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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典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智慧结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精神源泉。
中国古典名著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体现，彰显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书写着中华民族的喜怒哀乐，
张扬着中华民族的性格。

　　阅读古典名著，品鉴古今智慧，涵养精神世界，阅读古典名著，领悟先贤哲思，修养自我心灵，
阅读古典名著，体味圣哲隽语，塑造个人风骨，创造人生辉煌，阅读古典名著，知往古来今事，明天
地人间理，阅读古典名著，改进处世方法、工作态度、努力程度、思维方式和心态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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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三、科学东汉盛行迷信思想，和它作斗争的科学知识表现出光辉的成就。
《嵇康集》有一篇《宅无吉凶摄生论》（不知作者为谁），说迷信的原因很透彻。
它说，不懂得养蚕的人，出口动手都有禁忌。
不得蚕丝愈甚，禁忌跟着愈多，还抱怨自己犯了禁忌。
等到有人教他养蚕法，掌握桑叶和火候，寒暑燥湿都有规矩，那就百忌全失，获利十倍。
这是因为先前不知所以然，因而禁忌烦多，后来知其所以然，因而方法正确。
所以说禁忌生于不知，如果能知各种物事的性质像知蚕那样，禁忌自然失去它的立足地。
这种正确的观点，是王充思想的继续，遭到玄学首领秘康的坚决反对是很自然的。
这也就是说，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被提倡发扬的总是唯心思想，代表人民智慧的科学知识，总
要受到各种形式的阻碍和反对。
东汉时期迷信盛行，科学家独能探求真理，对抗迷信，他们的科学成就虽然不可能太大太多，他们这
些成就对文化的贡献却有巨大的进步意义。
天文学——天是迷信的主要根源。
天变灾异都被说成上天对皇帝（天子）示谴。
朝廷口头上认些错或调动几个大官（三公），恶政就算有了交代，另一面则使人们相信天变灾异正是
上天保佑朝廷，否则何必示谴。
王充在《论衡》的《变虚》《感虚》《谈天》《说日》《自然》等许多篇里反复论证天与人事并无感
应关系，他指出天的“自然无为”性，有很大的科学意义。
纬书连篇妄言，但也偶有一些科学发现。
《尚书·考灵曜》说“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西三万里，夏至地下南而东复三万里，地恒动不止而
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觉也”。
《春秋·感精符》说“日光沉淹，皆月所掩”（《论衡·说日篇》引儒者说，日食是月掩日，当即《
感精符》一类的儒书）。
《周髀算经》说天体有四游（二分二至是天体运动的四个极点），又说“日兆月”（月光生于日之所
照），《考灵曜》创地游说，说日月地都在上下游动，从而推论出日在上，月在下，月掩日光成日蚀
的说法，比地静说，日月自损说都前进了一步。
汉安帝时，张衡做太史令，职掌天文。
张衡用精铜制造浑天仪，用铜漏（古代计时刻器）水转动浑天仪，星宿出没与天象密合。
东汉末年，刘洪造《乾象历》，有推日食月食的算法。
这些天文学上的每个进步，都起着冲击迷信的作用，也就逐步证明“自然无为”说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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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通史》为国学典藏，名著精读，感受国学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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