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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天文学史》不是中国古代历法史，也不是一般的天文学通史，是对中西方古
代历算传统和中西方古代天文学中许多典型案例的比较研究，主要时间是从古代到清代中期，本书的
特色在于把握中国古代天文学以测算为主的特点，廓清圭表测影的历史功能和技术发展，阐发中星观
测的独特地位和功能等等。
本书不仅阐述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目标、特点和具体内容，而且以《崇祯历书》为重点，考察了西方
天文学的传入及其影响，探讨了日本和算奠基人关孝和对《授时历》的研究成果，藉此说明东方数学
天文学是一脉相承的。
论述了现代天文学家朱文鑫以及“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李约瑟博士等关于中西方天文学比较研究的
思想和成果。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天文学史》立足比较研究的视角，从对希腊经典天文学著作《至大论》的比
较研究入手，探讨中西方古代天文学发生与发展的差异；以大量史实为基础，结合具体案例展开比较
和论证，史论结合，旨在阐明中西方天文学各自独立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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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邓可卉（1966-），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1987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天文学系本科毕业，后于内蒙
占师范人学科学技术史专业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西北大学科学技术史专业毕业班并获得博士学位。
现为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牛导师。
现任中因计时仪器史学会理事，副秘书长。
主要研究方向是天文学史、中两天文学比较与交流史等。
出版专著《希腊数理天文学溯源--托勒玫比较研究》-部，参与著作《中国古大文仪器史》的编写，是
《中国计时仪器通史·占代卷·口晷篇》的主要撰稿人，发表论文50余篇。
2005-2006年受Andrew W. Mellon基金资助在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作高级访问学者（fellow）。
曾经参与多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重大项目，现正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是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的负责人。
参与完成的项目获内蒙古自治区教学成果二等奖，主持的项目获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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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崇祯历书》中的天文观测　　徐光启针对西方古代天文观测的持续性和一直为后代所利用的
特点，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观测数据和制度的种种弊端。
他说：“西士之精于历者，无他诀窍也，千百为辈，传习讲求者三千年，其青于蓝而寒于水者，时时
有之。
”又说：“以彼千百为辈，传习讲求者三千年，吾且越百载一人焉，此其间何工拙可较论哉！
”这段话很好地概括了科学在其发展和进步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科学不仅是个别杰出科学家个人
的事情，它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它需要成百上千辈的科学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步积累、总结、
吸收、继承而成就的人类的共同事业，在《历法西传》中重新论述道：“合而观之，西洋之于天学，
历数千年，经数百手而成，非徒凭一人一时之意见，贸贸为之者。
日久弥精，后出者益奇。
”今天看来，徐光启的这个思想可以通过近代科学发展史的许多事例得到证明。
对此，他进一步论述道：“时差等术，盖非一人一世之聪明所有揣测，必因千百年之积侯，而后智者
会通立法；若无前世绪业，即守敬不能骤得之。
”徐光启非常推崇元代科学家郭守敬的工作，但是同时他指出：“守敬之法加胜于前人多矣，而谓至
竞无差，亦不能也。
”他说：“高远无穷之事，必积时累世乃稍见其端倪，⋯⋯非一人之心思智力所能黾勉者也。
”他又说：“若使郭守敬复生今日，欲更求精密，计非处心积虑，假以数年，恐非易得。
”①以上言论充分表明，徐光启认为科学的发展具有今胜于古，后胜于前的历史规律。
而对于中国古代历法的发展，他提出批评：“中土往代修历不过加减四余四应岁实等项已耳。
一时合天，久则仍错，有数十年一改者，有数年一改者，前改既非，后改亦复如是，历学废弛非一日
矣。
余初奉命修历时，亦有以略改旧法请者，谓作者可免创始之劳述者，兼得习熟之便，然而不能。
详考旧法，其错非在算数，乃在基本不清。
其基而求积累，不治其本而理枝干，其术未有济也者。
余故不辞艰辛，昼夜测验天行，参考西法，然后正其纰缪，补其缺略，约有数十余款，于是著成历书
，解明法原，详整法数，自太阳、太阴、恒星、交食以及五纬，莫不条分缕析，纲举目全，共有百有
余卷，已经进呈御览。
”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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