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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生活在天地之间，仰而视之，天苍苍然，俯而望之，地茫茫然。
每天昼夜更替，每年寒暑变迁。
日月星辰，东升而西落；星宿月亮，昼隐而夜明。
月亮时圆时缺，五星时顺时逆。
日中黑子，忽然而现；月中黑影，悠然长存。
恒星布列，井然有序；银河伸延，终始不移。
日月间或顿失其光芒，彗孛不时光耀于天际。
流星攸然划破夜空，陨石偶或坠落至地。
潮汐涨落若有信，客星隐见似无期。
⋯⋯对这一系列自然现象，自古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试图探究其中奥秘。
本书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系统地梳理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史上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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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系统地梳理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史上的主要问题——宇宙本原与演化
学说、天地构造学说、天论与天体论、天象论、地动说与潮汐论、历法思想、星占思想与天人感应说
，阐述了天文学思想与哲学思想、社会政治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关系，指出中国古代天文学观象以授人
时和观象以见吉凶的功能，是推动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两大杠杆。
本书版本采用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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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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代郭象注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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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
，亦古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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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