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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系统讨论了 17～18 世纪欧洲天文学经过中国传入朝鲜李朝的情况 ,首先对这一传播过程的总体

情况进行了分析 ,然后分别对欧洲宇宙学、星图与星表、天文仪器以及数学天文学知识在历朝的

流传和影响问题进行了讨论. 结果认为 ,这一时期从中国传到朝鲜的西方天文学知识使李朝天

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但是却没能使之真正走上近代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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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17 世纪后期 ,耶稣会传教士开始把欧洲天文学

知识系统地传往中国 ,翻译和出版了大量有关著作 ,

并使欧洲天文学成为中国官方编制民用历书和天文

年历的基础 ,这些欧洲天文学知识被当时和当今一些

学者称为“西法”. 这一变动对在天文历法方面一直直

接依赖于中国的朝鲜[1 ]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时

间 ,“西法”同样成为朝鲜李朝天文学家热心学习的对

象 ,并逐渐得到官方采纳 ,使朝鲜天文学发生了根本

性的变革. 这一转变过程无疑是西学东渐史以及中、

朝天文学史和天文交流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但迄今

尚无人作过系统全面的讨论. 本文尝试对这一问题进

行较为系统的考查 ,以期揭示出“西法”流传朝鲜的基

本历史过程、传至朝鲜的“西法”内容及其影响. 全文

将分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讨论“西法”传朝的历史概

况 ,其余四个部分则依次从宇宙学说、恒星图表、仪器

和“西法”推步术等角度对有关“西法”的朝鲜天文古

籍和相关史料进行分析 ,从更深的层面上探索“西法”

在朝鲜的流传和影响.

1 　“西法”流传朝鲜的历史概况
1. 1 　早期流传

宣祖 37 年 (明万历 32 年 ,公元 1604 年) ,李朝使

臣李光庭从中国带回了利玛窦和李之藻合作翻译出

版的《坤舆万国全图》,随后几年又有多幅利氏地图的

修订本被带回朝鲜[2 ]
. 该图的图说中介绍了许多欧洲

天文学知识 (详见本文 211 节) ,是传入朝鲜最早的西

方天文学著作.

仁祖 8 年 (明崇祯 4 年 ,公元 1631 年) ,郑斗源出

使明朝 ,随行译官李荣后结识了欧洲传教士陆若汉 ,

向他请教天文推步之法 ,二人之间后来还有书信往

来[3 ]
. 在这次中国之行中 ,陆若汉向郑、李二人赠送了

望远镜、自鸣钟等天文仪器以及“《治历缘起》一册、

《天文略》一册、利玛窦《天文书》一册、《远镜书》(按 :

《书云观志》卷 3 作《远镜说》) 一册、《千里镜说》一册

⋯⋯西洋贡献《神威大镜疏》一册、《天文图南北极》两

幅、《天文广数》两幅、《万里全图》五幅”[4 ]
. 其中 ,《治

历缘起》可能是《崇祯历书》编纂中的来往奏疏[5 ]
;《天

03

Ξ 收稿日期 :2003211205.

作者简介 :石云里 (19642) ,男 ,科学史博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文略》可能是阳玛诺《天问略》之误 ,利玛窦《天文书》

可能是利玛窦的《乾坤体义》,《远镜书》和《千里镜说》

中可能有一本是汤若望编译的《远镜说》;《天文图南

北极》和《天文广数》则可能是崇祯改历过程中绘制出

版的汤若望星图 (详见本文第 311 节) . 其余两部著

作 ,前者明显是关于望远镜的 ,后者则应该是中国出

版的西式世界地图.

1. 2 　《时宪历》在朝鲜的采纳

据《李朝实录》记载 :“考丁丑 (公元 1637 年) 历书

乃是丙子 (公元 1636 年) 印出大明颁降者 ,而其法无

异于我国之历. 清国在沈阳时所送历日大概相同. ”[6 ]

这说明 ,清朝在入关前就已经开始向朝鲜每年发送自

己的历书.

公元 1644 年 (李朝仁祖 22 年) ,清朝正式采纳据

《崇祯历书》(入清后称《西洋新法历书》)编定的《时宪

历》. 次年 6 月 ,李朝使节韩兴一在北京见到了时宪历

书 ,并购得《新历晓惑》、《改界图》及《七政历比例》等

新法著作 ,回国后一并呈交本国国王 ,正式提出了改

历建议 :“历象授时 ,帝王之先务. 元朝郭守敬修改历

书 ,几四百余年 ,今当厘正. 而且 ,见汤若望所造历书 ,

则尤宜修改. ”朝鲜国王命令把韩氏带回的著作送交

观象监 ,“命日官推究其法”. 到 12 月 ,观象监提调金

也正式上疏支持改历 ,并请求遣送官员往中国学习新

法 :“外国作历乃中原之所禁 ,不可送人请学 ,今此使

行之时 ,带同日官一二人 ,令译官探问于钦天监 ,若得

近岁作历缕子 ,推考其法 ,解其难处而来 ,则庶可推测

知之矣. ”几乎于此同时 ,奏请使金自点等人从北京带

回《时宪历》一册 ,经过研究 ,观象监发现了其与本国

历书在时刻制度和节气安排上存在重大差异 ,再次提

出有必要“使能算之人入学于北京”. 此项提议得到仁

祖批准 ,于是派李景　带两名天文官前往学习 ,但未

获成功[6 ]
.

仁祖 26 年 2 月 ,清朝政府正式向李朝颁发《时宪

历》. 自此以后 ,清政府依明朝惯例 ,每年都向朝鲜颁

行“王历一本 ,民历一百本”(按惯例 ,李朝政府每年年

底均遣使向清朝礼部呈递“请历咨”,清朝照例颁给来

年新历 (王历一本 ,民历一百本) 并“礼部颁历咨”一

道. 顺治 5 年至乾隆 51 年议政府“请历咨”和“礼部颁

历咨”现已被整理出版[7 ]) . 但是 ,《时宪历》传入之初 ,

朝鲜天文学家尚未学会其编算方法 ,所以在编算本国

历书时使用的还是《大统历》,由此算出的历书在闰月

安排等方面与《时宪历》相互不同. 新旧历法孰是孰

非 ,朝野上下一时难以定论 ,所以大部分人还是主张

使用旧历 ,只有“韩兴一独以清历为是 ,凡其家祭祀之

日皆用清历”,以至“人皆病其无识”,连一些历法官员

也讥笑他“本非通晓天文者 ,何知清历之果是而断用

之乎 ?”[6 ]

不过 ,学习《时宪历》编算之法的努力并未中止.

仁祖 25 年 9 月 ,日官宋仁龙奉命学习“时宪算法于清

国”,但由于清朝当时对“历书私学 ,防禁至严”,所以

“仅得一见汤若望”,得其“略加口授 ,仍赠缕子草册十

五卷 ,星图十丈 ,使之归究其理”[8 ]
. 观象监日官金尚范

对这些著作“极力精究”,但结果只“粗得其概”. 于是

又于孝宗 2 年 (顺治 8 年 ,公元 1651 年) 派金尚范前

往北京 ,“重赂学于钦天监”[9 ]
,于次年学会《时宪历》的

编算方法 ,并购得“日躔表”、“月离表”等著作归国 ①.

回国后一边“又选多官 ,使之传习”,一边“日夜推算 ,

趁速修述”,终于独立编出了孝宗 4 年 (癸巳年) 的历

书. 经过与当年清朝所颁《时宪历》对照 ,并无差违 ,于

是 ,观象监正式提出本国历书“自甲午 (孝宗 5 年) 年

一依新法历法推算印行为当”,得到批准. 从这时开

始 ,《时宪历》才算真正被李朝政府采纳.

然而 ,《时宪历》在李朝的行用也并非是一帆风顺

的. 显宗元年 (顺治 17 年 ,公元 1660 年) 有前观象监

直长、安东道居进士宋亨久上疏 ,认为《时宪历》“种种

差谬处不一而足”. 对此 ,观象监也有人认为“宁存旧

法 ,以俟知者为当”. 经过一番争论 ,最后决定 ,在正式

采用《时宪历》的同时 ,观象监每年仍按《大统历》推算

历书 ,并“缮写二件 ,一以藏置 ,一以进上”[8 ]
. 到次年 ,

宋氏再次上疏 ,“请废《时宪历》,还用《大统历》”,遭到

反对[10 ]
.

显宗 7 年 (康熙 5 年 ,公元 1666 年) ,由于杨光先

告到了汤若望 ,清政府中止《时宪历》,复用《大统历》.

于是 ,朝鲜政府也决定复用《大统历》,但对《时宪历》

也“年年印置 ,依前《大统历》年例书入之规 ,以为日后

考据之地. ”[8 ]康熙历狱结束后 ,《时宪历》在中国恢复

使用. 李朝也于“庚戌岁 (显宗 10 年 ,公元 1669 年) 还

用《时宪历》”但到这年年底 ,宋亨久再次上疏“论《时

宪历》之差. ”对此 ,观象监派历官宋以颖与他公开辨

难 ,结果“以颖以亨久所言为非是”,宋氏又遭失

败[11 ]
. 此后《时宪历》的地位一直没有动摇 ,直到高宗

31 年 (清光绪 20 年 ,公元 1894 年) 李朝采用太阳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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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才降到“参用”的地位 ,仅“忌辰、诞节及择吉用《时

宪历》”[4 ]
.

1. 3 　“赴燕官”制度的建立

《时宪历》在朝鲜被正式采纳后 ,李朝天文学家学

习新法的努力并未就此终结. 因为 :第一 ,金尚范只学

得《时宪历》“日躔月离之梗概”,可以满足民用历书的

编算需要 ,但“五星算法则犹未得来”;第二 ,清朝在天

文学方面还在不断引进更新的方法 ;第三 ,李朝天文

学家在历法计算中也常常遇到难解的问题.

最初 ,李朝政府一遇到诸如此类的情况便随年派

出天文官前往北京 ,或求学于钦天监 (一般是“请见五

官、司历”,有时也有机会直接与监正和其他官员接

触) ,或购买有关著作和仪器. 到肃宗朝 (清康熙 13～

58 年 ,公元 1674～1719 年) ,基本形成了每年派遣天

文官到中国学习的惯例. 英宗 18 年 (清乾隆 6 年 ,公

元 1741 年) ,观象监正式请求 ,把遣官入清学习作为

一项制度确定下来 ,“每年差送 ,永为定式”. 英宗 40

年 (乾隆 27 年 ,公元 1762 年) ,改为“三年一赴 ,定为

恒规”,48 年后又规定“若有历法质问事 ,则不必限年

陈禀特送”. 正宗 16 年 (乾隆 56 年 ,公元 1791 年) 又

改为隔年一送. 选送的历官被称作“赴燕官”或“日

官”,一般要经过考试选拔 ,择优录取. 考试科目中包

括《七曜筹》、《数理精蕴》和《历象考成》等[12 ] [8 ]
. 表 1

统计了《李朝实录》所载的李朝天文官员入华求学的

情况. 从表中可以发现 ,赴燕官在北京不仅可以同钦

天监的中国天文学家打交道 ,而且还有机会同西方传

教士直接接触. 关于这一点 ,李朝著名学者洪大容给

我们留下了更加明确的记载 :

皇明万历中 ,利玛窦入中国 ,有以算数传道 ⋯⋯

康熙末 ,来者益众 ,主仍采其术 ,为《数理精蕴》书 ,以

授钦天监 ,实为历象源澳. 建四堂于城以处其人 ,号曰

天象台 ⋯⋯康熙以来 ,东使赴燕 ,或至堂求见 ,则西人

辄欢然引接 ,使遍观堂内异画神像及仪器 ,仍以洋产

珍异馈之. 为使者利其贿 ,喜其异观 ,岁以为常 ⋯⋯

刘、鲍 (按 :即刘松龄、鲍友管)居南堂 ,算学尤高 ,宫室

器用甲于四堂 ,东人之所常来往也.
[13 ]

由此可见 ,当时朝鲜使者同西方传教士的接触是

比较容易和频繁的 ,这中间当然也包括“赴燕官”们.

例如 ,英祖 43 年 (清乾隆 31 年 ,公元 1766 年) 洪大容

本人出使北京时 ,随行人员中有赴燕官李德星 ,其使

命就是“以朝命将问五星行度于 (刘松龄、鲍友管) 二

人 ,兼质历法微奥 ,且求购观天诸器. ”到达中国后 ,他

同洪氏一起几次拜访了刘松龄 ,向他请教了“五星经

纬推步之法”和“星历诸法”,并且参观了堂中的望远

镜、自鸣钟等多种天文仪器. 当然 ,在与传教士往来的

一般朝鲜官员中 ,也有人在天文学上得到收获的. 例

如 ,据《备局誊录》记载 ,英祖 17 年 (清乾隆 5 年 ,公元

1741 年) ,“译官安国麟、卞重和往来于天主堂 ,深接

西洋人戴进贤、徐懋德 ,百般周旋 ,得日月交食表、八

线对数表、对数阐微表、日月五星表、律吕正义、数理

精蕴、日食筹稿、月食筹稿而来. ”[4 ]

表 1 　李朝天文官员入清学习情况

时间 赴华者 求学对象 求 学 内 容
1649 宋仁龙 汤若望 时宪历编算法
1652 金尚范 钦天监 同上
1684 历官 同上 同上
1705 许远 何天 (君 ?)锡 时宪七政推步法
1728 历官 钦天监 《历象考成》法
1729 同上 同上 《历象考成》法
1733 安重泰 何国勋 时宪历推步的“未透解者”
1734 安重泰 钦天监 造历新法
1744 安国宾 戴进贤、何国宗 紫气推步、交食新法未尽条件、中星新法
1744 金兑瑞 戴进贤 问难筹法
1745 安国宾 钦天监 《历象考成后编》法
1772 李德星 钦天监 节气安排之法
1811 同上 同上 恒星岁差问题
1824 金捡 同上 质正历法
1887 历官 同上 质定交食法

“赴燕官”的使命除了进行学习外 ,还负责购买书

籍和仪器 ,其他出使中国的官员中也有人热心于此

事. 对购买有功者 ,李朝政府一般都给予奖励 ,进一步

激发了入华官员在这方面的积极性 ,结果大量有关西

法的著作和天文仪器通过这种途径传入了朝鲜半岛.

表 2 从《李朝实录》和《增补文献备考》等书中统计了

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表 2 　李朝官员从清朝所购的天文和仪器著作

时间 购得者 书 名
1645 韩兴一 新历晓惑 ,改界图 ,七政历比例
1652 金尚范 日躔表 ,月离表

1705 许远
日食补遗 ,交食证补 ,时宪七政表多种 ,历草骈枝 ,测算器
械六种 ,自鸣钟

1807 汤若望星图
1714 许远 灵台仪象志
1723 交食历指、戎事类占
1725 历象考成
1732 李世澄 清万年历新本 ,鳌头通书 ,火星细草 ,七曜推步稿

1733 安重泰
七政四余万年历、时宪新法五更中星纪、二十四气昏晓中
星纪、日月交食稿本

1735 安重泰 日躔表、月离表、七曜历法

1740 安国麟等
日月交食表、八线对数表、对数阐微表、日月五星表、日食
筹稿、月食筹稿、数理精蕴

1741 天文图、五层轮图
1744 金兑瑞 太乙统综、淘金歌、大千里镜、历象考成后编
1744 安命悦等 历象考成后编
1753 李东　 仪象考成、交食推步、七曜推步
1783 洪乐安 几何原本 ,数理精蕴

必须指出 ,上面统计的并非是这一时期从中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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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朝鲜的全部西法著作 ,还有许多著作通过其他途径

传入朝鲜 ,并被这一时期李朝学者所征引.

1. 4 　对西法的持续引进

“赴燕官”制度的实施对李朝天文学的引进产生

了重大影响 ,通过赴燕官们的努力 ,李朝天文学家不

仅能及时解决天文历法中的一些疑难问题 ,而且能对

中国出现的“新法”较为迅速地加以学习和引进. 继金

尚范学得《时宪历》的编算方法后 ,赴燕官们又相继从

中国引进了以下“新法”内容 :

(1)《时宪历》五星与交食步法. 李朝孝宗 7 年

(清顺治 12 年 ,公元 1655 年) 遣金尚范前往中国学习

之 ,金氏不幸死于途中. 肃宗 32 年 (清康熙 44 年 ,公

元 1705 年) 到 34 年之间 ,观象监推算官许远两次奉

命前往中国 ,从钦天监历官何君锡处学得《时宪历》五

星和交食的推算方法 ,并购回大量有关著作[14 ]
,回国

后将其“一一解出”,并据以编算出七政历书 ,于肃宗

34 年得以正式采纳[8 ]
. 两年后 ,许远发表了《细草类

汇》一书 ,详细记录了学得的计算方法 (详见续文 511

节) .

(2)《历象考成》法.《历象考成》完成于康熙 61

年 (李朝景宗 4 年 ,公元 1723 年) ,按《增补文献备考》

记载 ,“英祖元年 (清雍正 2 年 ,公元 1724 年) 改用新

修时宪七政法 ⋯⋯以崇祯后五十七年甲子 (清康熙

23 年 ,公元 1684 年) 为元”[4 ]
.《国朝历象考》中也说 ,

“梅珏成《历象考成前编》以康熙甲子为元 ⋯⋯英祖朝

乙巳 (公元 1725 年)始依梅法推步日月五星”[9 ]
. 但实

际上 ,直到英祖 5 年观象监才请求派历官前往北京

“求贸御定历法 ,仍令学来”,次年才购得《历象考成》

回国 ,并经国王同意由观象监“刊布”. 当观象监官员

发现“其法甚难 ,虽日夜解出 ,势所难能”后 ,请求再派

历官到中国学习 ,得到批准[8 ]
. 所以 ,李朝天文学家全

面掌握《历象考成》法应该是此后的事情.

(3)《历象考成后编》法.《历象考成后编》编成于

乾隆 7 年 (公元 1742 年) ,使用了刻卜勒第一、第二两

条定律以及牛顿的月球理论[15 ]
. 据朝鲜《备局滕录》

记载 ,英祖 20 年 (清乾隆 8 年 ,公元 1743 年) ,“节使

译官安命说、金挺豪、李箕兴等购纳《历象考成后编》

十册 ,皇历赉咨官金泰瑞购清国新法《历象考成后编》

一帙以纳. ”[4 ]而《英祖实录》则记载 ,次年 7 月“以译

官安命悦、皇历赉咨官金兑瑞等购纳新法《历象考成

后编》,日官安国宾学来新修诸法 ⋯⋯并施赏. ”[8 ]这

说明 ,这一年李朝天文学家已经学会了《历象考成后

编》法.

1. 5 　中朝天文机构在交食预报和观测上的交流

交食预报在中国古代都极受重视 ,清朝也不例

外. 所不同的是 ,由于采用了西法 ,清朝天文学家不仅

可以推步出京城的见食情况 ,而且能够对不同地区

(包括邻国)的见食情况进行预报[16 ]
. 从清初开始 ,每

逢交食 ,钦天监都提前五至六个月通过礼部向朝鲜发

送预报 ,预报的内容包括交食日期、初亏复原与食甚

时刻、带食情况等等 ,要求李朝政府届期举行救护仪

式并组织观测. 事后 ,李朝政府一般也都将观测结果

以及食甚时刻的日月图象抄送清朝礼部. 这种交流开

始于康熙 60 年 ,并一直持续到了光绪 6 年 (公元 1875

年) ,中间没有中断[16 ]
.

毫无疑问 ,这种交流对清朝和李朝的交食预报与

观测工作都有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可惜的是 ,韩国方

面在整理这部分礼部咨文和朝鲜国王的回咨时 ,省略

了绝大多数回咨的内容 ,使我们暂时无法了解每次的

具体观测结果. 但是 ,已经整理出来的礼部咨文在研

究清钦天监的交食预报方面仍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

值 ,因为其中有大量预报是最近出版的《清代天文档

案史料汇编》中钦天监交食预报档案中所没有的 ,可

以补其不足[16 ]
.

2 　“西法”宇宙学在朝鲜的影响和

影响
2. 1 　水晶球体系和地圆说

李朝宣祖 37 年 (明万历 32 年 ,公元 1604 年) 之

后 ,利玛窦和李之藻合作翻译出版的《坤舆万国全图》

传入朝鲜 (见本文 1. 1 节) ,该图的图说部分介绍了以

水晶球体系为基础的欧洲天文学知识 ,包括地圆说、

天球基本圈和基本点、各层天球的半径、日月五星相

对于地球的大小、恒星的星等以及日月食原理 ,等

等[17 ]
. 到仁祖 8 年 (明崇祯 4 年 ,公元 1631 年) ,郑斗

源又将阳玛诺和利玛窦等人的著作带到朝鲜 (见本文

111 节) ,其中对水晶球体系和地圆说有更为系统介

绍.这些知识传入朝鲜后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例

如 ,同时期的学者李　光提到 :“余尝见欧罗巴人冯宝

宝所画天形图 ,曰天有九重 ,最上为星行天 ,其次为日

行天 ,最下为月行天 ,其说似亦有理. ”这里的“冯宝

宝”可能是“利玛窦”的“玛窦”二字之讹.

尽管在朝鲜最终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宇宙体系是

第谷模型 ,但水晶球体系也曾经赢得过一些朝鲜学者

的采纳 ,其中最著名的是活动于 18 世纪前期的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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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李　. 他对天体系统结构的看法是 :“经星及七政之

天重重包裹 ,如葫蒜之根 ,有内外之苞也. 然精气所

成 ,明如玻璃之通望不碍. ”[19 ]这种观点明显是利玛

窦“此九层相包如葱头皮 ,皆硬坚 ⋯⋯天体明而无色 ,

则能通透光 ,如琉璃水晶之类 ,无所碍也”[20 ]观点的翻

版.不过 ,李氏似乎也已接触到经过揭暄中国学者改

造的第谷体系 (见本文第 212 节) ,知道“金、水二星附

日天环回 ,大轮之中复有小轮”的说法 ,但对这种说法

同水晶球体系之间的矛盾并未作任何讨论.

地圆说传入朝鲜后也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显宗

10 年 (清康熙 8 年 ,公元 1669 年) ,李敏哲和宋以颖所

制作的浑天仪上已经安装了地球 (参见第 412 节) ,金

锡文也接受了“地及气火通为一球”的观点 (参见第

211 节) ,李　同样是地圆说的支持者.

当然 ,并不是所有的朝鲜学者对地圆说都毫无疑

义 ,尤其是地球上下都可居人的观点 ,最初不少人对

它都持反对态度. 例如 ,据李　就记载 ,当时一位叫李

时言的将军因接受西洋的“地　上下有人之说”而受

到金荷潭的嘲笑 ,说他“此犹不知其非 ,况窥敌制变

耶 ?”参判金始振“亦深非其说”. 对二金的观点 ,南克

宽撰文进行了批判 ,认为地球上下有人与蚂蚁在鸡蛋

“皮壳上周行不坠”是同一个道理 ,因此是完全可信

的. 对这些争论 ,李　提出了以下评论 :

荷潭素称明智 ,多所臆中 ,而此犹不知其然 ,则其

识之不深可想 ⋯⋯南之诮金 ,以非攻非也. 蚁附于卵

能无坠者 ,以蚁足粘著也 ⋯⋯此宜以地心论. 从一点

地心上下四旁都凑向内 ,观地　之大 ,悬在中央不少

移动可以推测也[19 ]
.

李氏对地圆说的这种论证与西方自然哲学的解

释是一致的 ,他对西学有更多的了解 ,研读过汤若望

的《主制群徵》、阳玛诺《天问略》和艾儒略《职方外纪》

等书 ,这些著作对地圆说都有详细讨论 ,无疑对他的

解释产生了影响.

2. 2 　第谷体系与椭圆轨道理论

首先对第谷体系进行完整介绍的中文著作是《崇

祯历书》中的《五纬历指》,此书在金锡文时代已经传

入朝鲜半岛 ,因为金锡文在其《易学二十四图解》(公

元 1726 年完成) 中引用过其中的内容[21 ]
. 此外 ,《历

象考成》也于英祖 5 年 (清雍正 6 年 ,公元 1728 年) 前

后得到李朝政府的正式采纳 (参见本文 114 节) ,其中

的宇宙模型就是第谷体系. 所以 ,至迟从这时开始 ,第

谷体系也已成为朝鲜官方天文学的基础. 在李朝英祖

17 年 (乾隆 5 年 ,公元 1740 年) 之后不久李朝观象监

所绘制的《浑天全图》中 ,附有两幅宇宙模型图 ,一是

“七政古图”,二是“七政新图”,前者是水晶球体系 ,后

者是第谷体系. 在两图旁边附有简短的说明文字 ,经

查对它们实际引自《历象考成》. 其中明确指出 ,古图

的“重重包裹说特其大概耳. 此古图不如新图之密

也”[22 ]
. 这种评价无疑也代表了朝鲜官方天文学家的

观点.

英祖 20 年《历象考成后编》传入朝鲜半岛后 ,刻

卜勒的椭圆轨道理论也被朝鲜天文学家用到了日月

运动的研究上 ,并被写入英祖 47 年 (清乾隆 35 年 ,公

元1770 年) 编成的《文献备考·象纬考》中 (见本文

114、续文 512 节) . 李朝哲宗 11 年 (公元 1860 年)成书

的《时宪纪要》中还介绍了《崇祯历书》中关于“太阳为

诸曜之宗 ,其摄五星若磁石之引铁”的天体引力思

想[23 ]
,这种思想也主要反映了刻卜勒等人的观点.

2. 3 　望远镜天文新发现

一般认为 ,望远镜是郑斗源在仁祖 8 年 (明崇祯

4 年 ,公元 1631 年) 首次从中国带回朝鲜的 ,同时带

回的还有两部关于望远镜的中文著作和阳玛诺《天问

略》(见本文第 111 节) ,所以欧洲的望远镜天文新发

现也随着这些著作首次被介绍到了朝鲜. 其他包含有

这方面知识的中文西学著作 ,如《测天约说》、《主制群

徵》等 ,在 18 世纪早期也已见于李　和金锡文等人的

著作中. 在《星湖　说》中 ,李氏对这些知识有如下介

绍 :

《天问略》云 :所谓天河者 ,小星稠密 ,故其体光显

相连若白练. 西国有望远镜 ,能察如此 ⋯⋯如金星大

于月 ,日大于地　 ,银河为星气 ,金水二星有珥之类 ,

非目力可得 ,此断非凿空 ,当从之.
[19 ]

根据这些新发现 ,李氏还纠正了朱熹等中国学者

对月中暗影的错误解释. 朱熹认为 ,这些暗影是大地

山河在月亮上的影像. 宋代以后的中国学者一般都赞

同这种解释 ,这种观点也传到了朝鲜 ,并得到天文学

家们的引用[24 ]
. 但李氏却对此提出了新的解释 ,认

为 :“日月之大 ,亦必有文在其中. 日自有光 ,虽有文不

露 ,月借日光 ,有文则见也. ”至于“月文”的成因 ,他的

解释是 :“月形亦必与大地相侔. 地之形 ,土高则为山 ,

土深则为海. 月亦有如此者 ,故其明处水气之聚也 ,其

中黑处土气之聚也. 及受日之光 ,水气明而土气暗

也. ”[19 ]

汤若望《主制群徵》和《远镜说》中在介绍望远镜

天文新发现时都提到 :“如太阴 ,其形不圆 ,其面显泡 ,

其不满之内边高低不等. ”李氏的上述观点明显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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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道坐标则是取《仪象考成续编》星表的数据 ,经过岁

差改正求得的咸丰 11 年的结果 ,其中的赤纬也被换

算成去极度. 除此之外 ,该书前面还有长序一篇 ,其内

容大多取自《仪象考成续编》的“经星汇考”和“恒星总

记”等篇 ,包括书中的一些新观点 ,如对传教士所传星

等概念的批判和恒星有“高卑之行”的观点 ,等等.

《新法步天歌》实际就是《仪象考成续编》中所收

的新编《步天歌》,也是按照三垣二十八宿的顺序 ,分

段编排的. 每段歌辞前配有相应的分区星图 ,星图取

自《仪象考成续编》. 歌辞后则是星名和星数的古今异

同考 ,其中包括与《灵台仪象志》星表的对比结果.

《仪象考成续编》中的新编《步天歌》是康熙 58 年

(公元 1719 年) 钦天监博士何君藩所编[44 ]
,在中国影

响不大 ,但在朝鲜却很受重视 ,这一点从南、李二人的

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未完 ,待续)

[责任编辑 　黄祖宾 ]

[责任校对 　苏 　琴 ]

A Study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Astronomy into Korea

SHI Yun2li
( Dept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Archeology ,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 Hefei 230026 , China )

Abstract : This paper conducted a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spread of European astronomy from China into the Yi Dy2
nasty of Korea. After an analysis of the general process of this spreading , we discussed the dissemination of European cos2
mology , start charts and catalogues , astronomical instruments and mathematical astronomy in the Yi dynasty and their im2
pa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Korean astronomy. Then we concluded that this process did not really modernize Korean astron2
omy , although profound changes have been detected in many respects.

Key Words : China ; Korea ;astronomy ; exchange

第四次全国青年学者科技史学术研讨会在桂林召开

2003 年 12 月 15～18 日 ,来自全国各地的 50 多位科技史学者聚集在风景如画的桂林 ,召开了第四次科技史学术研讨

会。这次学术会议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

参加会议的主体是青年学者 ,特别是在读研究生 ,还特邀了一批知名和资深学者担任评议 ,或做专题报告。他们是天

津师范大学李兆华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张秉伦和胡化凯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和纪志刚教授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

院刘二中教授 ,广西民族学院万辅彬教授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刘钝、廖育群、汪前进、苏荣誉、方在庆、袁江洋

研究员等。研讨会气氛热烈、活跃 ,与会者意犹未尽 ,普遍感觉受益匪浅。

经过专家委员会评议 ,此次研讨会评选出优秀论文一等奖 1 名 ,二等奖 1 名 ,三等奖 3 名 ,会议组织奖和参与奖各 1 名。

(黄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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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系统讨论了 17～18 世纪欧洲天文学经过中国传入朝鲜李朝的情况 ,首先对这一传播过程的总

体情况进行了分析 ,然后分别对欧洲宇宙学、星图与星表、天文仪器以及数学天文学知识在历朝

的流传和影响问题进行了讨论. 结果认为 ,这一时期从中国传到朝鲜的西方天文学知识使李朝

天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但是却没能使之真正走上近代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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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Astronomy into Korea

SHI Yun2li
(Dept .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A rcheology , U 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 Hef ei 230026 ,China )

Abstract : This paper conducted a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spread of European astronomy from China into the

Yi Dynasty of Korea. After an analysis of the general process of this spreading , we discussed the dissemination of

European cosmology , start charts and catalogues , ast ronomical inst ruments and mathematical ast ronomy in the Yi

dynasty and their impa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Korean astronomy. Then we concluded that this process did not

really modernize Korean astronomy , although profound changes have been detected in many respects.

Key Words : China ; Korea ;ast ronomy ; exchange

第八届全国技术史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

由中国科技史学会技术史专业委员会举办的第八届全国技术史学术研讨会于 2004 年 4

月 5 日至 6 日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 到会代表有 60 多人. 兄弟学会 (专业委员会) 的代表也

到会祝贺. 有近 50 位学者在会上宣读了论文 ,台湾新竹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所作的报告“红

夷大炮 :东方大陆文明向西方海洋文明学习的第一课”引起强烈反响. 汪广仁教授代表第五

届技术史专业委员会作工作总结报告. 大会选出了新一届技术史专业委员会 ,新当选主任张

柏春研究员代表第六届委员会提出了委员会的工作设想.

第六届技术史专业委员会成员名单 :

主 任 委 员 : 张柏春

副主任委员 : 姜振寰 　冯立升 　李成智

秘 　书 　长 : 戴吾三

委 　　　员 (按姓氏笔画) :万辅彬 　刘戟锋 　辛元欧 　李秀辉 　苏荣誉

林聪益 　赵 　丰 　钟少异 　高 　宣
(宛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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