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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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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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众所周知，学科的分支在早期的科学研究中并不存在，而是随着科学研究发展逐步形成的，直到现在
对分支学科的严格界定也十分困难。
研究古代天文学时，我们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我们只能根据现代学科的分支概念，去提取古代天文学
的适当部分纳入现代学科分支的框架，并加以追溯和描述，异清楚它们的源流。
    本书分上篇、下篇，包括五个部分。
    “观象授时”是古代中国天体测量的萌芽阶段。
尽管它也是历法部分的前奏，但是“观象”则不折不扣地是天体测量学。
这一部分由徐世忠和吴守贤共同编撰。
    “恒星方位天文”是中国古代天体测量最辉煌的篇章。
从世界上第一部恒星星表起，历经唐宋以来几次大规模的恒星方位测量，到元代郭守敬的创造性工作
，无不使世界上的天文学家赞叹不已。
以恒星星表为基础所发展起来的精制星图，不仅仅是恒星星表枯燥的几何图像，而实际上也是当时的
艺术精品。
当我们把这些成果，用较大的篇幅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时时都看到我们伟大的民族对人类科学事
业的辉煌贡献，并为我们先辈的睿智而感到骄傲。
这一部分由郭盛炽编撰。
　　“天文学常数”的确定，在中国古代从来没有作为独立的问题提出过，但有些中国古代天文学家
凭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了其研究领域需要而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实测数据，这实际上也是他们进
行了某些天文常数测量的结果。
只是到了现代才被一些中国和外国的天文学家分析发掘出来。
本书首次把天文常数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在一些天文学史专家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综合地将研
究成果展示在读者面前。
这一部分由吴守贤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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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上篇 中国古代天体测量学第一章 中国古代天体测量学概述从人类在地球上诞生的第一天起，
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为了种族的兴旺与发达，就开始了与大自然的斗争，这种斗争实质上是为自
身的生息繁衍而向大自然进行的索取。
因此，人类就必须对大自然及其规律不断地观察、发现，不断地发明新的方法和工具，通过实践去创
造财富。
这种经验的积累，事实上也是知识的积累。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那个时代，人类已经开始了科学研究，相应的科学技术已经诞生，人类已经有了
第一批科学家。
第一个重大的发现是“火”，这个发现是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第一个重大的发明是钻木取火，这是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造。
随后更多的发现与发明接踵而至。
例如利用圆周运动的切线加速度原理而制成的打击远方野兽的飞石武器，利用液体浮力原理做成的从
江河湖泊取水的尖嘴瓶，等等，无一不是那个时代科学家的杰作。
那个时代的人们没有想到过科学应该有分科，更没有去追究某一个人是在研究力学还是在研究化学，
在他们看来，神秘的大自然隐含着无限的奥秘，只要把其规律提取出来为人们所用就心满意足了。
把科学按照研究的对象或者按照研究的方法分解成各种分支学科，可以说是后代人在目不暇接的自然
规律面前无可奈何的自发结果。
一个人的短暂一生不可能懂得所有的知识，更不可能在广泛领域内去深入钻研，因此很自然地出现各
种分门别类的分工研究领域。
李时珍以其毕生的心血编著《本草纲目》时，当然不会再去研究日月星辰运动的规律；当祖冲之精心
研究圆周率和编修历书时，大概也不会对飞禽走兽发生兴趣。
有少数博学的学者凭借他们的天才悟性，一生中可能在很多领域内取得了成就，但是终究还是在一个
有限的范围之内。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揭示大自然规律的广泛，这种自发的分工，逐渐发展成了自觉的分工，从而产生了
以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学、数学等为一级分支学科的科学，后来又逐渐发展出二级和
三级分支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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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天体测量学及天文仪器》：“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科技史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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