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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文学史(一部人类认识宇宙和自身的历史)》讲述天文学在古代从一种生存方式演变为一种生活方
式，到近代成为科学革命的突破口，再进而成为人类适应自然、认识宇宙、认识自身的重要途径和手
段的历史，包括史前时期天文学的萌芽、希腊的欧洲古典天文学、中国古代天文学、近代天文学革命
、天体力学的奠定、天体测量学的兴起和天体物理学的诞生等主要内容。
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对天文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发展历史，对天文学研究面对的基本问题和所
采用的基本方法的变迁，对我们身处其中的宇宙与我们人类自身的关系，以及对天文学作为一门重要
的自然科学如何推动整个科学的进步等，都将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

《天文学史(一部人类认识宇宙和自身的历史)》是作者钮卫星在多年的天文学史研究和高校课堂讲授
基础上撰写而成的，主要的写作材料来源有保存至今的相关古代天文学原始文献、考古发掘资料、现
代学者包括作者本人的天文学史研究文献和已经出版的有关天文学史专业书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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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钮卫星男，1968年生，浙江湖州人。
1990年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力学专业毕业，1996年在中国科学院获博士学位。
现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天文学史研究和科学史教学。
已出版专著《西望梵天：汉译佛经中的天文学源流》一部，另有合著、合编和译著共10余部，发表学
术论文20余篇。
亦热心于科学普及和科学传播方面的著述，在各种媒体上发表科学类书评和科学文化类文章7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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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从史前到古代的天文学：一种生存方式
先民对一些基本天象的认识
昼夜交替
寒暑变化
月相变化
日月交食
彗孛流陨
作为生存方式的天文学
辨方向
定季节
定时辰
文化的星空：恒星的命名和星座的划分
恒星命名：人间在天上的投影
星官数与星数
《步天歌》与三垣二十八宿的形成
西方的星座体系
黄道十二宫
从星占学到天文学的萌芽
星占
规律的认识和追求
第二章古希腊的天文学：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希腊的理性：人类的奇迹
泰勒斯和爱奥尼亚学派
毕达哥拉斯学派
追求完美运动
柏拉图的天文学课题
亚里斯多德的宇宙
同心球理论：“拯救现象”的初步尝试
希腊化的高峰
日月的大小与距离：地动说的萌芽
地球的大小
阿波罗尼乌斯的两个数学发明
喜帕恰斯
托勒密和他的《至大论》
第三章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官营传统数千年
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概览
天文与天文学
中国天文学的起源问题
古代传统天文学的兴衰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基本运作
天文机构和人员
天象的观测和记录
历书的编算、印制和颁发
天文仪器的研制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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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典籍的编制和管理
历法：中国古代的数理天文学
中国古代历法史概览
历法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概念
历法的典型内容和基本课题
古代的中外天文学交流
随佛教来华的印度天文学
元明之际传入中国的阿拉伯天文学
明清之际来华的西方古典天文学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性质和文化功能
天人感应与分野理论
天命的确立及其变化
天文与王权
天文学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功能
第四章印度天文学：封闭半岛上的一个开放传统
吠陀时期的天文学
印度古代的时节安排
印度古代的星宿体系
巴比伦时期的天文学
年月日的安排
昼夜时分和昼夜长短变化
希腊化巴比伦时期的天文学
《希腊天文书》
《婆室斯塔历数书》
《罗马历数书》
《宝利沙历数书》
希腊时期的天文学
婆罗门学派
雅利安学派
夜半学派
太阳学派
伽纳莎学派
第五章阿拉伯天文学：那时的世界主流
阿拉伯天文学概况
巴格达学派
开罗学派
西阿拉伯学派
伊斯兰教的天文学课题
新月的出现
祷告的时刻
清真寺的朝向
球面天文学的建立
伊斯兰天文台
仪器大型化和天文台的建造
马拉盖天文台
乌鲁伯格天文台
阿拉伯的行星天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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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悉檀多》到《至大论》
托勒密体系的不完备性
马拉盖学派的反托勒密革命
第六章传承和革新：欧洲天文学的复兴和哥白尼革命
欧洲古典天文学的传承
中世纪欧洲天文学
哥白尼和他的《天体运行论》
天文学革命
第谷的精密天文学
开普勒天体引力思想的引入和行星运动定律
伽利略对哥白尼学说的支持和宣传
笛卡尔的无限宇宙
第七章牛顿的框架：万有引力的提出和天体力学的建立
牛顿建立的框架
胡克对引力问题的思考
让牛顿去吧
万有引力的发现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牛顿力学的验证之一：哈雷彗星
天体力学的进展：天文学还是数学？

牛顿力学的改造者们
“丢失”的行星
海王星：算出来的一颗行星
寻找“祝融星”
第八章从天上到人间：近代天体测量的进步和天文学的实用化
望远镜的使用
折射望远镜
反射望远镜
用望远镜测量
近代天体测量的进步
群星闪烁：近代方位天文学的奠基者们
天文学的实用化：海上经度的测定
日月距离和地球形状
恒星的位置变化与距离
恒星自行和太阳本动的发现
恒星光行差的发现
寻找恒星周年视差
对太阳系的进一步认识
彗星和流星雨
月球和火星
太阳系卫星
第九章了解恒星的一生：天体物理学的兴起
破译来自星光的消息：新技术的使用和天文学的进步
天体分光术的运用和太阳物理学
照相术的发明和在天文学上的运用
测光术的发明和恒星视光度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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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星物理学
恒星分光观测和光谱分类
赫罗图
爱丁顿和质光关系
恒星能量的来源
异常恒星
恒星的演化
第十章探测宇宙的深度：从银河系到河外星系
恒星的空间结构和银河系概念的确立
威廉?赫歇耳的“银河系”和“星云天文学”
星云的旋涡结构
星云的分光观测
银河系的大小
星际消光的发现
河外星系的确认
探索星云的距离
哈勃的工作
太大的银河系
星系的红移
第十一章宇宙学：从“混沌初开”到“大爆炸”
各种古代宇宙学说
古印度宇宙学
中国古代宇宙学
古希腊宇宙学
欧洲近代宇宙学说的发展
打破水晶球：宇宙从封闭到无限
牛顿主义框架下的宇宙学说：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
奥伯斯佯谬和诺曼-西里格佯谬
现代宇宙学说
爱因斯坦的静态宇宙模型
大爆炸宇宙学说
稳恒态宇宙学说
第十二章空间探索：人类的宇宙生存
火箭理论先驱和火箭技术的进步
苏联的火箭先驱齐奥科夫斯基
美国的火箭先驱戈达德
德国的火箭先驱奥伯特及其传人冯?布劳恩
冷战期间美苏的火箭技术
人造卫星和空间探测器
人造卫星
月球探测器
行星际探测器
载人空间飞行
宇宙飞船
航天飞机
空间站
尾声：人类的宇宙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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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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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有时王权虽然得以确立，但华夏大地上政权并立，这就更需要引用天文证据来证明王
权唯其一家是合法的。
如三国时代天下鼎立，魏明帝就问黄权到底何地才是正统，黄权回答说：应当从天文上来验证，前些
时侯“营惑守心”而文帝驾崩，吴、蜀却无事，这说明魏乃天下正统。
又如南北朝北魏末年“营惑人南斗”，南朝梁武帝虽然国家无事，但也不顾年迈亲自光了脚到殿下走
了一遭，以应“营惑人南斗，天子下殿走”的说法。
后来听说北魏孝武帝被他的丞相高欢赶出都城，西奔关中，梁武帝很不好意思地说：“虏亦应天象耶
？
”对于南北朝时期，当时和后世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南朝是正统所在。
所以虽然“天子下殿走”绝不是好事，但应在“北虏”却让梁武帝颇不甘心，好像自己的正统地位被
动摇了。
指导国家的军政大事，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
为了对此有一个直观的了解，我们选取一种典型的天文星占著作——《史记·天官书》为例，对其中
的占辞作一统计分析，得到前五类占辞及数目：战争九十三条；水害灾害与年成丰歉四十五条；王朝
盛衰治乱二十三条；帝王将相之安危十一条；君臣关系十条。
其中前三类占辞数目之和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七。
所列五类大事无不是与王朝兴衰息息相关的军政大事。
而战争尤被列在首位。
不论是逐鹿中原的诸侯混战，还是廓清边患的边防战争，它们的结果直接影响一个政权或一个国家的
前途和命运，所以战争这个主题尤其为中国古代帝王和天文学家所关心。
至于引用天文上的证据直接制定或干预作战策略的事例，在史籍中也常有所见。
如汉宣帝时，老将赵充国奉命全权经略西羌军事，他持重缓进，引起急欲见功的宣帝不满。
于是宣帝下诏以“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
”（《汉书。
赵充国传》）为理由，催促赵进兵。
两国交战，关系着数万人的性命；皇帝的诏书更不是戏言，如此重大的军事决策竟然仅凭“五星出东
方”和“太白出高”两项天象及其对应的占辞！
同样地引用天文上的证据制定作战策略的还见于北魏崔浩的事迹。
崔浩主张西伐赫连昌、北讨蠕蠕（一支游牧部落），都是从天文上找到有力证据，驳倒反对意见，并
且都取得了胜利（详见《魏书。
崔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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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文学史:一部人类认识宇宙和自身的历史》：看似亘古不变的星空，对人类智性的成长，有着不可
估量的影响。
星空启发人们去遐想、去探索。
有人把天文学称作是最古老的一门科学，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成立的。
科学就是描述、预测、解释并理解围绕在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的系统尝试。
各大古代文明都发展起了具有各自特色的对天空和宇宙的描述、预测、解释和理解。
现代天文学不是凭空得来的，沿着它的发展历程往前追溯，我们可以发现各古代民族的天文学像汇成
滔滔江河的涓涓细流一样，或多或少都做出了它们的贡献。
天文学的进步与人类的自我认识过程紧密相关。
人类的自我觉醒，主要体现在人类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和地位。
我们人类在宇宙中是不是独一无二的智慧物种，这个问题还有待未来的探索，但天文学的进步已经把
人类从早期的自以为是的宇宙中心的位置上自我驱赶下来。
人类宇宙位置的下降标志着人类理性的上升。
也许只有当人类摆脱了自恋、自大的情结之后，才有资格成为宇宙大家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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