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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时 尚 文 化 读 本

歙县人汪莱是清代一位具有创造性的天文
学家,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家，汪莱自幼聪慧，7 岁
能诗。

有一次汪莱奉父母命进城典当衣，归途遭恶
犬咬啮，在腿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疤。这种艰难的
生活环境，铸就了他日后坚毅、顽强和独立不羁
的个性。

20 岁时父亲去世后，迫于家计到苏州课馆，
同时刻苦读书。这时，数学家焦循也在苏州课
馆，二人遂成学术至友，相互切磋，学业益精。

3 年后，他回到歙县继续以教书为业，并着
力研究数学天文学，从事著述。为实测需要，汪
莱在故乡制成浑天、简平等仪器，用以观测天象。

同年，他还撰写成以阐述第谷体系的行星及日
月运行规律的《覆载通几》，这是一部天文学著作。

汪莱志大才高，行为举止几近狂放，因此常
与社会习俗冲突。1813年12月4日，贫病交扰
的汪莱死于任上。汪莱死后，家中萧然，囊无余
资，石埭学生百姓感其清廉，输资送其枢归故里，
葬于歙县梅岭之将军打坐场。

出身贫赛的不羁天才

历算第一名家数梅氏

在清代，安徽的天文学研究在全国占有重要
地位，其中梅文鼎更被誉为“历算第一名家”。

梅氏是江南望族，世居安徽宣城县东南 35
公里的柏枧山口，祖上出过不少官吏、诗人、画家
和学者。

梅文鼎一生活了 89 岁，著书 88 种之多，其
中绝大多数是天文、历法和数学著作。

早年，因为父亲梅士昌隐居后痴迷《易经》，
梅文鼎很早就接触到这本书，对易学神秘的数学
排列产生浓厚兴趣。而他的私塾老师罗王宾经
常带着梅文鼎数星星，告诉梅文鼎这些星宿的名
称、位置及四季变化情况。罗王宾还用自己制作
的天文仪器，模仿天象，直接模拟给梅文鼎看，直
看得梅文鼎专注入迷，废寝忘食。

27 岁时，仍在抬头数星星的梅文鼎投到明
朝遗老、道人倪观湖门下，专心学习天文历法。

1675 年前后，他陆续获得《崇祯历书》、《天
步真原》等西学著作，开始系统地钻研当时传入
中国的西方古典天文学和数学知识，同时也致力
于传统历算学的会通。

1690年，梅文鼎采纳大学士李光地的建议，
将自己对中西天文历法的研究心得，以问答形式
写成一部《历学疑问》。

康熙读到李光地进呈的《历学疑问》，对书中
观点非常欣赏。于是，在南巡途中，康熙在德州
运河舟中三次召见梅文鼎。在御舟中，康熙赐御
书扇幅及珍馔，并赐“绩学参微”四个大字，成为
一段佳话。

R人物篇

《开元占经》，全称为《大唐开元
占经》，共 120 卷，是印度裔天文学
家瞿昙悉达奉命在唐朝开元年间领
导太史监的工作人员集体编写的。

瞿昙悉达祖籍印度，其先世由
印度迁居中国。瞿昙氏几代人都在
唐代皇家天文机构中担任要职。其
书写成后，作为皇家秘本，一直深锁
宫闱，很少流传。到元、明时期，连
皇家的司天台、钦天监图书馆中也
找不到它的踪影，人们都认定这部
书已经失传了。

公元 1616 年，歙县有个叫程明
善的学者，因为笃信佛教，喜好布施
钱财，经常做些塑佛、修庙等善举。
一次，他在给附近一座寺庙的古佛像
重新布施装金时，在佛像腹中意外发

现了一部古书，就是《开元占经》。
失传已久的《开元占经》重见天

日，程明善和他的兄弟惊喜异常，于是
他们马上传抄刻印，从此，《开元占经》
流传于世，我们才得以知道它的内容。

《开元占经》内容相当丰富，保
存了唐以前大量的天文、历法资料
和纬书，还介绍了 16 种历法有关纪
年、章率等基本数据。

那么这部书怎么会到民间寺庙
的佛像肚子里呢?这可能是个永远
也解不开的谜了。但可以肯定的
是，书的原主人冒着巨大的风险将
书藏在佛像的肚子里，希望几百年
后它能重见天日，留传给后人。因
为古代的天文书籍属于“厉禁”，是
绝对不许在民间流传的。

S书籍篇

安庆回族马氏始祖编订《应天历》

安庆市内回族马氏的始祖，是马
依泽。

马依泽是西域鲁穆国人。在宋
代到中国入贡、经商，因为很有学识
并且深通天方(即阿拉伯)历法，所以
得到宋太祖的赏识，特意留在身边，
作为顾问。

他，第一次将阿拉伯天文学传
入中国，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做出
了贡献。

据《怀宁马氏宗谱》记载，马依
泽到中国后，做的第一件有意义的
事情就是帮助编订《应天历》。

在这部历法的计算中首次引进星
期制度，这是中国历法的重要革新。

其后的乾元历和仪天历，也都继
承了这项改革，都有推算星期的制度。

马依泽和他的儿子之所以在宋
初特别受赏识，除了他所具备的以

天文学知识为代表的伊斯兰学识
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精
通阿拉伯星占术，熟知日月交食和
五星方位的推算，这也是他能得以
封侯的主要因素。

古代的司天监，是帝王的御用机
构，不但观测天象、颁布历法，而且还
要为皇家占卜、选择吉日服务，马依
泽就因为在星占和考校日月食等方
面有出色表现，所以还得到宋太祖御
笔亲书赞美敕谕的最高荣誉。

马依泽在宋初的司天监任职30
多年(963~997年)，直到年老退休，由
他的长子接替继续在司天监任职并
继承他侯爵的封号，这在当时是很
少见的殊荣，说明他的确有真才实
学而且精通历法。退休以后，他的
三个儿子也都因为天文学方面的才
能而受到重用。

安徽人发现深锁宫闱的《开元占经》

上古，人们认为
宇宙有一位至高无上
的主宰，称为“帝”或
“上帝”。

在上古文献里，天
和帝常常成为同义
词。自然现象各有它
的人格化的主持者，后
来他们的名字，主要用
作古诗赋中的辞藻。

古代天文学从原
始社会就开始萌芽
了。公元前 24 世纪
的帝尧时代，就设立
了专职的天文官，专
门从事“观象授时”。
出于农耕民族掌握四
季变化的需要，古人
观测天象是很勤的，
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就
有了某些星名和日
食、月食的记载，古人
的天文知识不仅丰
富，而且也很普及。

早在仰韶文化时
期，人们就描绘了光
芒四射的太阳形象，
进而对太阳上的变化
也屡有记载，描绘出
太阳边缘有大小如同
弹丸、呈倾斜形状的
太阳黑子。

最早关于太阳黑
子的记载，是刘安的
《淮南子》。

由此，我们得知，
安徽的古天文，由来
深厚。

不仅出了著名的
天文大家，写就很多传
世的天文著作，而且从
江淮大地上出土的古
代文物，也镌刻有很多
关于神奇的古天文记
录。比如阜阳的“二十
八宿圆盘”，它是天文
仪器——浑仪的始祖；
比如含山凌家滩出土
的新石器时代玉版图，
就是最早记录观天象
的“九宫图”。

如此看来，古天
文的安徽记录，必是
不可忽略的。

古天文的安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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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气不是自外而来的，而是自内而生的。一

个人若享真正的福气，或是人世间各式各样儿的

福气，必须有享福的德性，才能持盈保泰。在有福

的人面前，一缸清水会变成雪白的银子；在不该享

福的人面前，一缸银子也会变成一缸清水。

——林语堂《京华烟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