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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库·科技文化类：竺可桢科普创作选集》选入作者近30篇代表性的科普文章。
在书中，作者介绍了关于自然科学的基本历史，揭示了大自然的秘密，表现了自然界各种因子变化规
律，发出了改造自然、向大自然进军的号召。
全书语言生动活泼，深入浅出，是一部产生过广泛深远影响的科普名著。
《中国文库·科技文化类：竺可桢科普创作选集》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最新出版。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竺可桢科普创作选集>>

作者简介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浙江绍兴人。
著名地理学家、气象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
曾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地学系，历任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著有《竺可桢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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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关于自然科学的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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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开发自然必须了解自然
利害与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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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丰产的科学——物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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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部  关于自然科学的历史研究“我们知道我们古代在自然科学方面遗产的丰富，因此把
它们分门别类地整理起来，综合分析，做出总结。
一方面发扬历代劳动人民苦心孤诣地日积月累所获得的成果，一方面我们在大众感性认识所得的成果
上再提高到理性认识，进一步应用到实践上去为人民谋福利，应当是我们科学工作者的责任。
”这就是竺可桢同志在《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gt;-文中指出的研究自然科学史的目的。
竺可桢同志从二十年代起就开始研究我国自然科学发展史，此后他对科学史的研究和我国古代科学遗
产的发掘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
解放后，他兼任中国科学史委员会的主任，主持制定科学史研究的长远规划，举行了全国科学史讨论
会，设置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现为研究所）。
他积极倡导组织历史工作者大规模搜集各地区历史上的地震资料，并和地质、地球物理、建筑专家联
系合作：编制了《中国地震年表》（1956）和&lt;中国地震目录》（1959年），为各地区基本建设提供
了确定地震烈度的依据。
竺可桢倡导的历史资料中超新星记录的整理，对天文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也有重要价值，获得国际上的
好评。
竺可桢同志先后共发表了三十多篇有关自然科学史方面的文章，内容涉及到天文学史、地理学史、气
象学史和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其中相当数量的文章经过数十年时间的考验，至今仍发射出独特的光
辉。
以岁差来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的年代和二十八宿起源的时代和地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是竺可
桢在中国天文学史方面最重要的贡献，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好评。
前者是从球面天文学的角度出发，，考虑到观测日期、时间、地理纬度、晨昏蒙影、岁差现象，并以
汉代有记录的观测结果做试验，然后再将这个方法应用到时间不可考的古书“尚书·尧典”中“日中
星鸟，以正仲春”等四句话上，从而得出其观测年代是在殷末周初。
这样，他以独创一格的方法解决了古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
关于二十八宿的起源的时代和地点问题是古天文史上又一个争论的重大问题。
十九世纪下半叶起首先在欧洲学术界引起了激烈争论，到了二十世纪初期日本也有人参加了这场论战
，其中一派主张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一派主张不仅二十八宿，而且包括中国全部天文学都是从巴比
伦来的。
之所以引起如此激烈的争论是因为在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国的古代天文学中，都将黄赤道附
近的星空，区分为二十八宿，以组成一个系统。
那么到底二十八宿首先是由哪个国家提出的？
在此议论纷纭中，竺可桢同志以丰富的天文学知识和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详尽地论证了二十八
宿起源于中国。
1976年考古所所长夏鼐发表《从宣化辽墓星图的发现看二十八宿的起源问题》，进一步补充和丰富了
竺可桢同志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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