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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单位]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摘要] 席泽宗，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

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提出了从史书中鉴别新星的 7 条标准和区别新星与超新星的两条标准，讨论了超

新星的爆发频率。对马王堆出土的天文资料《五星占》、彗星图和敦煌卷子中的星图、星经、玄象诗等做了

系统研究。对中国古代的宇宙理论也做了深入的研究，同时在对与现代西方宇宙学的比较研究中，也提出

许多新的看法。在科技史的综合研究上也颇有建树。是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研究机构——中国自然科学史研

究室（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前身）的创建者之一，并在科研管理、学科建设及天文科普方面作了大

量工作。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著作百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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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泽宗，山西垣曲人。195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天文系。中国科学

院院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提出了从史书中鉴别新星的 7条

标准和区别新星与超新星的两条标准，讨论了超新星的爆发频率。

1955年发表《古新星新表》，1965年再次修订，从中、朝、日 3国的

历史文献中找出 90个疑似新星，其中有 12个可能属于超新星，并讨

论了这 12 个超新星和当今观测到的超新星遗迹以及射电源的关系，

这一成果在国际产生很大影响，被各国天体物理学研究者广泛引用。

提出中国古代的甘德在战国时期即已观察到木卫三，并组织模拟观

测，首开“实验天文学史”的先例。对马王堆出土的天文资料《五星

占》、彗星图和敦煌卷子中的星图、星经、玄象诗等做了系统研究。对中国古代的宇宙理论

也做了深入的研究，同时在对与现代西方宇宙学的比较研究中，也提出许多新的看法。在对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长期研究中，提出了独到而深刻的见解，认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最大特点

是为满足农业生产和意识形态方面需要的致用性，表现为制定历法和在“天人感应”理论基

础上持续不断的天象观测记录。在科技史的综合研究上也颇有建树。是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研

究机构——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前身）的创建者之一，并在

科研管理、学科建设及天文科普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简历 

1927年 6月 9日出生于山西省垣曲县 

1947年毕业于兰州西北师范学院附中 

195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天文系 

1951～1956年 中国科学院编译局 编辑 

1957年～今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助研、副研、研究员 

其中 1983～1988年任所长 

1983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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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情况 

获何梁何利基金 2000年度科学技术进步奖（天文学） 

社会兼职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北京大学古

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名誉主任、上海交通大学顾问

教授、山西大学客座教授、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华大典》编委会副主

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 

论著目录 

1．《恒星》商务印书馆（北京）1952.1   4.2万字；科普出版社（北京）1958.3  5.1万字

（增订再版） 

2．《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人民出版社 1975.7  12.7万字（合）； 

            Le Cosmologie Cinesi，（意大利文译本） Roma ： Ubaldini，1978 

3．《中国天文学简史》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79.10   11.1万字（合） 

4．《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 1981年 39万字（合） 

5．《科学史八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4.8   

6．《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科学方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1999.8  2.3万字 

主编书籍目录 

1．《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天文学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0.12  30万字  

2．《徐光启研究论文集》上海学林出版社 1986.3（合） 

3．《世界著名科学家传记·天文学家 I》科学出版社 1990.8  22.6万字 

4．《世界著名科学家传记·天文学家 II》科学出版社 1994.4  24.8万字 

5．《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天文学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1  约 12万字 

6．《彩色插图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美国）祥云出版公司  1997年    23

万字 725幅图（合） 

7．《人类认识世界的五个里程碑》清华大学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0.12  15.7万字 

8．《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科学出版社 2001.6  84万字 

译著目录 

1．《理论天体物理学》（阿姆巴楚米扬 等）科学出版社 1956 年  1957 年再版  54.4 万字

（合） 

2．《宇宙间的生命》（奥巴林、费森科夫）科学出版社 1959.5  13.7万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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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目录 

1．《预告今年日月食》《越华报》（广州）1948．1.1 

2．《周末谈天》 《华侨日报》（香港） 1948.4.21 

3．《日食观测简史》 《建国日报》（广州） 1948.5.9 

4．《“五九”日食观测记》 《华侨日报》（香港） 1948.6.9 

5．《世界最大望远镜》 《华侨日报》（香港） 1948.9.29 

6．《漫谈宇宙线》《华侨日报》（香港）1948.11.13 

7．《彗星阐释》 《建国日报》（广州） 1948.11.28 

8．《年与历》《工商日报》（香港）1949.1.1 

9．《星光探源》《华侨日报》（香港）1949.4.6 

10．《星的种种》《工商日报》（香港）1949.4.9 

11．《北极星》《华侨日报》（香港）1949.4.27 

12．《关于夏令时》《建国日报》（广州）1949.5.1 

13．《再论夏令时》《建国日报》（广州）1949.5.8 

14．《万能的光谱仪》《工商日报》（香港）1949.7.19 

15．《牛郎织女的新认识》《文汇报》（香港）1949.7.30； 

               《建国日报》（广州）1949.8.3 

16．《谈谈小行星》《华侨日报》（香港）1949.9.28 

17．《到月球去——科学的梦话》《大光报》（广州）1949.10.3，4 

18．《原子舞台上的角色》《工商日报》（香港）1949.10.10 

19．《研究宇宙的工具》《华侨日报》（香港）1950.2.22 

20．《天地之大》《大公报》（香港）1950.6.1 

21．《天上鸳鸯——双星》《华侨日报》（香港）1950.6.27 

22．《夏夜星空》《大公报》（香港）1950.8.31 

23．《中秋赏月》《联合报》（广州）1950.9.27 

24．《月到中秋分外明》《工人日报》（北京）1951.9.15 

25．《地球是怎样来的？》《中国少年报》（北京）1952.3.17 

26．《从中国历史文献的记录来讨论超新星的爆发与射电源的关系》《天文学报》1954.2   

pp.177—184 

27．《别洛波尔斯基》《中国青年报》1954.7.20 

28．《谈谈新星》《光明日报》1954.12.20 

29．《我国历史上的新星记录与射电源的关系》《科学通报》1955.1   pp.93—94； 

            《新华月报》1955.3  pp.210—211 

30．《古新星新表》《天文学报》1955.2  pp.183—196； 

             Астроном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57.2   pp.159—

175； 

             Smithsonnian Contribution to Astrophysics  1958.6   pp.109—130； 

             Soviet Astronomy（USA） 1958.2  pp.161—176； 

            《中国科学技术文库·院士卷 I》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8  pp.272—282 

31．《爆发星的物理性质》《北京科联会讯》1955.5  pp.22—23 

32．《谈谈太阳》《光明日报》1955.6.20； 

          《谈天说地》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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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僧一行观测恒星位置的工作》《天文学报》1956.2   pp.212—218 

34．《天文学思想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创刊号 1956   pp.51—52 

35．《元代伟大的天文学家——郭守敬》《中国新闻》1956.7.27 

36．《太阳系的大家庭》《科学小报》1957.1.26； 

            《科学普及资料汇编》1957.2   pp.1—2； 

            《科学知识汇编》第 2辑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59   pp.1—4 

37．《人造卫星一两年内即将出现》《科学小报》1957.2.16 

38．《唐代伟大的天文学家——一行》《中国新闻》1957.6.6； 

            《Дружба》1957.6.6 

39．《太阳上的黑斑》《科学大众》1957.7   pp.296—297 

40．《天狼星的故事》《学科学》1958.2  pp.17—18 

41．《我国伟大的天文学家——张衡》《天文爱好者》1958.2   pp.17—18 

42．《苏州石刻天文图》《文物》1958.7   pp.27 

43．《中国天文学史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59.12.1； 

             《科学史集刊》第三期 1960年 pp.53—58 

44．《人类怎样认识了宇宙》《人民日报》1959.2.14 

45．《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十年来的中国天文学》科学出版社 1959年 pp.58—62（合） 

46．《张衡》《中国古代科学家》科学出版社 1959 年初版  pp.19—26；1963 年二版 pp.23

—30 

47．《中国天文学的历史发展》《科学》1960.1  pp.1—4 

48．《盖天说和浑天说》《天文学报》1960.1  pp.80—88 

49．《火星种种》《新观察》1960.1  pp.26—27  

50．《从望远镜到宇宙飞船》《创造与发明》1960.5.27 

51．《探索星星的起源——关于天体演化学的一些认识》《科学大众》 1960.10  pp.399—401

（署名：周田芳） 

52．《月面学》《科学通报》1961.2   pp.14—22 

53．《关于金星的几个问题》《科学通报》1961.4  pp.38—43 

54．《十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文学》（俄文）（苏联）《东方国家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俄

文）第二集  1961年   pp.75—79 

55．《金星之谜》《科学大众》1961.4  pp.130—141 

56．《印第安人也有“四灵”之说》《北京晚报》1961.10.6 

57．《万有引力定律是怎样发现的》《文汇报》1961.10.8 

58．《王锡阐的严谨治学》《科学报》1962.1.31 

59．《〈淮南子·天文训〉述略》《科学通报》1962.6   pp.35—39 

60．《天文学和现代科学》《科学大众》1962.6   pp.154—155 

61．《年月日》《前线》1962.16   pp.23—24 

62．《试论王锡阐的天文工作》《科学史集刊》第 6期 1963年  pp.53—65； 

                 《王锡阐研究文集》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11   pp.1—20 

63．《朱熹的天体演化思想》《光明日报》1963.8.9 

64．《纪念伽利略诞生 400周年》《科学史集刊》第 7期 1964年  pp.1—7 

65．《宇宙论的现状》《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4.2  pp.42—45 

66．《新星和超新星》《科学大众》1964.4  pp.142—145 

67．《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记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天文学报》1965.1  pp.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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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通报》1965.5   pp.387—401； 

                  Science（USA）1966年第 3749期  pp.597—603； 

                  美国 NASA TTF—388  1966年单行本 

68．《朝鲜朴燕岩〈热河日记〉中的天文学思想》《科学史集刊》第 8 期 1965 年  pp.73—

76 

69．《关于天体史的对话》《文汇报》1965．10.4（笔名周芬） 

70．《宇宙剪影》（专栏）《人民日报》1965.10.16，28；11.4，22；12.13；1966.3.22；4.2 

71．《敦煌星图》《文物》1966.3  pp.27—38 

72．《日心地动说在中国——纪念哥白尼诞生五百周年》（合）《中国科学》1973.3   pp.40

—44； 

                 《人民日报》1973.7.21； 

                 《新华月报》1973.7   pp.194—196； 

                 《中国科学》1973.3  pp.270—279； 

                  Scientia Sinica  1973.3   pp.364—376 

73．《中国天文史上的一个重要发现——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五星占”》《文物》1974.11 

pp.28—39；（署名：刘云友） 

                 《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 1978年  pp.14—33； 

                 《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年 pp.181—193； 

                 《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 1989年  pp.46—58； 

74．《我国古代的天文成就》《科学实验》1974.10  pp.15—17； 

                 《儒法斗争与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南昌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1975 年  

pp.88—96 

75．《宣夜说的形成和发展》《自然辩证法杂志》1975.4   pp.70—85 

76．《中国古代的宇宙论》（署名：郑延祖）《中国科学》1976.1  pp. 111—119； 

                  Scientia Sinica  1976．2   pp.291—309 

77．《月面上的几个“中国天文学家”》《天文爱好者》1978. 1   pp.14—15 

78．《一份关于彗星形态的珍贵资料——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彗星图》《文物》1978．2  pp. 

5—9； 

                 《科技史文集》第 1辑（天文学史专辑）上海科技出版社 1978年  pp.39

—43； 

                 《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  pp.198—203； 

                  Chinese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  1984．1  pp.1—7； 

                 《中国天文学史新探》台北明文书局 1988年 pp. 268—278； 

                 《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 1989年 pp. 29—34  

79．《汉代伟大的科学家张衡》《科学技术发明家小传》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8.2  pp.18—24； 

                 《张衡研究》西苑出版社 1999.12   pp.123—127 

80．《从历法改革与日食观测看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术研究通讯》第

11期 1978．8．25 

81．《奇技伟艺令人景仰——纪念张衡诞生 1900周年》《人民日报》 1978. 9. 26； 

            《张衡研究》西苑出版社 1999.12   pp.61—67  

82．《浑仪和简仪——中国古代测天仪器的成就》《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8

年  pp.30—37 （修订本）1995年  pp. 33—39 

83．《天文学史的研究》《自然杂志》1979．4  pp.217—219（合） 

84．《三十年来的中国天文学史研究》《天文爱好者》1979. 7   pp.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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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中国天文学史研究三十年》《自然辩证法学术研究》第 8辑 1980年   pp. 1—13； 

             《Isis》（U S A）第 72卷 1981．263期  pp. 436—470； 

             《群马县和算研究会会报》（日本）1981. 16   pp. 13—18 

86．《落下闳》《天文爱好者》1980．9   pp.12 

87．《伽利略前 2000年甘德对木卫的发现》《天体物理学报》1981．2    pp. 85—88 

              Chinese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   1981．2   pp.242—243； 

              Proceedings of the 16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y of Science 

（罗马尼亚）1981年   pp.203—209； 

              Chinese Physics （U S A）1982．3   pp.664—667 

88．《郭守敬的天文学成就及其意义》《纪念元代卓越科学家郭守敬诞生 750周年论文集》中

国科技史学会 1981年   pp.2—4 

89．《古代东方の天文记录と现代天文学への应用》《东方学》第 63辑 1982年  pp. 118—

124 

90．《古代中国和现代西方宇宙学的比较研究》《大自然探索》1982．1  pp.167—171； 

            《天文学哲学论集》人民出版社 1986年  pp.161—173 

91．《“气”的思想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影响》《东洋的科学和技术》（日文，京都）同朋舍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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