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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天文学的发展源远流长，其史料浩如烟海，内涵丰富多彩，在恒星观测方面具有悠久的传统，以
及很高的成就。
其内容包括对新星、超新星、变星等的观测记录，对恒星位置的测量，对作为天象坐标系统的二十八
宿体系的研究，以及对星图、星表的研究整理工作等。
其中对于二十八宿的起源，早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就有西方学者对此进行了讨论。
随后又有不少学者在此领域做出工作。
1962年薄树人先生发表《中国古代的恒星观测》一文，对这一论题做了简要的归纳。
而潘鼐先生在1 989年出版的本书第一版中，对这一问题做了更为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提出对二十八宿
距度的测量不晚于公元前6世纪。
    对于恒星观测领域的其他一些重要论题，潘先生在本书第一版中也做了详尽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
的看法。
例如争论已久的《石氏星经》年代问题，本书第一版中就提出《石氏星经》中的一部分恒星测量于公
元前450年前后，另一部分恒星则测量于公元l70年左右。
此外，他还对宋代《杨惟德星表》、元代《郭守敬星表》，以及东吴陈卓星官、隋唐《步天歌》、敦
煌星图、宋代苏颂星图、苏州石刻天文图和明代《赤道南北两总星图》等作了详细的考析。
　　翻阅书稿，发现本书第二版比第一版篇幅多了不少。
其中不仅对明清时期西方天文学的传入专辟章节讨论，对第一版原有的内容也做了大量的修订和补充
，尤其是加入了很多新的图片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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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因此，这古度，恐怕是二十八宿体制成立并沿用了一定时期之后，用较简陋的初期仪器，采用
亮星为主所测得的。
由于测量手段较为原始，技术不够完善，故所得结果比较粗略。
它可能应用于春秋战国之时发展着的古历。
古历亡佚，宿度仍完整地保留着。
从其较原始粗疏以及刘向称为古度来论断，当比石氏为早，但相去亦不致甚远。
汉武帝订太初历，用了后起而较精确的石氏宿度，它就被摒弃了。
因之刘向称为“古”度。
夏侯灶墓中三个盘，均为当时实用器物，并非明器。
古度数值得以保存，或许同这类仪器继续在使用也有关吧。
（五）古度在三家星经之外《开元占经》载有1419星，它属于陈卓订定的石氏、甘氏、巫咸氏三家星
经。
对于全天恒星分属三家一事，能田忠亮认为，甘、石之星，战国时所传，原本所有；巫咸之星为陈卓
所测，假托殷商巫咸之名①。
三家星经中，甘氏与巫咸氏之星少于石氏，尤其巫咸氏的为数更少。
法国马伯乐认为不能单从数字上看问题。
三家原本各成系统。
石氏多于其他二氏，是由于陈卓汇总整理时以石氏表为核心，依次加入了甘氏与巫咸氏所有而为石氏
所无之星②，并非后两家原来的星数较少。
这一点确是很可能的，因为三个人要将周天恒星包括很亮的星在内交叉地瓜分隶属三家，除非他们生
活在差不多同一时代，并且至少要处在学术上互有往来的环境内，经过磋商，才有可能办到。
三家星经更含有大量星占成分。
要做到这一点，在百家争鸣的那时代是极其困难的。
一般都认为巫咸氏是托名，那末，古度是不是属于甘氏呢？
文献与计算，证明它不属于甘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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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恒星观测史》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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