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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人们最初观望星星而又不知其为何物、不知其何以存在开始，已过去了上百万年，但仅仅最近的五
千年文明，就使人类从刀耕火种的生存方式发展到能够驾驶飞船遨游太空，天文学也由当初的观象授
时，到今天可以直探100亿光年以外星体的奥秘。
而20世纪短短的100年，人类的科学，也包括天文学取得的进展，更比以前所有历史阶段所获的总和还
要多得多，这更是人类历史上惊人的跃进。
人类探索宇宙星空的历史，不但展现了自然世界的无穷奥秘，也标志人类智慧的不断攀升。
这其中也充满了发现的惊喜、跋涉的艰辛，既有顿悟的豁然开朗，也有攻关时的障碍重重。
我们应该了解这一过程。
    天文学的历史，又有其独特之处。
上历史课时我们会注意到，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对早期文明都要提到它的“天文学的萌
芽”以至“高度发达的天文学知识”，自然科学的其他学科，很少有这样的殊荣。
这说明，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天文学曾显得非常重要，无论是定方向、定时刻，还是定季节指导农事
，每个人都要了解一些的。
所以中国明末清初时期的大学问家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写过这么一段著名的话：“三代(即夏、商
、周——引者注)以上，人人皆知天文”。
    今天为什么做不到“人人皆知天文”了呢？
并不是现代天文学不重要了，而是由于社会的分工。
天文学的根本内容属于一些极其专业的课题，只需专家来研究，其他人可以不去理会。
我们只要坐享其成，据报时拨正手表、按预测观览天象、开屏幕欣赏图片就可以了。
但这样的结果是：对一些基本的天文常识，一般人也变得缺乏了解，比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星星也
像日月那样在东升西落。
其实了解这一点，并不比掌握加减乘除更难。
今天，天文学仍然极为重要，甚至更为重要，我们仍需“知天文”。
所以本书希望在这一方面加以努力，按天文学发展的主线，通过讲述历史，把极其专业的天文知识转
化作生动通俗的叙述，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感受到天文学的巨大魅力。
    另外，希望这本小书的意图还不仅止于传授天文学知识、“串讲”天文学的历史。
平时，我们常无奈地说某件事是“历史形成的”，其实，世界上每一件事物，都是历史形成的，而且
除了黑洞，每一件事物都有它的历史痕迹。
世界上最不能割断的就是历史，今天就是过去历史的延续。
问题是，我们总是生活在某一刻的“现在”，总是站在现在的“制高点”去看历史。
这样是十分必要的。
因为很多事件，随着历史的发展，直到“现在”，我们才领会了它们的意义。
但是，过分把握“现在”常常也会蒙蔽我们的双眼，使不少人缺乏历史感，或者有历史感也认识不到
历史的真相。
所以，作者还希望这本小书能帮助读者“唤醒”历史感，因此书中不仅要铺演各种天文成就的取得过
程，也将描述人类对宇宙认识的演变历程，强调用古人的方法去接近古人的知识，不单纯地把它理解
成“真理”战胜‘谬误”的知识积累史。
这样，了解了天文学的“过程”，才能更深刻地领悟天文学的本质和灵魂，真正理解先贤惊人的智慧
和创造精神。
    德国哲学家康德1788年在任哥尼斯堡大学校长时，曾说：“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反复地加以思考
，就愈能感受到它们使我们心灵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一是我们头上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的道德
律。
”康德把“星空”与“道德律”并提，正是赞叹和敬畏它们的神秘和永恒。
我们头上的星空，几百万年来都是一个样子，但在人的心目中，不同的时代它们却有不同的“性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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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试图展示、强调这个q陛质”(其实是人类对星空的“认识”，但每个时代的人都倾向认为他们的
认识是真实的)的变化、发展过程，直到此刻作者动笔之前。
至于未来它们的“性质”是什么样，只有等待青少年朋友们去努力探寻了。
    这本小书若能让钟情于天文的人再有所收益，让没接触过天文的人也能读懂，感到自己也算是“知
天文”了，当是作者最大的慰藉。
    感谢86岁的老母亲王秀芝，已故的父亲王志忠。
父母亲含辛茹苦，从小就给我宽松的生活环境，儿童时期就让我心无旁骛地沉浸在自己的天文和学术
爱好中去；也感谢妻子路学君和小女王采薇，靠她们的赞赏和支持，才使我一路自学走到今天，写出
一系列天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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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文五千年》是“科学那些不可思议的事”系列之一，由王玉民编著。

《天文五千年》简介：
天文知识的发展，都会有星占内容伴随，但到了中国这里，与天文相伴者，已不仅是狭义的星占学所
能概括的了。

哥白尼学说撼动人类意识之深，自古以来无一种创见、发明可与伦比。

从牛顿开始，人们终于明白：开普勒的行星、伽利略的铁球、牛顿的苹果、世上万物，都在同一力学
定律支配下运动。

人类意识到自己仅仅是居住在一颗普通行星上时，人们就不再满足于天国方面的各种神话了，“外星
人”问题正式成为一个科学命题摆在了各代科学家面前。

宇宙大爆炸学说虽然与事实符合的较好，毕竟仍然是一个科学假说。
大爆炸之前宇宙胚胎的“孕育”、宇宙未来的走向与终结，都是天文学家面前的巨大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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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玉民，河北承德籍，男，54岁。
文学硕士、天文学博士、研究员，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会员，中国古天文联合研究中心副主任，现供职
于北京天文馆古观象台，主要从事天文学史研究和天文科普创作。
博士论文《以尺量天》，获2003年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2004年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论文奖，科幻
小说《怪圈》获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另著有科普著作《天上人间——中国星座故事》、《星
座世界》，发表论文、科普作品、散文110余篇。
    相信：人不能只关注身边琐事，还要留意覆盖我们的天穹，因为它占据了我们视野的一半，一切都
是在日月星辰的照耀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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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先民的天穹——古希腊以前的天文学    我国有一本妇孺皆知的启蒙读物《三字经》，其中说道：“
三光者，日月星；三才者，天地人。
”寥寥几字，道出了宇宙现象、宇宙出现人之后形成的理解和被理解的关系。
是的，虽然我们早已知道人类不是宇宙的中心，但是毫无疑问，人类是认识宇宙的起点，我们必须从
这一点开始。
    现代人行色匆匆奔波于快节奏的工作和娱乐，很少有人抬头端详头顶上的星空——并不是星空不值
得一看，而是因为有专家负责观测，别人确实不用为此多费心了。
只有那些天文爱好者，用他们少带功利色彩的目光，好奇地注视着天空。
    但遥远的古代不是这样，那时社会结构简单，文化原始，在古人心目中，他们面对的世界只有“天
”、“地”这两大部分。
不知读者愿不愿意这样追根溯源式地思考问题：人类实际好像生存在一副巨大的蚌壳中。
这蚌的下壳为地，上壳为天。
所以，除了“天”、“地”，世上再没有对人类更重要的东西了。
而天作为地的对应物，它就占据了人类视野的一半，因此，在人类文明的第一页，天文学就占有显著
地位，天文学家经常理直气壮地宣称：天文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学。
可以设想，如果某行星上的文明生物生活在行星封闭的洞穴中，靠地热之类生存，它们就不会产生天
文学。
    古人在观察天空的日月星辰时，发现这些天体与他们的生活甚至生存有着某种关系，于是古人开始
有意识地观测天象。
他们首先关心的是与昼夜交替、四时代谢有关的天象。
天上最引人注意的是那两盏巨灯——日、月。
日光给大地以温暖和光明，使草木周期性的繁茂(这可能是最早的“天”支配‘‘地”的念头)，月光
也可在夜间照明，以利于人们夜间采集和狩猎。
由此古人观念中出现了模糊的日长、月长、年长的概念。
他们逐渐发现星星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利用星星也可以指示时间和季节。
另外扰乱正常秩序的日食、月食、彗星、新星等也令古人关注。
那时尚无科学，古人也不知什么是“热爱科学”，他们的有意识观测完全是出于生存的需要。
比如，在刀耕火种的时代，春天如果播种晚一点，可能一年都没有收成，生存迫使他们去寻找准确的
播种时机。
经过许多年的尝试，他们发现观测星象最能满足这一要求。
清代大学问家顾炎武说过：“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
”当然，彼“天文”不是今天的天文学，可能仅是一些简单的星象而已，上古人群间的交流极少，所
以每人都需要掌握一些星象知识以利用它们来看时刻、定时令、测方位等。
再加上对自然现象的恐惧，对自身来历及去向的探求等种种需要，古人的生活变得和星空密不可分了
。
    各原始民族对天地的观念基本上是一样的。
古人只会跟着感觉走，认为天是头顶上巨大的穹隆，地大致是平的，下面一定有什么东西支撑或托起
着。
古人同时也开始寻求人类自身在宇宙、天地中的地位。
每个民族都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甚至极落后并且人数很少的民族也不例外，直到他们见到了文明
程度更高的民族，这种观念才有所改变。
    银河是最能激发古人想象的天空现象之一。
古埃及人把它设想为天神铺撒的麦子；印加人则认为银河是金色的飞尘；因纽特人凭生活经验说它是
一条雪路；阿拉伯和中国人把它比作天上的河流；博茨瓦那人的想象很奇特：认为银河是支撑着天的
巨兽的脊梁；更有趣的是古希腊人，说它是天后赫拉流出的乳汁，西方至今仍称银河为Mill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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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最古老的与天文学有关的遗留物当属埃及金字塔、亚述的石碑、英格兰巨石阵和中国的先秦
古籍了。
    埃及的尼罗河流域是一块宝地。
在尼罗河下游，河水每年上涨淹没两岸大片的土地，并将上游带来的肥沃的悬浮物沉淀下来，使这里
的农耕者无需施肥就可收获累累，因此这里早早就孕育了发达的农耕文明。
金字塔是古埃及法老为自己修建的巨大陵墓，底座为正方形，朝向东南西北四个方位。
早期修建的金字塔方位精确到几度，后期则精确到几十分之一度。
规模最大的金字塔——齐阿普斯金字塔北面有一条与地面成27。
角的隧道，恰好指向天北极，通过隧道整夜可以看到当时的北极星——天龙座α。
这些都表明了古埃及人在天文观测上的高超水平。
    为确定尼罗河水上涨的时间，掌握好播种和收获的时机，古代埃及人发展了精巧的历法。
他们发现，天空最亮的恒星——天狼星在黎明日出前出现在东方低低的天空中，然后又随日出渐渐隐
去时(这种现象叫天狼星“偕日升”)，尼罗河水就开始上涨。
因此，可于黎明前在东天及时寻找天狼星来确定河水泛滥的日子。
由此他们逐渐确定了一年的长度，并将其分为泛滥、播种、收获三个季节。
古埃及人的一年分12个月，每月30天，12月的末尾再加上5天节日，共365天。
天狼星在尼罗河泛滥期黎明升起，如果埃及人由此想到是天狼星引起了尼罗河水泛滥，也是合乎情理
的，这促使了星占学的产生。
    位于今天伊拉克的美索不达米亚也是一块极其富庶的土地，从公元前19世纪起，这里就出现了高度
的文明，其地理环境无遮无拦，所以不断被外族侵人和统治，但其文明却一直被继承和延续。
在亚述人统治时期，尼尼微的废墟中发现的石碑，有发生于公元前一两千年时代的日食、月食记录。
巴比伦人则在泥版上用楔形文字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天文史料。
巴比伦人很重视天体的运动，他们创造了将一周天分为360度的划分法，以及度以下分、秒的60退位制
，并将黄道带分为12星座。
这些概念被世界天文学的主流继承，一直沿用至今。
他们的历法与中国的农历很相似，以朔望月为1个月，1年12个月，然后每几年插入1个月，使该年有
了13个月，以便与回归年合拍。
后来他们发现，在19年中插入7个月最为合拍，这规则与中国农历的“19年7闰”不谋而合。
他们还有一件被现代天文学家经常提起的贡献是“沙罗周期”，即他们发现日、月食发生后18年11天
又8小时又会重复出现(“沙罗”即重复的意思)。
    公元前432年，古希腊学者默冬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宣布他发现了1 9年中插人7个月的规则，被后人
称作“默冬章”，其实这规则早在巴比伦时代就被发现了。
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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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的历史，又有其独特之处。
上历史课时我们会注意到，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对早期文明都要提到它的“天文学的萌
芽”以至“高度发达的天文学知识”，自然科学的其他学科，很少有这样的殊荣。
这说明，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天文学曾显得非常重要，无论是定方向、定时刻，还是定季节指导农事
，每个人都要了解一些的。
所以中国明末清初时期的大学问家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写过这么一段著名的话：“三代(即夏、商
、周——引者注)以上，人人皆知天文”。
王玉民编著的《天文五千年》按天文学发展的主线，通过讲述历史，把极其专业的天文知识转化作生
动通俗的叙述，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感受到天文学的巨大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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