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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上海城市副中心的徐家汇，如今楼宇林立，花团锦簇，人流车潮川流不息。
每当华灯初上之时，霓虹闪烁，流光溢彩，一派繁荣升平的华丽景象。
然而，在19世纪，徐家汇还是一个偏于上海西南隅的小村落，河网交错、阡陌纵横。
这里是科学先驱徐光启的故土，后来成为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策源地，上海地区宗教与科学的文化中
心。
这里人文荟萃，宗教建筑成群，天主堂、修道院、天文台、藏书楼、印书馆、孤儿院、博物院⋯⋯一
幢幢饱经沧桑的老建筑无不透露出19世纪40年代以来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
    本书以徐家汇天文台史为中心，概述法国耶稣会在上海的宗教与科学文化方面的诸多活动，介绍徐
家汇天文台自创办起80年的传奇历史及其科学业绩。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创办的徐家汇天文台是当时远东著名的观象台，也是西方列强侵犯中国主权
的产物；同时，又是中西方科学文化交流的结果，因而在近代上海史及中国科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
徐家汇天文台在它不长的发展历史中，曾数易其名：1923年，该台被命名为“徐家汇观象台”；1930
年，徐家汇天文台与佘山天文台合并，更名为“江苏天主教观象台”；1945年抗战胜利后，两台又分
别改组为“上海气象台”和“上海天文台”；1950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接收，又分别更名
为“徐家汇观象台”和“佘山观象台”。
尽管徐家汇天文台早期的主要业务是气象观测和预报，属地学学科，并数易其名，但其“天文台”之
名在中外人士及民间早已约定俗成，故本书也以此名之。
    众所周知，徐家汇天文台的建立与发展，均与当时西方列强的入侵及天主教重返江南的时代背景有
关，故本书追本溯源，开篇于天主教来沪开教，再叙其一系列宗教与科学文化的历史活动，并从现实
与理论上探讨有关的问题。
    让我们一同走进历史，发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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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风云岁月(传教士与徐家汇天文台)》以近代上海徐家汇天文台为中心，概述法国耶稣会在徐家汇地
区的宗教与科学文化的种种活动，介绍徐家汇天文台自创办后80年的传奇历史及其科学业绩。

作者(王钱国忠)除充分利用有关的中外档案文献资料外，还从尘封的《字林西报》、《申报》、传教
士的稿本及法国《气象》杂志等文献中发掘有关的珍贵史料与图片，同时吸收了学术界近年来对土山
湾工艺、慈善活动研究的最新成果，对若干有关文献的错讹进行了考订。
《风云岁月(传教士与徐家汇天文台)》为国内第一部记述传教士与徐家汇天文台史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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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钱国忠，上海人氏。
海内李约瑟研究第一人。
长期从事科学史、上海史及李约瑟研究，多年来发表有关学术论文近70篇，出版《李约瑟与中国》
（1992）、（（李约瑟大典》（合著，2012）等14部，其中《李约瑟与中国》、《上海科技六千年》
（合著）及《李约瑟传》，分别获得1993年上海市优秀图书二等奖、2006年华东地区科普图书二等奖
及2008年上海市科协科普图书佳作奖等。
2012年5月，应邀参与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红色友人·李约瑟》的拍摄工作。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风云岁月>>

书籍目录

引言
一、从开教到重返江南
二、中国天主教的策源地
三、土山湾的慈善事业与工艺技术
四、徐家汇天文台：宗教与科学的奇观
五、远东著名的航海气象预报中心
六、从观星授时起步的天文观测活动
七、鼎盛时期的科学观测工作
八、继往开来的科学史研究
九、在社会大动荡中落幕
十、历史的启迪
附录：徐家汇天文台历史纪年(1842～1953)
人名索引
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风云岁月>>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从开教到重返江南 明末时，上海县城的西南十余公里处，有一个默默无闻的
普通村落，地处肇嘉浜与法华泾的两水汇合处。
这里河道联网，阡陌成行，一派江南水乡风光。
沿此乘船，东北可达上海的吴淞江和黄浦江，西南则通到七宝、朱家角等地，连接着浩淼的太湖和千
里长江。
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天主教徒及大科学家徐光启（教名保禄）归葬
于蒲汇塘北源。
这片日后在上海宗教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土地，在清康熙年间称徐家湾，后在不
到30年的嘉庆年间，因方言的一音之转，人们便将它叫成了“徐家汇”，并一直沿袭至今。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法国耶稣会在此建造天主堂时，徐光启孙尔默、尔路一支后裔从上海南
市迁至教堂西之徐家厍定居，他们在那里一边耕作，一边看护祖茔，繁衍生息。
自明末起，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法国耶稣会重返上海，建立江南教区，在徐家汇一带大兴土
木，修建教堂、修道院及一批科学文化设施，为他们在江南传教建立大本营。
及至太平军进攻上海，英、美、法等西方侵略者，分别越界筑路，修了两条徐家汇路，与清政府共同
剿灭太平军。
由于战事兴起及邻省的频频水灾，导致大批难民纷纷涌入徐家汇，从而人口剧增，使之从一个小村落
逐渐形成颇具规模的集市，并闻名遐迩。
最终，徐家汇成为法国天主教在华的重镇，以及近代上海，乃至中国的西学传播中心。
从中不难看出，徐家汇之所以后来久负盛名，与徐光启、利玛窦及郭居静等耶稣会士的交往并受洗入
教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倘若没有上述这些中外人士的历史活动，就不会有近代文化史上的徐家汇。
诚如著名出版家张元济所说：“大上海之建设，虽谓公在二百余年前即已播其种而造其因焉可矣。
” 徐光启与西方传教士的首次接触是在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的广东韶州。
 徐光启早年多次乡试落第。
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其母钱氏去世，他便去上海南门赵凤宇举人府上学馆教书。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赵凤宇出任广西浔州府（今桂平）知府，此前一年，徐光启应邀与其前
往广东教书。
从上海到广东，当时主要从长江水路经江西前往。
他们途经广东韶州，在那里小住。
韶州紧扼粤北门户，是由赣江赴两广的必经之地，也是两广去南京、北京的交通要冲。
该城坐落在浈江和武水两条河流的会合处；浈江经江西南雄流经城东，另一条来自湖广的武水从其城
西流过。
韶州是个小地方，居民仅有两千来户，这里物产丰富，风景宜人，是个鱼米之乡。
但这里的气候不尽人意，久居易染疾病，为瘴疠之地。
 在徐光启来韶关前的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利玛窦在韶州通判吕良佐的协助下，以重金购得光孝
寺旁的一块空地，建起了一座中国式的天主教堂。
徐光启到韶州后，对于这些传教士也略有所闻，内心颇想探究一番。
有一天，风和日丽，徐光启在韶州城西散步，他信步来到光孝寺旁的一座教堂，好奇地叩门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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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笔者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土著民，一直对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怀有深深的敬意，并以此引以为
荣。
记得在1983年，上海学术界及天主教界隆重举行纪念徐光启逝世350周年，《徐光启著译集》的线装本
也同时问世，上海兴起一股“徐热”。
当时，报刊上发表了不少相关的资料与文章，为此，我特地编辑了一本关于徐光启的剪报本，复制后
分送给有兴趣的学术界及出版界朋友，得到了他们的赞许。
20世纪80年代初，学术风气较今天纯洁得多，我在胡道静、吴德铎两位前辈的指点下，迈人了农史研
究的殿堂。
当时，我的一篇《徐光启的》的考证文章，与游修龄、吴德铎、朱洪涛、周源和等先生的论文一起，
发表在当年的《中国农史》纪念徐光启的专辑中，这对我自然是一个不小的鼓励。
80年代中期，我从一研究所考入市档案机构工作，整日置身于上海地方史档案之中，其间编过几本档
案史料集，参加过数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但对研究科学史的兴趣并未减退，更在探寻新的学术方向。
不久，我便从科学史方向转入到无人问津的李约瑟研究领域，这在当时是一块未曾开垦的处女地，有
着无限广阔的空间。
在历经了数年的资料搜集及深入研究之后，于1992年出版了首部李约瑟传记——《李约瑟与中国》，
并深受学术界及外交界的注目，为我今天编写《李约瑟学术年谱长编》及《李约瑟大事典》奠定了基
础与方向，并由此扩展到中西文化科学交流及国际汉学研究领域。
多年来，我在进行李约瑟研究的同时，一直想在徐光启及西方传教士方面做些工作，现在呈现在读者
朋友面前的这部《风云岁月》，可谓是实现了个人多年的夙愿。
    徐家汇天文台的历史不但包括其所属的外滩信号台、佘山天文台及陆家浜天文台三台的史实，而且
还涉及青岛观象台、南通军山天文台及紫金山天文台的历史，相关的史实众多，复杂纷繁，并要与明
末的天主教在上海的开教史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一幅以“天主教一徐光启一徐家汇一天文台”为主
线的、明末以来以徐家汇天文台为中心的上海宗教史与科学文化史相结合的色彩绚丽的历史画卷，显
然，这并非是一个轻松的选择。
好在自己在上述领域有着多年的知识与资料积累，更依托于个人五万余册的各类藏书。
因此除需收集期刊论文资料外，基本可足不出户、潜心写作。
    虽然自己有着上述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但对历史档案的利用还是必不可少的。
四处搜集资料、查阅各种档案的甘苦想必是每位学者都感同身受的经历。
30多年来，我国的文博、图书、档案部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各级档案馆，摈弃了过去长期以
来神秘、封闭的保守观念。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同时也出现了诸如功利主义、沽名钓誉及以职为权的新情况、新问题，
这些都成为广大档案利用者不可逾越的障碍。
    令人欣慰的是，并非所有的档案部门都是如此。
在写作本书的日子里，笔者还是得到众多有关机构及学者朋友的支持与协助。
我国著名气象史志专家、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王鹏飞教授，欧亚科学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前校长袁运
开教授，上海史专家、上海市档案馆的昔日同事马长林研究馆员，他们都热情地为本课题推荐申请上
海科普创作出版基金。
国家气象局档案处提供了有关接收徐家汇天文台的历史档案；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办公室及图书馆
提供了相关的珍贵资料；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图书馆、《上海天文台年刊》编辑部、上海市气象局
档案科、上海市地质局资料室、上海图书馆及徐家汇藏书楼、上海光启社、无锡图书馆、苏州图书馆
等单位均予以大力协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谢忱。
特别要感谢的是，上海天文台佘山工作站站长林清博士，在我二上佘山搜集资料时，他每次均予以热
情周到的安排，并慨允使用天文博物馆的有关图片，从而为本书增色不少。
此外，还要向上海市档案馆曹胜梅副研究馆员在法文资料上的协助及外滩气象信号台的包晓波先生的
支持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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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还参考了气象学界前贤的一些资料，如前辈李珩、束家鑫先生及阎林山、马宗良、朱楞等先生关
于徐家汇天文台史的研究成果，除在书中一一注明外，在此顺向他们致意。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的领导一贯扶持与支持科普著作的出版，本书是笔者在该社出版的第四本科普著
作便是最好的证明，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责任编辑史炎均老师为本书付出了大量心血，自当深以致谢。
    人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
这虽是句老话，但比喻却形象贴切。
笔者数年前选择徐家汇天文台这个题目，自然与自己的研究方向不无关系，但也并非发思古之幽情，
而是考虑在今天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频发的时代，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与教训，提高人们防灾减灾
的意识，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人类将来废弃地球，移居月球、火星，这毕竟还是十分遥远之事。
对于本书的不足与错讹，恳望有关行家与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风云岁月>>

编辑推荐

　　这里人文荟萃，宗教建筑成群，天主堂、修道院、天文台、藏书楼、印书馆、孤儿院、博物院⋯
⋯一幢幢饱经沧桑的老建筑无不透露出19世纪40年代以来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
　　王钱国忠编著的《风云岁月：传教士与徐家汇天文台》以徐家汇天文台史为中心，概述法国耶稣
会在上海的宗教与科学文化方面的诸多活动，介绍徐家汇天文台自创办起80年的传奇历史及其科学业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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