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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南京，位于长江下游，西面濒临长江天堑，东面有以钟山为主体的宁镇山脉作屏障，南面有秦淮河与太湖水系沟通。周围地

形复杂、气势雄伟、景象万千。钟山因山上有紫色页岩层，在阳光照映下，远望呈现紫金色，故又称紫金山。此山高于南京其他诸山，为群山之

首，有三个山峰，东西并列如笔架。主峰为北高峰，第二峰是小茅山，西边为第三峰天堡山。紫金山上林木繁茂，名胜古迹众多。山前正中为中

山陵，左为明孝陵，廖仲恺、何香凝墓；右为灵谷寺、邓演达墓、谭延闿墓。在紫金山第三峰上坐落着著名的紫金山天文台，远远望去可见天文

台金属球形屋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紫金山天文台是我国最著名的天文台之一，1929年由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筹建，1935年建成。它的建成标志着我国现代天文学研究的开

始，中国现代天文学的许多分支学科和天文台站大多从这里诞生。说到建设紫金山天文台就不能不提到两个人。一位是高鲁，一位是余青松。高

鲁（1877—1947），字曙青，号叔钦，福建长乐人。福建马江船政学堂毕业，后被选派赴比利时留学，获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工科博士学位。以

后又两度赴法，分别任中国驻欧留学生学监和中国驻法公使。归国后长期致力于天文学事业，曾任中央观象台台长（1921年）、中央研究院天文

研究所第一任所长（1928年）。1927年天文研究所策划建立南京紫金山天文台，高鲁主持选址工作。他原计划在紫金山第一峰南建天文台，邀请

专家设计公路和天文台建筑图，并亲自率人登山测量，为申请拨地和筑路做准备。恰在此时，国民政府派高鲁为驻法公使。出国前，他推荐余青

松任天文研究所所长。 

      余青松（1897—1978），福建同安人，1918年赴美国里海大学攻读土木建筑学，获学士学位。后在美国匹兹堡大学攻读天文学，1923年获硕

士学位。1926年在利克天文台获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任厦门大学教授，1929年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长。最初，余青松根据高鲁的设计方

案向中山陵管理委员会申请拨地，然而管理委员会对在紫金山第一峰南筑路提出异议，不予拨地，建议在第一峰北重新选址。余青松到山北勘察

后，感到山北地形太复杂，便决定放弃原有的建台方案，改选第三峰天堡山为天文台台址。他亲自勘测、设计和主持施工。从1930年至1935年，

克服了诸多困难， 终于建成当时东亚地区第一座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天文台。  



      紫金山天文台主要建筑分为天文台本部、子午仪室、赤道仪室、变星仪室等6座。6座建筑高低错落、衡宇相望，每座建筑的基座和墙面均用

虎皮石砌出水波纹形状，四周环绕石栏杆。其中台本部的建筑最为别致，为著名建筑学家杨廷宝设计，包括行政办公用房和观象台两部分。该建

筑基本按轴线对称布置，设计时利用高差，在底层两侧和二层中部北侧均有出入口。底层为办公用房，二层为台长室、会议室、档案室等。台本

部中央后部为观象台，它筑有一直径8米的圆顶，铜制，圆顶用轨道承之，屋顶的旋转、窗盖的开启均用电力操纵。台本部正面有一石牌楼，牌

楼顶为蓝色琉璃瓦，正中镌刻着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书写的“天文台”3个大字，字体古朴，颇具神韵。 

     其余分布在峰顶各处的天文观测室，均依所处地形、地势修建。并广植冬青，遍种花草。子午仪室为地面建平房一层，装置子午仪，地下一

层，陈设天文钟。赤道仪室分上、下两层，下层有三个房间，放置太阳分光仪。上层仅中央一室，装置折光赤道仪，屋顶为圆顶式。变星仪室外

形狭而高，耸立如塔，上部为圆顶式，内装太阳分光摄影仪。其他建筑包括职工宿舍、配电室、气象塔、蓄水池、花园、球场等。 

      紫金山天文台除了现代天文仪器外，还陈设一些中国古代天文仪器，如：浑仪、简仪、圭表、天体仪等，这些仪器原本收藏在北京古观象台

内，因战争缘故于1935年1月运抵紫金山，这样紫金山天文台可说是集新旧天文仪器之大观。 

     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前夕，天文工作者携带该台主要仪器迁往云南昆明凤凰山，仍由余青松任台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天文台迁回南京。

1950年改名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1996年，国务院公布紫金山天文台旧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1年9月9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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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请勿发表任何形式的广告、企业推广产品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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