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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关于研究“中国古代历法”的专著，书中以大量史料为基础，梳理历史上各历推步方法，复原
历术算法和数据，阐述历术推步的天文意义。
作者认为，中国古历计算方法的发展进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先秦至南北朝、隋唐至明代、清初、清
代中后期，计算方法不断完善，到了清代则开始采用西方近代天艾学理论与方法，如采用第谷改进的
地心体系、地心椭圆运动体系、开普勒第一、二定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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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大量史料为基础，梳理历史上各历推步方法，复原历术算法和数据，阐述历术推步的天文
意义。
作者认为，中国古历计算方法的发展进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先秦至南北朝、隋唐至明代、清初、清
代中后期，计算方法不断完善，到了清代则开始采用西方近代天艾学理论与方法，如采用第谷改进的
地心体系、地心椭圆运动体系、开普勒第一、二定律等。
本书版本采用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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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培瑜(1935- )，山东烟台人，天文史学家，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
薄树人(1934-1997)，上海人，天文史学家，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陈美东(1942- )，福建连江人，天文史学家，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胡铁珠，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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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四分历研究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历法第七章  隋唐初历法大发展第八章  大衍历第九章  宣明历术及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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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历表及表格计算法第一节 中国古代历法发展概况我们的祖先生息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
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逐渐发现日月星辰的升落隐现，自然界寒来暑往，猎物的出没和植物的荣谢等
自然现象，与人类的生存有着重要的关系。
所以，有意识地观察和认识这些自然现象，以期顺乎自然，求得自身的发展，便成为先民们感兴趣的
问题，于是天文学的萌芽便油然而生。
古人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就是以太阳的出入作为作息时间的客观依据。
太阳出入造成的明暗交替的规律，必定给先民以极深的感受，于是以太阳出入为周期的“日”，应是
他们最早认识的时间单位。
自然，月亮的圆缺变化，是又一明显和意义重大的天象。
说它意义重大，是因为月亮的亮光对于人们的夜间活动的安排是关键的要素。
人们逐渐发现月亮的圆缺周期约为30日，这便导致一个较长的时间单位“月”的产生。
对于更长一些的时间单位“年”的认识，要较“日”、“月”困难得多，但它是对于人们的生产和生
活意义更为重大的一种周期，因为寒暑、雨旱，以及渔猎、采集乃至农业生产活动无不与它有关。
所以，人们对它进行了长期的探索。
由物候——草木枯荣、动物迁徙和出入等的观察人手，也许是探索一年长度的最早方法，随后才是对
某些星象的观测，这便是所谓观象授时的方法。
传说在颛顼帝时代，已设立“火正”专司大火星（心宿二、天蝎座a星）的观测，以黄昏时分大火星
正好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时，作为一年的开始，亦即这一年春天的来临。
这大约是公元前2400年发生的事，是为观象授时的初期形态。
据《尚书·尧典》记载，在传说中的尧帝时，乃命羲、和兄弟分别观测鸟、火、虚、昴四颗恒星在黄
昏时正处于南中天的日子，来定出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以作为划分一年四季的标准。
而且i丕采用了“期三百有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方法。
这是中国古代应用阴阳历的初始历法的最早记载。
据研究，与此四仲中星相符合的年代应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
由甲骨文的有关卜辞，我们可以知道殷商时期（约前1300-前1027）行用的历法乃是阴阳历。
这时的年有平年、闰年之分，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
一年的长度大约已用圭表测量确定。
又以新月作为一月的开始，月有大月和小月，大月30日、小月29日．并偶有连大月的出现。
说明这时人们已得知朔望月长度应略大于29．5日。
这时的岁首已基本固定，季节和月名有了基本固定的关系。
应该说，此时的阴阳历已经初具规模，但从甲骨文中还偶有14月甚至15月的记载等情况看，说明闰月
的设置还需由经常性的观测来修订，带有较大的随机性，这是此时仍不脱观象授时形态影响的表现。
西周仍应用阴阳历。
周天子有所谓“颁朔”的制度，即每年都要预先向各诸侯国颁布来年朔闰的安排，以及相应的政令。
这说明西周时已将朔作为一月的开始，这是人们对有关天文数据认识能力的提高与自信的表现，是向
规整化历法迈出的重要一步。
而自西周到春秋时期历法发展的其他状况，则是个尚待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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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薄树人先生的“总跋”是1997年于病榻上写成的。
就在其后的两个月，他便走完了人生的最后里程，离我们远去，“总跋”竟成了一曲令人心碎的绝唱
。
它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天文学史大系》(以下简称《大系》)从提出设想到基本完稿的艰辛历程，也寄
托了期待《大系》早日出版的殷切希望。
《大系》完全定稿的时间大约是1999年，我们这些还活着的参与者本以为可以顺利出版了，不曾想原
来承诺出版《大系》的出版社因故将出版之事一拖再拖，期间，我们期待、焦虑、苦闷之情，难以言
表。
2006年7月，该出版社以退稿的方式中止了出版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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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历法(上下)(科学技术类)》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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