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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优秀的中国天文学史专著—简评 《 中国恒星观测史 》

李 迪

中国古代天文学曾经取得过许多光辉成就
，
在世界天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

正因为如此
，
已引起国

内外有关学者的注意和重视
。

不断进行研究
，

有大量论著发表
。
最近有幸读到了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的潘

暴先生的新著 《
中国恒星观测史

》 ，

感到非常高兴
。

这部有 ��万多字的著作
，
不仅 在 中 国�恒 星 观测史研

究方面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
，
而且也是近年来中国天文学史研究方面的一部优秀学术专著

。

现特简评如

下
。

全书分为八章
，
由夏商讲述到民国初年

，
上下纵跨四千年

，
内容丰富多采

，
成果满篇

。

首先
，
书中包

括大量新史料
，

或过去人们提到而又没深入研究过的史料
。

例如特别重要的有
《
杨惟德星表

》 、 《周琼星表
》

等以往人们都研究得不多
。

又如元代郭守敬的星表
《
三垣列舍入宿去极集

》 ，

作者都花费很大功夫进行考证

和探索
，
把它们钩辑或发掘出来

，
把宋元时代恒星观测的实际情况弄清楚了

。

尤其是郭守敬星表的残抄本

的发现更为重要
，
正如作者自己所说

� “ 《
三垣列舍入宿去极集

》
郭守敬星表不完全抄本 的得以 拾遗整理

，

标志着我国丰富的恒星图表资料
，
已可从 “ 石氏星表

》 、 《
杨惟德星表

》 、 《
周综星表

》
到

《
郭守敬星表

》
贯穿成

一条有机的条带
。

东方古代现存的这四部古星表
，
在世界天文学史以至科学史上的地位是难以伦比的

。 ”

其次
，
书中收入了大量天文图

，
图版编号达 ��号

，

实际图形有 ��� 幅
。

值得注意 的是其中包括一批

首次公开刊布的古代星图
，

例如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石掉天象图
、

南唐李异陵星象 图
、

明抄 本
《
仪象法

纂
》
紫微宫图

、

苏州
、
瑞光寺内宋初木刻皮纸本上黄道十二宫图

、

敦煌莫高窟第 ��洞甫道西夏壁画十二宫

图
、

明印徐光启
《
见界总星图

》 、 《
崇祯历书

》
赤道两总星图

、
戴进贤指导绘制的赤道南北恒星图

、

明印本徐

光启
《
赤道南北两总星图

》 、
阂明我 《方星图

》
和施古德

《
星辰考原

》星图等等
，
其中有些极为珍贵

。

此外
，
还

收入了一些朝鲜
、
日本古代学者按中国传统绘制的星图

。
真是琳琅满目

，
美不胜收

。

有了这些星图
，
使人

们能够更全面
、

更确切地了解中国古代关于恒星观测的历史演变
。

再次
，
作者对古代历次重要的观测记录都用现代天文知识进行了详细折算或归算

，
以验证古代记录的

精确程度
，
从而获得数量相当可观的成果

。

例如把
《
周琼星表

》
与现代通用星名进行对应

，
在 ���颗星中对

应出 �“ 颗 ，
占 ��

�

��
，
未对应上的仅占�

�

��
。

对应的方法是把这些星的人宿度和去极度换算为测定时

的 ����年的赤经和赤纬
，
再把 ����年的赤道坐标化算为 �盯�

�

�年的赤道坐标
。

对郭守敬星表中所列 ���

颗星的入宿度和去极度
，

作者归算为 ����
�

�年的赤道坐标
，
证认出现今通用 名的恒星 ��� 颗

，
占全 数的

��
�

��
，

未认出的只占 �
�

��
。

因此
，
作者得出结论说

� “
郭守敬的测量恒星工作

，
同 他 在 制订授时历中

所做的其他工作一般
，
态度认真踏实

，

是具有高度成效的
。 ”
还通过抽样方法利用车比雪夫定理

，

对郭守敬

星表的准确性给予了整体估计
。

最后
，

作者通过文献考证和用现代天文学原理对古代恒星观测的研究结果得出许多新的看法和独到见

解
。

例如对石氏二十八宿观测值的观测年代
，
认为是

“
最可能的情况是

，

在公元前 ���年前后
，
确曾进行

过至少包括二十八宿距星在内的测定
。 … …公元 ��� 年左右又有

一

人进行了复测
，
加 以 补充

。 ”
对于

《
石氏星

经
》
恒星表的编制也有同样的判断

。

作省对中国古代恒星星座的组织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
他的结论是

� “
汉代的恒 星组 织

，

事实上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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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完备的了
。 ”
还认为 《

史记
·

天官书
》
所载 兜 颗星是

“
最早的星表文献

” 。

但是三 垣 还未成立
， “

四象早

于三垣
。

西汉初
，

三垣尚未成型
。 ”

作者对在中国流传极广的
《
步天歌

》
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

，
该书融甘

、

石
、
巫咸三家为一体是一段

时间的产物
，
形成了

“
三垣二十八宿的一种新的体系

” 。

这个转变经隋至唐前期而逐渐 成熟
，
才出现了

《
步

天歌
》 。

但是大体要到宋代中叶
，
才抹去三家星的痕迹而单独成为三垣二十 八宿三干一 个 夭 区 的星象组

织
。

作者对
《步天歌》的评价是迄今为止最高的

� “ 《步天歌》 的星象体制
，

在我国恒星 观测历史上占有极重

要的地位
，
一直影响到近代

。 ”
与他人的评价迥然有别

。

对于一些有争论的问题
，
作者也都有所分析

，
给出了明确的看法

。

如有关一行发现恒星自行的问题
，

他经过计算认为一行所测恒星黄道内外度中有十二个星官的似黄纬所造成的差数
“
已经远大于恒星的自行

值
” ， “

这些似黄纬的变化是不宜也不能用自行来作解释的
。 ”

对于中外学术 界 关心的 ����客星记录则作了

肯定的结论
。

书中还校对了古书上的许多错误
，
这同样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工作

。

通过上面的简述可知
《
中国恒星观测史

》一书包括了大量的新研究成果
。

但 是 一部刊 多万字的专著难

免存在某些不足
，

如关于观测方法涉及较少
，
而在自序中也未作交待

，
也许作者另有想法

。

书中的不足与

成就相比是小巫见大巫
。

本书不仅把中国历代恒星观测的诸多成就进行了一次全面
、
系统的整理

，

提供给

国内外学术界
，
发掘出大量有价值的资料

，

论述严谨
，
评价公允

，
而且包括许多独到见解

，

颇具创造性
，

学术水平恨高
。

因此
，
该书是近年中国天文学史研究方面最优秀的著作之一

，

标志着本学科的研究达到了

一个新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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