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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太阳系众多的行星之中，有几颗是以我国古代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其中有一颗星被命名为“沈括
”。
    沈括（1031—1095），字存中，晚号梦溪丈人，北宋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沈括出生在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家庭。
父沈周，历任平泉县令，润州、泉州知州，开封判官，江东按察使，太常少卿等职。
母许氏，苏州吴县人。
兄披，曾任国子博士、雄州安抚副使。
幼年的沈捂即随父亲四处漂泊，转徙南北，忽而润州，忽而泉州，忽而京城，忽而金陵。
这使得沈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社会现实，了解下层人民的生活。
直到晚年，他还孜孜不倦地在《笔谈》、《良方》、《忘怀录》等书中娓娓讲述自已幼年随父仕宦的
见闻，这为他后来人生观的形成及巨大成就的取得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沈括在二十四岁时，“以父任为沭阳主簿”，沭阳县在海州，主簿是县令的助手。
当时，由于沭阳县令在兴修水利的过程中极其苛暴，引起了人民的反抗，沈括代理了县令一职，平息
民乱，主持治沭工程，开百渠九堰，得良田七千顷。
二十五岁时，他奉命摄海州东海县令，次年，为准备科举考试，沈括客居宣州宁国县，在此期间，他
曾亲历芜湖万春圩的治理过程。
    嘉祐八年（1063），沈括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扬州司理参军。
治平二年（1065）经淮南路转运使张龚推荐，朝廷任命沈括编校昭文馆书籍并参与详定浑天仪诸事。
熙宁元年（1068），沈括迁馆阁校勘。
八月，母卒于京城，沈括辞官，护送母亲灵柩归葬钱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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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导读】　　我国古代的历朝统治者均将天象的变化与人类社会的政治事件相联系，在他们看来
，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内在联系，即所谓“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在封建社会时期，这种唯心的“天人感应”思想长期地影响并支配着人们的意识和行为。
北宋王朝很重视对天象的观测，它在建国初期就设立了天文历法机构——司天监（后更名太史局）。
司天监的主要职责是观察天文星象的变化，预测吉凶，制定新历法以及选定黄道吉日等。
按常理说，既然司天监是天文历法机构，那么其任职官员就都应该具有天文历法方面的专业知识。
但据沈括记载，司天监内的官吏大多是依靠祖上恩荫入仕的官宦子弟。
这些人大多并不懂律历，只是“备员安禄”而已，他们在观测和记录天象时往往是敷衍塞责，玩忽职
守。
这些人自己无能，却又嫉妒别人，百般阻挠和破坏布衣历算家卫朴修制《奉元历》，从而大大影响了
此部历书的准确度。
本文对卫朴的精湛历术进行了由衷的称赞，同时也对卫朴未尽其才的遭遇深表遗憾。
对那些既无能又嫉贤妒能的历官，沈括则给予了严厉的谴责。
　　宫中天文院　　国朝置天文院于禁中，设漏刻、观天台、铜浑仪，皆如司天监，与司天监互相检
察。
①每夜天文院具有无谪见云物祯祥，及当夜星次，须令于皇城门未发前到禁中。
②门发后，司天占状方到，以两司奏状对勘，以防虚伪。
③近岁皆是阴相计会，符同写奏，习以为常，其来已久，中外具知之，不以为怪。
④其日、月、五星行次，皆只据小历所算躔度誊奏，不曾占候，有司但备员安禄而已。
⑤熙宁中，予领太史，尝按发其欺⑥，免官者六人，未几⑦，其弊复如故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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