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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中外天文交流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如中国天学之起源，中国天学与古巴比伦、埃及天学之关
系，隋唐佛教东传中的天文知识、明清来华传教士对天文的传播等问题都有大量实证性的分析，学术
涵量颇高，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对中国古代与境外文化的交流特征与趋向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对当
前的文化建设事业颇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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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晓原，1955年生。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教授、博士导师。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

　　“文革“中失去上高中的权利，初中毕业后在纺织厂当了六年电工。
自幼好古成癖，特别迷恋于古代历史和中国古典文学。
恢复高考后以第一志愿考入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因为感到理科的知识自学起来不像文科那
样容易），1982年毕业后又考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读了六年科学史研究生，1988年成为
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的博士。
自此一直在文科和理科的交界处行走。
 
　　曾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15年，1994年中国科学院特批晋升研究员，次年成为博士导师。
长期领导着国内唯一的天文学史研究组。
1999年春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出任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之首任系主任。

 　　已在海内外出版专著《天学真原》等16部，在英、美、德、韩、台、港及大陆著名学术刊物上发
表了论文90余篇。
此外还发表了大量其它作品。
同行有“功力深厚，思想激进”、“写的学术专著象侦探小说一样好读”等评语。

　　是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会员，国际东亚科技医学史学会（ISHEASTM）会员，中国天文学
会天文学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天文学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性学会理事，
上海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上海性教育协会理事，《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科技史料》等国家级
学术刊物常务编委、编委。
已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美国传记研究所等列入十余种国际名人录。
 
　　迄今为止的研究工作可以分为五个方面：
　　一、古代中西方天文学交流 
　　涉及古代巴比伦、埃及、印度、欧洲和伊斯兰天文学与中国的交流及相互影响。

　　二、运用古代天文学资料解决当代天文学课题 
　　运用中国古代资料解决了困扰国际天体物理学界百余年的“天狼星颜色问题”。

　　三、对古代中国天学之性质与功能研究。

　　这方面的代表性专著《天学真原》成为近年在天文学史、科学史和人文学术领域中知名度和引用
率都很高的成果，被认为“开了天文学史研究的新纪元“。

　　四、利用天文学方法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 
　　确定了两千年来聚讼不已的武王伐纣年代问题，并且重现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日程表。
后又推算出了孔子诞辰的准确日期。
 
　　五、中国性文化史研究 
　　是“文革“结束后国内最先发表性学史研究成果的学者。
专著《性张力下的中国人》是这方面最新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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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发表的著作有：
    1、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1991、1992、1995；洪叶文化事业有　 限公司
，台北，1995。
1992年获中国图书奖一等奖。

    2、江晓原：《星占学与传统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92。

    3、江晓原：《历史上的星占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1995。

    4、江晓原：《性张力下的中国人》，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95。

    5、江晓原、谢筠：《周髀算经译注》（国务院古籍整理八五规划书目之一），辽宁教育出 　 版社
，沈阳，1996。

    6、江晓原、钮卫星∶《天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98 。

    7、江晓原：《天学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99 。

    8、江晓原、钮卫星：《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9、江晓原：《江晓原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0、江晓原、钮卫星：《天文西学东渐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11、江晓原：《性在古代中国》，陕西科技出版社，西安，1988。
 
    12、江晓原：《中国人的性神秘》，科学出版社，北京，1989；博远出版有限公司，台北，1990；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北京，1993。

    13、江晓原、钮卫星：《天人之际》，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94。

    14、江晓原：《星占》，香港中华书局，香港，1997。

    15、江晓原：《东边日出西边雨》（随笔集），青岛出版社，2000。

    16、江晓原：《走来走去》（随笔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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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部分 模型初定似曾相识：秦汉之际的中国天文学与古巴比伦天文学    　第一章　中国天学之
起源：西来还是自生？
　第二章　《周髀算经》——中国古代唯一的公理化尝试　第三章　《周髀算经》盖天宇宙结构考　
第四章　《周髀算经》与古代域外天学　第五章　从太阳运动理论看巴比伦与中国天文学之关系　第
六章　巴比伦与古代中国的行星运动理论　第七章　巴比伦一中国天文学史上的几个问题　第八章　
古埃及天学三问题及其与巴比伦及中国之关系　第九章　古代中国人的宇宙第二部分 梵天所造流播中
土：六朝隋唐来华的印度天文学　第一章　六朝隋唐传入中土之印度天学　第二章　罗喉、计都天文
学含义考源　第三章　《七曜禳灾诀》木星历表研究　第四章　《梵天火罗九曜》考释及其撰写年代
和作者问题探讨　第五章　《佛说时非时经》考释　第六章　汉译佛经中的日影资料辨析　第七章　
何承天改历与印度天文学　第八章　中国古历中的近距历元及其印度渊源　第九章　张子信之水星“
应见不见”术及其可能来源　第十章　汉译佛经中的星宿体系　第十一章　天学史上的梁武帝　第十
二章　元代华夏与伊斯兰天文学接触之若干问题第三部分 耶稣会士的通天捷径：明清之际输人中国的
欧洲古典天文学　第一章　开普勒的天体引力思想在中国　第二章　第谷天文工作在中国的传播及影
响　第三章　第谷天文学说的历史作用：西方与东方　第四章　第谷天文体系的先进性问题　第五章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所介绍之托勒密天文学　第六章　汤若望与托勒密天文学在中国之传播　第七章
　关于望远镜的一条史料　第八章　天文学史上的水晶球体系　第九章　明清之际中国学者对西方宇
宙模型之研究及态度　第十章　试论清代“西学中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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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模型初定似曾相识：秦汉之际的中国天文学与古巴比伦天文学　　第一章　中国天学
的起源：西来还来自生　　对于古代中国天学史的研究，即使就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说，至少也可认为
在乾嘉诸儒考据之学中已发其端，此后延绵不绝，直至今日。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在如此长久的传统之下、如此众多的论著之中，中国天学的起源问题（就本文标
题所指的意义而言）几乎始终是被回避的。
而在少数论及此事的中国学者那里，该问题的答案又几乎总是早已被预先设定——自发生成。
至于如何发生与生成，则通常只有三言两语的文学性描述和推测。
这一状况直到当代权威著作中仍无改变，只是改用一些较为现代的话语而已。
　　与中国学者的情形成为鲜明对比，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天学的起源问题却数百年来一直兴趣不衰，
发表了大量专著和论文，有些在当时还引起过相当的轰动。
随着时光流逝，他们的大部工作如今已很少为人所知，他们的许多结论当然也已过时。
然而他们所讨论的问题，却由此而被继承下来，构成理解古代中国天学史和上古文明史所必不可少的
背景中的一部分，因而直到今天仍未失去其诱惑力和启发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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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者在对中文史籍，尤其对汉译佛经中天文学史料进行了全面整理和深湛研究的基础上，以翔实
的文献史料和客观求实的态度，揭示了中国传统天文学从起源到衰落两年多年系统的发展过程，也考
证了“西方”天文学向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这对中国天文学史研究又推进了一大步。
因此，本书更显得弥足珍贵。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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