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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  言 

 
    尽管在世界文明史中，中国传统文献的整理与流传颇具系统，也颇为丰富，但
是由于中国文明史的深永绵长，仅仅利用传世或出土文献探索文字产生之前的原始
文明便显得很不够，这不得不使我们必须借助考古学所能提供的早期人类活动留弃
的遗迹遗物来研究那些距离我们已很遥远，甚至有些已为我们很陌生的古代思想和
古代文明，追溯一种传承有序的古老文化的源泉。 

    中国考古学自上世纪后半叶的一系列重要发现大开了我们的眼界，它使我们从
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晰地认识了我们的文化。事实告诉我们，先人们的劳绩是令人惊
叹的，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智慧去贬低古人的创造，不能用今天的科学去判断古人的
探索，不能用现代的标准去衡量古人的观念，我们需要复原，利用地上的和地下的
客观史料；我们需要究辨，探求我们悠久文明的深厚积淀。在这方面，考古学的作
用是得天独厚的。 

    文化源于先人们如何对于他们与天的关系的理解，或者更明确地说，人类观测
天文的活动以及他们依据自己的理念建立起的天与地或天与人的关系，实际便是文
化产生的基石。因此，原始人类的天文活动以及原始的天文学不仅是文化诞生的渊
薮，而且也是文明诞生的渊薮，这一点已为我们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和体味。 

    天文学既是原始文明的来源，当然也是原始科学的来源，显然，作为人们探索
原始文明的途径，将原始天文学仅仅纳入科学的范畴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在早期
文明社会，文化与科学是难以割裂的，人们对待科学的态度也就决定了他们对待文
明的态度。这使我们需要通过对古代天文学的研究探求与其相关的原始文明与原始
思维。 

    古人持续不断的天象观测便是他们创造文明的活动。农耕文明的发达当然需要
观象授时，而敬授人时与占星术预言又是统治者维持统治的必要工具，显然，天文
学对于农业与祭祀无疑有着首要的意义。古人对于天文学的需要犹如他们对衣食的
需要一样重要，这当然无可避免地渗透到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为一种独特文
化与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本书的研究虽以五个章次展开，但论证的前提却是对于古代时空观的重建。毋
庸置疑，原始的空间与时间观念的建立乃是构筑古代知识体系的基础，因而也是创
造文明的基础。对于中国古人而言，空间的测量不仅具有决定时间的意义，而且传
统的空间观念本身便蕴涵着传统的政治观和地理观，其中始终被强调的“中”的观
念甚至逐渐发展为作为儒家哲学的核心内涵的“中庸”思想的本源。因此，古代时



空观的研究显然不能仅仅视为一项科学课题，它其实直接导致了传统认知方式的确
立，关乎古代政治史、宗教史、哲学史和科学史研究。 

    中国古代文明是天文学发端最早的古老文明之一，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文明的
起源与天文学的起源大致处于同一时期。这意味着一种有效的天文学研究提供了从
根本上探索人类文明起源的可能。事实上我们并不怀疑，如果我们懂得了古代人类
的宇宙观，其实我们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文明诞生和发展的脉络。可以相
信，人们将会在已经进行或正在进行的研究中看到，天文学研究为古代文明史与思
想史的探索带来了许多新的见识。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黄燕生主任，本书的出版全赖她的鼎力
支持。她不仅尽心筹划出版了拙作《中国天文考古学》，而且继续对可以作为该书
姊妹篇的本书投入了极大热情。回想我们常就彼此关心的学术问题切磋砥砺，远辞
喧呶，自乐怡然，她的许多见解都使我深受教益和启发。书中彩色图版的配置多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蕾女士的帮助，今拙作付梓，谨借此机会重申谢意。 

 
作    者 

2004年7月9日 

 
 

后  记 

 
    本书是我四年前出版的《中国天文考古学》的续作。这前后两书所研究的问题
虽然同属从天文学的角度探讨古代文明，但主旨却并不仅仅在古代天文学本身，而
是想借古代天文学与古代文化的关系的研究，着重揭示中国古代文明的本质特征。
如果说《中国天文考古学》由于更注重其学科体系的建设而不得不使这一主题无法
尽情表述的话，那么在这本续作之中，古代天文与人文的相互关系已经成为全书关
注的首要主题。 

    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如果从1988年完成《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
究》的论文算起，至今已有17年的时问。其间的主要研究成果已于1998年撰成《中
国天文考古学》，在此之后，又陆续进行了若干研究，成果便构成了本书的主干。
其中第二章第三、四节和第四章第一节完成于2000年，第一章和第三章第二、三节
完成于2001年，第四章第二节完成于2002年，第二章第二节完成于2003年，第二章
第一节和第三章第一节完成于2004年。这些内容以对古代时空观的讨论为基础，进
而广及古代天文学与古代礼制、祭祀制度、宗教观念与哲学观念的关系问题。唯第
五章有关考古学与中算史的研究完成最早，初稿草就于1991年，但因相关研究难度
极大，故始终未敢自信。除曾广泛征询师友意见外，原稿则深藏箧衍。然而我一直
以为，对于一项崭新学术问题的探索，追求结论的客观允洽固然重要，但研究方法
的尝试和研究视野的拓展其实也同样具有意义。故敝帷不弃，姑且权当一种假说，
但愿此项研究能在这方面有所裨益。事实上，有关中算史的讨论至少在文化传统上
符合中国古人惯有的思维方式，即以诸如方圆关系、九九之典等标准的数学概念表
述某些固有的文化观念，而这些法天之数便是古人理解的可以努力实现天人相感的
法天之术。上述研究或已刊发，或未梓行，今将新作旧文裒辑成册，删拾补苴，镌
磨润饰，聊供识者批评。 

书稿付排期间，又相继完成了关乎这一主题的两项研究，其一题为《天地交泰观
的考古学研究》，曾于2004年10月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研讨会宣读(文集尚在
出版中)；其二题为《洛阳尹屯新莽壁画墓星象图研究》，已刊《考古》2005年第1
期。两文未及收入本书，有兴趣的读者可留心参阅。 

 
    冯  时 

    2005年9月12日 

    记于尚朴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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