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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中国自然科学来源于古天文。来源于先民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认识宇宙大自然。我国祖先伏羲氏是一位科学观察

者、工作者。他通过立竿见影发明日晷仪测量日影、观察月相、北斗绕极、制定二十四节气历法。同时，他对宇宙空

间模式进行了探索：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为三大空间体系。我国天文观测，形成数理科学、度量衡、古代物理

学、生物学、化学、音乐等学科。河洛数理，又推出了二进制、十进制，数理的进一步研究和运用，形成了近现代自

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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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Natural science in China originated from ancient astronomy. It originated from the ancient people's 

observation of astronomy and geography, as well as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verse and nature. 

Fuxi, the ancestor of our country, was a scientific observer and worker. He invented the sundial to 

measure the shadow of the sun, observe the phases of the moon, make the Big Dipper orbit around the 

pole, and formulate the calendar of the 24 solar terms. At the same time, he explored the cosmic space 

model: the Gai Tian theory, the Hun Tian theory, and the Xuan Ye theory are the three major space 

systems. In China,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s have given rise to disciplines such as mathematical and 

physical sciences, weights and measures, ancient physics, biology, chemistry, and music. The River 

and Luo mathematical system further introduced the binary and decimal systems. The further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mathematics gave rise to modern natur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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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浩瀚无穷的宇宙和满天星斗的夜空。探索无穷无尽的时空交替、人类和天体和地球动植物生命活动的历史。我们不得不敬畏和

赞叹我们中国祖先的伟大。

我国自然科学来源于古天文。中华文明的总源头是古天文。（《中国天文史料汇编》56页）《易》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

人文，以化成万物也。古天文是华夏民族的祖先通过对周天星宿进行长期观测、研究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全面系统、博大精深的学

问。（《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基础知识》丁緜孙 120页）依据太阳、地球、月亮相对运动规律而创制的太阳历、二十四节气，至今仍然在

指导着我们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

我国古代观察天文的机构叫做司天监，设天象台，陈列浑天仪等。（《日者观天录》韩云波120页）

古天文按照研究领域后分为六家：天文观象、授时历法、占验预言、星命堪舆、斋醮丹道、运气医学。时移世变，当代中国，钦天

监更名中央观象台，分天文、历算、气象、地磁和地震四科，后归中国社科院、科技部分管。

一、先民们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认识宇宙大自然。

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伏羲，是自然科学的开拓者，他白天观

察日出日落，夜晚观察月亮和星辰。

项目：主要研究先秦诸子百家、中国古天文律历、易经风水学、观象学、星命学、测绘学。中国古天文、道家斋醮科仪、礼乐传承人。著有《中外科学家与易经》《易经与生活》《秦

韵诗经》《古天文观象学》等。

作者简介：吕山峰 (1981.01—)，男，汉，道名吕宗诚，陕西省岐山县人。中国道教协会会员、中国周易学会会员、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关中儒学、道家斋醮科仪礼乐、古天文传承人。

《周易·系辞传》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以观象

于天，俯则观法于一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

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1]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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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故知生死之说。

通过本段文字我们知道，伏羲氏是一位观天象，研究地理、

自然万物、动植物和地质学的科学工作者。他白天面南，仰观于

天，看到太阳东升西落。同时夜晚观察银河、月光阴晴圆缺，观

察五星运动、太阳黄道带及二十八宿。面北，观察北斗七星和北

天极三垣市。[2]

（一）立竿见影——发明第一个测日工具，杆、圭表。

立杆测日影的研究工作在《黄帝内经》有明确记载。如《黄

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说： ”天运当以日光明。”

《素问·六微旨大论》说： ”因天之序，盛衰之时，移光定

位，正立而待之。”

《素问·六节藏象论》说： ”立端于始，表正于中，推余于

终，而天度毕矣。”

其实指是一种观测、记录日影的仪式：在日初升的时候和日

终没的时候把阳光投射在圭表上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阴影端点标

记下来。因此羲和也可以说是观测和报告日影的人。[3]

圭表图

（《天文观象日月星辰》315页）

陆思贤说：《说文》:”尧，高也，从垚 ( yao ）在兀上，高

远也”,又”垚，土高也，从三土”。”三土”即垒土为柱，尧字

本义是土柱子；土柱子放在”兀”上，成为高台土柱，可用于观

测太阳晷影，即《周礼·地官》的”土圭之法”，是立杆测影的

圭表。”放勋”是放射光芒之意，形容太阳。有着太阳的照射，

进行立杆测影。[4]

立杆测影示意图

（《天文观象日月星辰319页》）

通过以上观测，发现太阳高度角和影子一年的长短周期变

化，测出勾股定理。此法最早记载于《周髀算经》之中，周公和

商高测太阳高度角，测出勾股边距，并把日影长短用作量天比

例尺。

天文节气、历算、律管长短比例尺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56页）

测绘的最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古天文，从太阳高度角，正方

案投射点、天文历法、测量日晷影子长短得出律管的最原始比例

尺寸，形成音乐十二平均律。[5]

（二）发明了日晷仪，根据圭表、游表测出了太极图和圆周

率。

古人制造了原始的立竿测日影仪——晷仪。晷仪中心及圆周

各有圆孔，以备立杆 (圭表 )用。在盘中心立有定表，圆周则立一

游表，逐日流动 (内蒙出土的秦汉石刻晷仪就是一个圆形的圆周上

由许多圆孔构成的大圆晷仪 )。定表和游表直线在南北方向上。每

日午时测影，日影皆投向表的北方。从冬至到夏至，上半年圆盘

上留下了太阳秋冬二季的运动投影图。[6]

秋冬二季投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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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将圆盘和游表转180度，将游表转到定表的北边。太阳

由南边回归线往北移动，这时用盘中心的定表测影，圆盘仍按逆

时针旋转，日转一孔，直到夏至太阳北移到北回归线为止。日影

逐日缩短，到夏至则无影。这样就在圆盘上留下了太阳春夏二季

的运动投影图。将四季投影图合起来看，就是幅完美的实测太极

图。[7]

  

实测完整的24节气太极图

（中国古天文仪器史215页）

（三）夜晚观察月球所产生的科学数理

观察一月月亮盈缩圆缺变化

我们知道，一个回归年有365.25天，一个朔望月有29.53天，

所以一个回归年有365.25/29.53=12.369个朔望月。一个朔望月有

4个特征点，分别为：晦朔月（初一），上弦月（初七），望月

（十五），下弦月（二十二）如下图。

月相变化图

所以一个回归年总共有12.369*4=49.476个特征点。进位来

看，一个回归年总共有50个特征点。因此这个50，就是易经大

衍之数五十的来源。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取整数为

用。朔、上弦、望、下弦，称为月之四象。月亮的变化产生了月

日地三极之道、太阴历法和海运潮汐周期、二十八宿、五气经天

规律。

（四）夜晚观察北斗七星一年四季运行规律。

1.北斗星

北斗星在不同的季节和夜晚不同的时间，出现于天空不同的

方位，所以古人就根据初昏时斗柄所指的方向来决定季节，这就

是北斗七星的周年视运动，即固定在傍晚或夜半的一定时间观

察，其斗柄方位每天西移1°，每月移30°，一周年移动一周又

回到原处。因此，我们的祖先早就根据北斗星辨认方向和确定季

节。他们认识到：可以利用斗柄的指向确定季节。[8]

《甘石星经》：“北斗星谓之七政，天之诸侯，亦为帝车。”

皇帝坐着北斗七星视察四方，定四时，分寒暑。

斗柄四季绕极图

面北观察北恒星圈内终年不落运转不息的北斗星，视其所指

地平方位，来确定一日之中的十二时辰、一年之中的十二月，谓

之”斗健”[9]。如《史记·天官书》说：

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

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

《鹖冠子·环流》说：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

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古画中的

北斗绕极卐字符就是这样来的。[10]

 北斗七星二十四节气旋转图

 北斗七星的斗柄相对于地球不停地旋转的，绕着北天极自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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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转（逆时针），每移动15度为一个小时，一天就是24个小

时，每天偏移1度就是一个月30度，每旋转一周天为一年时间。

二、俯察地理、对地理地域方位进行划分，同时对宇

宙模式进行探索。

伏羲氏这位科学家，他教会人们用阴阳符号，画四象，定五

方。根据太阳东升西落，观察地平线，定出东南西北四个位置，同时

以人的身体为中心划分为地理五方、同时也定出八方、九州分野。

那么宇宙时空模式以及天地自然万物到底是什么形状的？由

此产生了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三大模式。

盖天示意图

坐地观天，盖天说：天盖着大地。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

局。《周髀算经》

浑天示意图

浑天说的代表作《张衡浑仪注》中说：“浑天如鸡子。天体

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

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天像

一个圆形的大气球，尘埃物质漂浮沐浴其中游离不定飞来飞去如

野马。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庄子》

宣夜说示意图

（中国星空 徐刚 235页 ）

大象无形，天体是无形的。宇宙时空天体既不是能仅说是圆

的也不能仅说是方的，祂高速运转、覆盖和承载和沐浴着万物。

像仰观银河的网纱状一样覆盖着万物，又像甘霖雨露润泽着万

物，还像浴池淋洒沐浴万物一样。所以笔者认为《帛书老子》说

“浴神”不死，正是描述太空。老子用“浴神”：两个字概括了：

古天文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万物沐浴在天空之中，运行如

伸展、回归运动）天包着大地和日月星辰，人和动植物如同沐浴

其中一样，人和动植物沐浴其中、漂浮太空，天覆地载，日月星

辰光照四方，光点投射和精微物质能量穿透我们的身体，人和一

切动植物如同颗粒悬浮空中，气和精微物质迅速穿透人的身体，

犹如人穿透空气一样。《庄子·逍遥游》：南冥者，天池也。“天

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老子说“视之不见名曰

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

而为一。”希夷微的世界混为一体，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

是谓惚恍。浑象如沐浴运行的圆球。

 银河

（星空帝国 357页）

盖天、浑天和宣夜为古天文中的三大学说。天球、北极、北

斗、三垣、四象、二十八星宿、日月五星等概念，它们构成了古

天文的框架与主脉络，而超越天体的有形世界，最后混沌一体为

无形之宇宙。

三、观察天文，形成数理科学、古代物理学、生物

学、化学、音乐学等学科。

河图、洛书

（中医天道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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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图洛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蕴含了深

奥的宇宙星象之理，被誉为”宇宙魔方”，是中华古天文、阴阳

五行术数之源。河图洛书”是远古时代人民按照星象排布出时

间、方向和季节的辨别系统。河图是据五星出没时节而绘成。五

星古称五纬，是天上五颗行星，木曰岁星，火曰荧惑星，土曰镇

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五行运行，以二十八宿为区划，一

般按木火土金水的顺序，相继出现于北极天空，每星各行七十二

天，五星合周天三百六十度。洛书是对河图的发展，把河图的

“五方四季”发展为“九方八节”，可见洛书是中国古代第二个天

文历法数图。（《算经十书》153页）河图洛书用黑点和白点表示

阴阳、奇数和偶数。通过天文观察对数理规律进行了探索。数理

二进制、参伍以变数矩阵、把数理用于立体测量形成几何科学。

数理用于研究分子结构形成现代物理学、化学、生物基因学。

综上所述，我国古天文具备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但由于明

朝后期和近代中国政治落后的历史原因，我国祖先大量先进的文

物、文化和自然科学文献被西方国家抄袭利用后，并被禁锢和封

禁，甚至被诋毁为封建迷信，不为世界广泛交流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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