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這個民族的人文精神到底是甚麼？孔子講：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是吾憂也。」要講道德、講學問，使自己的行為符合

道義，勇於改正自己的錯誤，這就是人文精神，一句

話，學會「做人」。

	 	 	 — 湯一介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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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湯一介

中國傳統中，對人文精神和人文教育特別重視。中

國古老的經典《周易》說：「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賁．彖辭》）意思是說，觀察人類文明的進展，就

能用人文精神來教化天下。可見我們的老祖宗已經非常

重視用人文精神來進行教化了。所謂人文教化就是用人

文精神教化人。那麼人文精神從何而來？照《周易》看，

它是在人類歷史文化的發展過程中積累起來的。在中國

歷史發展中積累了許多寶貴人文精神對人們進行教化的

經驗，這些無疑是我們寶貴的財富，應當受到珍視。例

如中國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所說：「德之不修，

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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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述而》）不修養德性，不講究學習，聽到符合道義

的話而不能跟著做，有了過錯而不知、不改過，這些都

是孔子所憂慮的。孔子這段話可以說是對中國古代「人

文教化」的很好的總結。我們這個民族的「人文精神」

是甚麼？我想就是孔子說的要講道德、講學問，要使自

己的行為符合道義，要勇於改正自己的錯誤。一句話：

受教育，學知識，首先要學會「做人」。

在當今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的情況下，我們必須注意

到，科學技術雖然可以造福人類社會，但也可能嚴重地

危害人類社會。今天，我們可看到，有些科技的利用（甚

至它們的發展）並不都能造福人類，例如克隆「人」的

問題，生化用作戰爭的手段，等等。那麼，我們應如何

引導科技的發展呢？這應該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同時，

我們還可以看到，由於金錢和權利的誘惑，當前存在著

嚴重的不顧「道義」，用非常不道德、損人利己的手段「爭

權奪利」，致使人們失去了「理想」，喪失了「良心」，

使人類社會成為無序的、混亂不堪的社會。我想，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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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用「人文精神」來引導人們的思想和行為，那

麼甚麼是「人文精神」？這可能是個「仁者見仁，智者

見智」的問題。我想，如果從我國歷史來看，也許孔子

的「仁學」可以說是一種「人文精神」的代表。他的「仁

學」當然是包含了上面所說的「修德」、「講學」、「徙

義」、「改過」等等。但我想，最根本的是要人有一種「愛

人」的精神。

那麼我們何處去了解、體會孔子的「愛人」的人文

精神呢？我認為，最好的辦法是讀《論語》。《論語》

不僅記載了孔子的言論（他的思想），而且可以從中看

到他的為人行事。這裡我只想說一點我對孔子「愛人」

的人文精神的體會。《論語》記載，樊遲問「仁」，孔

子回答說：「愛人。」這種「愛人」的思想從何而來？

在《中庸》裡有孔子的一段話：「仁者，人也，親親為

大。」「仁愛」的精神是人自身所具有的，而愛自己的

親人是出發點，是基礎。如果連自己的父母都不愛，還

會愛別人嗎？有一個調查報告，調查對象是美國 13所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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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的 1005名學生、日本 15所高中的 1303名學生和

中國內地 22所高中的 12201名學生。在回答「最受你

尊敬的人物是誰」這個問題時，美國學生把父親排在了

第一，母親排在第三；日本學生排第一的也是父親，第

二是母親；而中國內地學生卻沒有一個人將父母列入受

自己尊敬的人物的前 10名。這裡說明了兩個問題，一

是確實有些父母不值得尊敬；另一是眾多的中國學生對

自己的父母沒有一點「愛心」。這兩方面的問題都應讓

我們深思，看來要對學生進行「仁愛」的人文教育。但

「仁」的「愛人」精神不能停止於只愛自己的親人，郭

店楚簡中說：「親而篤之，愛也；愛父，甚繼之愛人，

仁也。」篤實地（實實在在地）愛自己的父親，這只是愛；

擴大到愛別人，這才叫「仁」。又說：「孝之放，愛天

下之民。」對父母的孝心要放大到愛天下的老百姓，才

叫「仁」。這就是說，孔子儒家的「仁學」，必須要由「親

親」（愛自己的親人）擴大到「仁民」（對老百姓有「仁

愛」之心）。也就是說，做甚麼都要「推己及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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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叫

「仁」。做到「推己及人」並不容易，必須把「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作為「為

仁」的準則。如果要把「仁愛精神」推廣到整個社會，

這就是孔子說的：「克己復禮曰仁。一日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焉。為仁由己，其由人乎？」有的學者把「克己」

與「復禮」解釋為平行的兩個方面，我認為這不是好的

解釋。所謂「克己復禮曰仁」，是說只有在「克己」（克

制自己的私慾）基礎上的「復禮」才叫「仁」。

費孝通先生對此有一解釋，我認為很有意義，他說：

「克己才能復禮，復禮是進入社會，成為一個社會人的

必要條件。揚己和克己也許是東西文化差異的一個關

鍵。」「仁」是人自身內在具有的品德，「禮」是規範

人們的社會行為的外在的禮儀制度，它是為了調節社會

中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使之和諧相處，「禮之用，和

為貴」。要人們遵守禮儀制度，必須出乎人的自覺的「仁

愛」之心（內在的真誠的「愛人」之心），這才符合「仁」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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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所以孔子說：「為仁由己，其由人乎？」對「仁」

與「禮」的關係，孔子有非常明確的說法：「人而不仁，

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沒有「仁愛」之心，「制

禮作樂」只是一種形式，甚至可以是為了騙人的，它是

虛偽的。所以，孔子認為，有了出自真誠的「仁愛」之

心，並把它按照一定的規範實現於日常社會生活之中，

這樣社會就會和諧安寧了，「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焉」。如果我們把《論語》中這種「仁愛」精神，結合

現實存在的問題，通過閱讀文化典籍，使讀者了解中國

文化精神，而且要對孔子儒家思想「仁愛」的內在精神

產生一種感情上的共鳴，誦讀一些古典名著的名篇、名

句非常必要，最好能背誦。通過誦讀，可以起到「以情

化理」的作用，使之成為日常生活的準則，這將是一生

受用不盡的。費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覺」的問題。這

就是說我們應該對自身文化的來歷、形成的過程以及其

特點（包括優點和缺點）和發展的趨勢等等能作出認真

的思考和反省，我認為這非常重要。而「文化自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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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最主要的就是通過閱讀或誦讀文化經典才能得到。例

如我上面舉的孔子「仁學」的例子，我們必須讀孔子的

《論語》以及其他一些儒家典籍才能得到「仁學」的真

精神。我想，閱讀我們的文化經典以提高我們的人文素

養，決不能把它和閱讀其他民族和國家的重要經典分割

開來。我們知道，今天的中國已不是古代的中國。今天

的中國是在經濟全球化、科技一體化、信息網絡的世界

大環境之中，世界已經連成一片，像是一個地球村。因

此，我們也不能不了解其他民族和國家的文化，而且對

我們自身文化精神的了解也離不開對其他民族和國家文

化的了解，「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如

果我們能從「他者」的角度來看我們的文化，一方面，

可以加深我們對自身文化的理解，而更加珍視我們自己

的文化傳統；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比較中發現我們自身

文化的不足，使我們能夠自覺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

以滋養我們自身的文化。因此，在提倡誦讀我們自身文

化經典的同時，也應該引導青年誦讀一點其他民族文化

代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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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典。我們可不可以讓青年讀一點柏拉圖的著作，例

如柏拉圖《理想國》的片斷。柏拉圖認為：「善的生活

裡表現出來的特性是：一、適度；二、均衡，美，完整；

三、理性與智慧，亦即真理；四、知識，技術，正確的

判斷；五、不伴有痛苦的純粹快樂，以及適宜的食慾滿

足感。」這樣的思想可能對我們有啟發。我們也可以讀

一點《聖經》，例如耶穌的「登山訓誡」（見《馬太福

音》第五章）。當然還可以選讀其他一些西方經典片斷，

也可以選讀一些印度經典（如《奧義書》和佛典）和伊

斯蘭教《古蘭經》的片斷等等。有些經典最好讀英譯本，

這樣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掌握一門外語。我們應讓我們

的青年眼界開闊一點，用一句套話就是「胸懷祖國，放

眼世界」。祖國的繁榮富強要靠青年人的智慧眼光，世

界的前途也要靠青年人的智慧眼光。而這些都要求我們

的青年有「文化自覺」，而「文化自覺」一定要通過對

文化經典的掌握，才能有良好的人文素質。這應是我們

做老師的進行「人文教育」的不可推卻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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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①	 宇：原義是屋檐，後來引申為天地之

間的廣闊空間。宙：原義是房屋的正

樑，後來引申為久遠的時間。

上
下
四
方
曰
宇
，

往
古
來
今
曰
宙
。

尸
佼
︽
尸
子
︾

宇和宙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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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學
講
堂天是甚麼

這句話出自《尸子》。《尸子》傳說是戰國時期的

學者尸佼所著。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宇宙是空間和時間

的總稱，上下四方廣闊的空間叫做宇，古往今來遼遠的

時間叫做宙。現代科學的宇宙概念基本上也是這樣的。

兩千多年前的中國古代學者能有這樣的認識，是非常了

不起的。

幾千年來，中國無數的學者都企圖探究宇宙的奧妙，

早在戰國時期，大詩人屈原就寫了一首著名的詩《天問》，

一口氣向上天提出了 174 個問題。屈原在《天問》中說：

「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闇

瞢，誰能極之？」「圜則九重，孰營度之？」

用現代漢語來說就是：

請問最遠古的時候，是誰傳下了宇宙的奧秘？

天地尚未分開之前，是怎樣構成了形體？

明暗不分混沌一片，誰能探究根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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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的天宇有九重之多，是誰把它建造得如此神奇？

⋯⋯

宇的本意是「屋檐」，屋檐覆蓋在人頭頂上，用我們

的眼睛看上去，天也確實像一個大屋頂罩在我們上空，

所以古人很自然地認為天地就是一個上面有蓋，下面有

底的大空間。中國最古老的數學著作《周髀算經》說：「天

象蓋笠，地法覆盤。」意思是天像斗笠一樣蓋在上面，

中間高，四周低；地像翻過來的盤子一樣，也是中間高，

四周低。還有的學者把天比做傘蓋、帳篷頂，這種說法

叫「蓋天說」，是人們對宇宙最古老的認識。

宙的本意是「棟樑」，棟樑是橫架在屋脊上最大的一

根木頭，從房屋的這一頭貫穿到那一頭，但它屬於房子的

內部結構，又在屋頂最高處，從外面看不到。聰明的古

人認為，時間也像這根大樑一樣，看不見摸不著，卻又

天壇之頂如蓋笠 國家大劇院是穹頂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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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穿於天地以及萬事萬物的生命之中。所以莊子說：「宇

有實體，卻看不到具體位置；宙有長度，卻看不到兩端。」

古人關於宇宙結構的理論，除了「蓋天說」之外，

還有「渾天說」。因為「蓋天說」的提法，人們相信了很

多年，可是後來科學家做了各種各樣的實驗，發現有很

多天文現象「蓋天說」解釋不了，於是又提出了一種說

法，叫「渾天說」。

「渾天說」認為天地都是球形的，天像蛋殼一樣包在

外面，地像蛋黃一樣懸在裡面，日月星辰都鑲嵌在天球

上，天球不停地旋轉，站在地球上就可以看到日月星辰

的各種變化。

「渾天說」可以解釋日出日落、月缺月圓，以及日食

月食、行星運行，所以從漢朝開始一直到明朝，「渾天說」

一直佔據著學術界的主要位置。直到西方哥白尼、伽利

略等人開創的近代天文學傳入中國，「渾天說」才開始

瓦解。



註解

①	 德：這裡特指天地化育萬物的能力。

②	 絪縕：古代指天地陰陽二氣交互作用

的狀態。

③	 化醇：變化而精醇。

④	 生之謂性：這是戰國時期學者告子的

話，意思是天生的就叫做天性。

⑤	 生意：生機，生命力。

⑥	 元：初始，本源。「元者善之長也」

是《周易》裡的話。

天地之大德曰生

﹁
天
地
之
大
德
①

曰
生
﹂，

﹁
天
地
絪
縕
②

，
萬
物
化

醇
③

﹂，﹁
生
之
謂
性
﹂
④

，

萬
物
之
生
意
⑤

最
可
觀
，

此
元
⑥

者
善
之
長
也
，

斯
所
謂
仁
也
。
人
與
天

地
一
物
也
，
而
人
特
自

小
之
，
何
耶
？程

顥 

程
頤 

︽
二
程
遺
書
︾
卷
十
一 

︽
明
道
先
生
語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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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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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堂天地怎樣生育萬物

這是宋朝學者程顥的話，意思是：天地最大的功能

就是生育。天地交融，萬物變化。天生的就叫做天性。

萬物的生命力是最可觀的。這就是《周易》所說「萬物

化生的本源，就是最大的善」的意思。同時，這也就是

所謂的仁。人和天地本來是同一的，可是為甚麼人們往

往總是看輕自己呢？

天地最大的特點就是生生不息，宋朝還有個大學者

叫周敦頤，他的窗前長滿了綠草，家人要除掉，周敦頤

不讓，說：「草也有生命，草的生命和我自己的生命是

一樣的，為甚麼要除掉呢？而且從綠草上我可以看到天

地間的生命力啊。」

天地是怎樣生育萬物的呢？古人認為，天地之間充

滿了陰陽兩種氣，陰陽交合，萬物就從中化生了。杜甫

在一首詩中寫道：「刺繡五紋添弱線，吹葭六管動飛灰。」

這裡記錄了一個古老的民俗。原來，冬天陰氣最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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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冬至，春天就要來臨，陽氣開始興盛，萬物開始生長，

古人就用一根律管（吹起來符合音律的竹管或金屬管），

裡面填上草灰，據說到了冬至的這一時刻，天地間產生

的陽氣就會「砰」的一聲，將草灰吹得四處飛散，人們

就高興地互相轉告：春天就要來了。

《禮記．樂記》詳細描述了生命的產生過程：「地氣

上隮，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

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暖之以日月，而百物化興焉。」

意思是說，地氣上升，天氣下降。陰陽二氣相互摩擦，

又受到雷霆的激蕩，風雨的吹拂潤澤，春夏秋冬不同時

令的滋養，日月的溫暖，於是萬物就誕生了。

神奇的是，這段話和現代科學認識到的生命起源有

著異曲同工之妙。1953 年，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米勒做了

八卦魚，「八卦」是中國古代對事物變化的圖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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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試驗，在玻璃容器裡裝入甲烷、氨等氣體（陰陽之

氣），然後模擬閃電、雷擊、降雨、溫度變化等過程（雷霆、

風雨、四時、日月），過了七天，構成生命的基本原料—

氨基酸產生了。米勒認為，他模擬的是地球的原始環境，

生命就是在這個環境裡慢慢產生演化出來的。這個結論

已經得到世界的公認。

我們不能不歎服中國古人的智慧，他們或許沒有先

進的科學儀器和研究方法，但他們通過認真的觀察和細

心的體悟，得出的結論竟和現代科學相仿。這恰恰說明，

中國古代的學者熱愛自然，熱愛生命，用心靈去貼近天

地的「生生之德」，把人類和自然融洽地結合到一起。



變通之道

註解

①	 易：變化，更改，這裡指變化的道理。

窮：和「通」相對而言，阻塞不通。

易
窮
①

則
變
，

變
則
通
，

通
則
久
。︽

周
易
．
繫
辭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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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學
講
堂萬物生生不息

這是《周易》裡的一句名言，意思是說：「易」的

學問，走到盡頭就要發生變化，發生了變化就會暢通，

暢通之後變化才能經久不息。

這句話是古人深刻觀察大自然之後得出的結論。宇

宙中最普遍的事情就是變化，「易窮則變」的「易」，就

是變化的意思，關於「易」的學問，古人寫成了一部書，

名字就叫《易》，或者叫《周易》。《易》告訴人們：陰

至陽生，陽至陰生，盛極則衰，否極泰來，窮則思變。

《易》講述的是最普遍、最簡潔的哲理，古人收藏圖書，

都把《易》和與《易》有關的著作放在第一位，號稱群

書之首。

古人經常說「日中則昃（日西斜），月滿則虧」，意

清版《易經》



032

仰
觀
俯
察

思是說太陽到了正當頂的時候就要下降，月亮到了最圓的

時候就要虧缺，然後再升起、再復圓，周而復始。嚴寒的

冬天，冰封地凍，可是嫩草卻悄悄從土縫裡發出新葉，昭

示著春天即將到來。同樣，夏天到了最熱的時候，植物茂

盛到了極點，卻昭示著寒秋就要來臨，樹木即將枯萎。一

年四季只有這樣不斷地變化，萬物才能順利生長。

那麼，怎樣才能通曉變化之道呢？《周易》告訴了

我們具體的方法：「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

意思是說，自然界中，一切現象沒有比天地更宏偉的了，

一切變化沒有比四季的更替更巨大的了。古人善於通過

對自然的觀察領悟人生的道理，所以，中國人強調在逆

境中從不放棄，而是以樂觀的心態迎接轉機；在一切順

利的大好形勢下，不要忘記潛在的危險。宋代大詩人蘇

東坡在朝廷裡受到排擠，一生被貶了無數次，先被貶到

黃州，後來又被貶到海南島，當時海南島還是蠻荒之地，

蘇東坡也是六十歲左右的老人了，可是他並不氣餒，而

是恬淡地對待每一天的生活，他在海南島自己種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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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製墨玩，還和當地的

許多黎族同胞交了朋

友，開開心心地活著。

終於，老皇帝去世，新

君即位，那些當權者死

的死，走的走，蘇東坡

又被重新起用，調回中

原。臨走的時候，蘇東

坡寫道：「九死南荒吾

不悔，兹遊奇絕冠平

生。」表達了他對這段

生活的留戀之情。這些

智慧是對變通之道的最

好應用。

月滿則虧



天地之化莫不有常

註解

①	 廓然：廣大的樣子。

②	 度：法度，規範。

③	 常：規律，通例。

④	 中庸：中是不偏不倚，庸是永恆不變。

天
地
之
化
， 

雖
廓
然
①

無
窮
， 

然
而
陰
陽
之
度
②

、 

日
月
寒
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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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之
變
，

莫
不
有
常
③

， 

此
道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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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中
庸
④

。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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頤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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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
書
︾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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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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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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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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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天地變化有規律

這句話是宋朝的大學者程頤說的。意思是說：天地

的變化，雖然無窮無盡，但是陰陽的法度，日月、寒暑、

晝夜的變化，都有固定的規律，這就是天道保持正確而

永恆的原因。

據說古代有個杞國，杞國有一個人整天擔心天會塌

下來，地會陷下去，自己沒有地方容身，因此愁得睡不

著覺，吃不下飯。有個人就去開導他說：「天不過是很

厚很厚的空氣積聚在一起罷了，你一舉一動，一呼一吸，

從早到晚都生活在天的中間，怎麼會擔心天塌下來呢？」

杞人聽了，又說：「那如果地陷下去怎麼辦呢？」那人

回答說：「大地是土塊積聚而成的，無處不有，你整天

在它上面生活，怎麼擔心它會塌陷呢？」杞人聽了他的

話，這不再擔心天會塌下來了。

天不會無緣無故崩塌，地也不會無緣無故陷落，因

日食月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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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天地萬物都有自己的運行規律，我們的古人很早就開

始想辦法認識它們。比如四千多年前的夏朝，發生了一

次日食。這下可了不得了，日食的時候人們敲鑼打鼓，

大喊大叫，老百姓亂奔亂跑，以為大災難就要降臨了。

可是到了漢朝，天文學家對日食和月食的預報就已經相

當精確了，唐朝的天文學家一行和尚拿推算日食當成檢

驗曆法的方法，發生日食和月食早已不是甚麼了不得的

事情了。

古代每個朝代的帝王，都要任命觀天的官員，讓他

們觀察天象。帝王希望從天道中預報國家的興衰，可是

學者們希望從天道中了解世界上最永恆的哲理，這就是

所謂中庸之道。中庸，並不是我們通常理解的平庸或者

庸俗的意思。古代兒童啟蒙讀物《三字經》用「中不偏，

一
行
和
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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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不易」解釋「中庸」。意思是說，不偏不斜，正道而行，

就是所謂的「中」；永遠按照規律運行不變，就是所謂

的「庸」。中庸，是貫穿於宇宙之中最根本的規律，不管

萬事萬物怎樣變化，中庸之道是永遠不變的。



仰觀俯察

註解

①	 惠風：和風。

②	 品類：指萬物。

是
日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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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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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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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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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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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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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學
講
堂棲居在美麗的天地之間

這是王羲之《蘭亭集序》裡的一段話。原來，古代

的風俗，到了每年三月的上巳日（三月三日前後），要出

門到水邊洗浴、遊玩，據說這樣可以去除不祥，一年都

會交好運氣，這種活動叫「修禊」。永和九年三月（公元

353 年），王羲之和許多朋友到會稽山陰的蘭亭「修禊」，

大家面對著好山好水，喝酒做詩，玩得很開心。眾人所

作的詩編在一起，王羲之當場為詩集寫了一篇文章紀念

這件事情，這就是著名的文學作品和書法作品《蘭亭集

序》。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今天，天色明朗，空氣清新，

春風和煦，令人舒暢，仰頭觀察宇宙的宏偉壯麗，低頭

審視萬物的豐富多樣。

天地萬物在古代學者心目中有各種各樣的地位。漢

代的史學家司馬遷說過：「究天人之際，察古今之變，

成一家之言。」司馬遷精於天文地理，但是他研究的目

的是要弄通天與人之間的關係，在學術上有所建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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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徵明蘭亭《修禊圖》局部

王羲之的仰觀宇宙，俯察萬

物，卻是站在生命的角度，去

體驗日月星辰、山川河流、草

木鳥獸的美好。

大自然對人性情的陶冶

是非常巨大的。李白說：「一

生好入名山遊。」上山之後就

「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

去不還」。曹操也說：「東臨

碣石，以觀滄海。」他看到了

廣闊的大海「日月之行，若出

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裡」。

天地廣闊，日月光輝，山川雄

壯，花木芬芳，這些都足以讓

人心曠神怡，從而打心底裡熱

愛這個自然世界。而中國傳統

文化又認為，天地與人是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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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的。熱愛自然，就會熱愛自己，從而熱愛身邊的人

和整個社會。

仰觀和俯察，光局限在一個地方是不行的。古代的

年輕人，一面讀書學習，一面也要到全國各地去遊歷，

在遊覽中增長學問和見識，李白二十四歲的時候就「仗

劍去國（離開家鄉），辭親遠遊」，徐霞客二十二歲的時候，

他的媽媽給他縫了一頂「遠遊冠」，鼓勵他走遍全國各地。

由於有了這種仰觀和俯察的欣賞意識，中國古代的

很多學者，不管家庭是貧是富，官位是高是低，但內心

深處，都保持著安靜、舒緩的心態，棲居在美麗的天地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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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鏈接

中國古代的天文台 

中國古人非常重視對天象的觀測，每個朝代，朝廷

都要設立觀測天象的機構，並且建築觀天的設施，這就

是觀象台。

早在夏朝，朝廷就開始修建觀象台了，那時候叫「清

台」；商代叫「神台」；周代叫「靈台」。歷代的帝王都認

為自己是「天子」，是秉承上天的意志的，只有他們才有

權知道天象昭示的吉凶。所以他們禁止地方官員和私人

設置天文台觀測天象。

現存最早的天文台遺址在今天的河南省偃師縣，建

於東漢中元元年（公元 56 年）。最興盛的時候，全台共

有 42 名工作人員，負責星象、日月、風等各種天文現象

的觀測，已經有了一套非常完整的制度。漢代以後，歷

代都有天文台，規模和人員編製更為宏大，管理和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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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完備，成為天文觀測和曆法編製的重要場所。

唐代在長安、杭州、開封等地都有天文台，僅長安

就有三座天文台同時工作，宋代在開封就有四座天文台。

這段時期，天文儀器也有了非常大的進展，水運儀象台、

可以活動的渾儀在這個時候紛紛出現。

元朝統治者在全國建了二十多座觀星台，其中河南

省登封縣的一座至今保存完好，已有七百多年的歷史。

這座觀星台高十餘米，構造精巧，氣魄宏偉，這座觀星

台觀測到的數據非常精確，是當時西方的天文台無法比

擬的。

明朝正統年間在今北京朝陽區建造的觀象台，是現

存規模最大、儀器最完備的古代天文台。台上八件大型

天文儀器，是結合了中國傳統工藝和歐洲近代天文學理

論建造的，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