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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从文化学角度而不是从哲学角度来讨论古代中国人观念中的天人关系。
书中引用了大量不常见的原始文献，既能使读者明白易懂，又具有足够的思想深度。
作者在本书中提出了，“政治天文学”的概念，指出了中国历史上天文学的特点及其特殊的政治地位
和作用，对我国这一自古以来影响深远且颇具神秘色彩的天人感应学说作出了批判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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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55年生于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科学史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性学会理事起人之一。
“科学·历史·文化”网站主持人。
近年在科学史研究之外，颇致力于科学文化和科学传播方面的研究。
已在海内外出版专著，译著，文集等约30种，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还撰写了大量随笔，书评和杂文
，并在京沪多家报刊杂志开设有个人专栏。
重要的著作有《天学真原》《天学外史》《性张力下的中国人》《小楼一夜听春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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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吉凶（下）五  历法：贯通天地阴阳的纽带六  政治天文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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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天地相通《国语·楚语下》记载着这样一件事：楚昭王问大臣观射父：“《周书》所谓重、黎实
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昭王所问之事，见于《尚书·周书·吕刑》，说帝颛
顼因哀怜下界杀戮无辜，生灵涂炭，遂命重、黎二人，将天地之间的通道断绝了。
重、黎二人，据司马迁《史记·天官书》说，是属于“昔之传天数者”之列。
楚昭王的问题是：“使天地不通”到底是怎么回事?若没有此事，人难道能登天吗?观射父于是就“御
前进讲”，向昭王陈说了一大篇道理。
他否定了昭王的推想——人真的能登天，而认为所谓天地之通，意指地上的人类借助于巫觋与天上神
灵之间的交往。
这种交往在上古时代是任何人都可以进行的(当然都是在巫觋帮助之下)，而帝颛顼命人“绝地天通”
一事，只是将这种地人及天神间的交往手段垄断起来而已。
    观射父的解释听起来虽然更圆通一些，但实际上楚昭土的推想也不是凭空而来的。
天地之间的精神交通(实即人神之间的交往)固然是古代文明高度发达后依旧长期保持着的信念，但天
地之间物质上的通道，在上古神话中也确实存在。
这种物质通道，比较常见的是山。
这里举昆仑山为例。
在古籍中，昆仑山不止一处，学者们对此有大量考证，发微探秘，极富趣味，不过此处我们只注意它
作为上天通道的例证。
《淮南子·地形训》谈到昆仑山以及其上的一系列神奇之所：    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
，登之而不 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
太帝之居。
    这里设计得非常齐整：昆仑、凉风之山、悬圃和天，形成等比级数，俨然是一条“上天梯”。
上昆仑的一倍高，为凉风之山，登上即可长生不死；再上凉风之山的一倍高度(如果不辞做数字游戏的
话，此时已是昆仑的四倍高度，以下也可类推)，则可达悬圃，此时已可臻于“灵”之境界，能呼风唤
雨；再上一倍高度，则已登天，达到“神”的境界。
那么这等比级数的第一项，昆仑山本身高多少呢?《淮南子·地形训》也有交代：“其高万一千里百一
十四步二尺六寸、”则天之高约为九万里。
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这些自然都显得荒诞不经，但这确实是古人心目中的一种天地结构图像。
    天地相通，人能缘某种神秘通道而登天的意象，长期存在于中国人的心目中。
当然，能够登天的，比如从昆仑山上升九万里，必非寻常之人。
许多常见的古代诗文和说法都可以与天地相通的意象联系起来，由此获得更深一层的理解和领会。
比如李白《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又如自居易《长恨歌》：“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人地求之遍。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作这番功夫的是“临邛道士鸿都客”，唐明皇自己就不行。
又《升天行》、《升天引》之类的诗题，历代文人百作不厌，陈子昂更有“结交赢台女，吟弄《升天
行》，携手登白日，远游戏赤城”之句(《与东方左史纠修竹篇》)。
又明代歌谣有云：“神仙与他把棋下，又问哪是上天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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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主要从文化学角度而不是从哲学角度来讨论中国人观念中的天人关系。
书中引用了大量不常见的原始文献，既能使读者明白易懂，又具有足够的思想深度。
作者在本书中提出了“政治天文学”的概念，指出了中国历史上天文学的特点及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
作用，对我国这一自古以来影响深远具颇具神秘色彩的天人感应学说作出了批判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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