的、影响极其深远的蒙学课本《千字文》(梁代周兴嗣撰)的开首便是“天地玄黄，宇宙
鸿荒，日月盈昊，星宿列张⋯⋯”这几乎成为古代一般中国人的共同认识。
当然，这种观念的产生、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包含有十分丰富多彩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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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撰写大约可分为两个阶段：自1992年下半年到1994年底，断断续续地收集有关史料，并试写部
分章节；自1995年1月至9月，相对集中时间与精力，先后完成初稿和定稿。
总算了却了一件心事。
但由于时间仍嫌仓促，不及精雕细刻，不妥或遗漏之处在所难免，尤望读者指正。
本书除绪论外，又设七章，其中第七章系由徐凤先博士执笔，她以翔实的史料和精当的分析，阐述了
中国天文学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本书大为增色。
本书稿的大部分由余荔裳抄正，在抄写过程中，她还不时对文字做修订与润色。
本书的绝大部分插图系由陈思燕精心绘制。
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室朱敬、吴佩卿、程占京以及汪前进、李安
平的大力帮助。
在此，谨向他（她）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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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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