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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马来平

一、三次引领时代潮流的

人生转向

薛凤祚（1599-1680），今淄
博临淄区金岭镇人。20岁左右师
从理学名儒鹿善继和孙奇逢，遂
精理学，通易经，著《圣学心传》
一书。后不满心学空疏，向往实
学，毅然走上科学道路：追随历
算学家魏文魁习传统天文历法；
赴南京向传教士穆尼阁学西方
科学，“尽得其术”，并协助穆氏
完成《天步真原》等译著。自南京
返乡后，薛凤祚绝意仕途，隐居
著述，耗时20余载，完成56卷本
巨著《历学会通》。薛氏研究领域
十分广泛，长于天文历法、数学，
兼通水利、医学、机械、军事和占
验等，著有《历学会通》、《两河清
汇》、《圣学心传》、《气化迁流》、
《车马图考》、《甲遁真授秘集》、
《乾象类占》等。

薛凤祚的一生是思想解放，
引领时代潮流的一生。他人生中
的三次转向均展示出思想解放，
引领时代潮流的风采。弱冠之年
远游他乡，由乡俚世俗之学转向
追随鹿善继和孙奇逢攻读理学；
青年时代改师魏文魁，从儒家理
学转向自然科学；中年时代毅然
投奔穆尼阁，从学习中国传统科
学转向学习先进的西方自然科
学。第一次转向被赞誉为“不屑
为世俗学”，尽显其鸿鹄大志。第
二次转向在当时需要巨大的勇
气。中国古代，理学乃文人进身
之阶，自然科学则一向被贬为
“奇技淫巧”，有所谓“君子不器”
之陋习。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如黄
宗羲、顾炎武等人从理学转向实
学已属不易，而薛凤祚能够义无
反顾地走向自然科学这一实学
最前沿，实属难能可贵。第三次
转向更是需要巨大勇气。清朝初
年，西方科学尚未在中国站稳脚
跟，中国士大夫大都对传教士学
术传教及其所传西学心存警惕。
薛凤祚在家隐居时，梅文鼎本有
心赴山东拜薛为师，竟因担心和
西学、传教士沾上边会遭数典忘
祖骂名而未成行。酷爱科学的梅
公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士人！

薛凤祚的三次人生转向贯
穿同一宗旨：孜孜不倦地追求经
世致用、富国强民。明亡后满族

入主中原，宋明理学空谈误国的
弊端暴露无遗，明中后期出现的
以经世致用为主旨的实学思潮
达到高峰。在这一进步思想运动
中，薛凤祚无疑是一个极其忠实
的践行者。他把一生献给了科学
事业，抛弃功名利禄、潜心钻研
科学，最终兼通中西，以天学名
世，站在了当时科学的最前沿。
薛凤祚的理想像其两位儒学老
师一样明确：“欲有建树于时，不
为空谈以炫人耳目”。另外，他一
直高度重视学以致用。在其《历
学会通》中，专辟“致用部”，致力
于把数学和天文历法应用到各
个领域；晚年又参与治河，躬历
数千里，总结治河经验，以《两河
清汇》嘉惠世人。《山东通志》为
薛凤祚作的小传说：“盖先生之
学，实有以用于世，利济之心，亦
未尝忘”，可谓正中肯綮。

二、最先采用日心说和

引进对数

和传教士穆尼阁一起最先
采用日心说和引进对数是薛凤
祚最为突出的科学贡献。

哥白尼日心说是近代科学
诞生的标志，也是近代科学的重
大成就之一。整个中世纪西方科
学都笼罩在神学权威下，为神学
服务。托勒密地心说就被用来说
明：既然人是上帝创世的目的，
那么，地球理所当然应在宇宙中
心。哥白尼日心说以太阳是宇宙
中心、地球是一颗围绕太阳旋转
的普通行星等观点，否定了地心
说，从而对教会的权威给予重
创；同时日心说也昭示了自然科
学发展的唯一正确方向：按自然
界的本来面目研究自然界。所
以，哥白尼的代表作《天体运行
论》被誉为自然科学从神学中解
放出来的“独立宣言”。

薛凤祚的《历学会通》在宇
宙模型和星体位置变化的计算
方法上遵循了哥白尼日心说。不
过出于某种考虑，他把太阳和地
球的位置做了变动，仍把地球放
在了宇宙中心。可以说，对于薛
氏天文历法理论而言，其形式是
地心说，而内容却是日心说。为
此，有研究者指出，《历学会通》
和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在宇宙
模型上是一致的。

对数由英国数学家纳皮尔于

16世纪末年发明，后经布里格斯
等人发展得以完善，和解析几何、
微积分并称近代数学的三大成
就。对数运用“当真数按几何级数
增加时，其对数按算术级数增加”
的规律，简化数学运算，化乘除为
加减等。其作用与今天的计算机
有相似之处，使天文学家和数学
家从繁重的数学计算中得以解
脱。法国著名天文学家拉普拉斯
说，对数“用缩短计算的时间来使
天文学家的寿命加倍”。
《历学会通》在历法运算中

运用了对数，并且讲解了对数原
理，给出了“比例对数表”和“比
例四线表”。前者是1到20000的
常用对数表，后者是正弦、余弦、
正切、余切的六位对数表。

由于利玛窦等传教士传入
的基本上是西方古代科学，《历
学会通》采用和引进的两项近代
科学成就在当时格外醒目，它们
对于中国古代科学的近代化意
义非同寻常；就《历学会通》最先
采用哥白尼日心说而言，它对清
代官方历法《洪宪历》及其所依
据的《崇祯历书》，是一种超越，
更是一种挑战。《崇祯历书》翻译
了《天体运行论》的个别章节，但
对哥白尼日心说三缄其口，采用
的是第谷地心体系。在这种情况
下，清初刊行的《历学会通》居然
另立炉灶，采用与第谷体系唱反
调的哥白尼体系，无疑是对《洪
宪历》及清政权的挑战。这一点
充分显示了薛凤祚以明朝遗民
自居的傲骨，与他放弃仕途，“不
复求闻达”的做法是一致的。

薛凤祚之所以能在引进近
代科学方面走在时代前列，主要
在于他不仅具有强烈的爱国心，
而且思想开明、求真崇实。他认
为：“中土文明礼乐之乡，何讵遂
逊外洋？然非可强词饰说也。要
必先自立于无过之地，而后吾道
始尊”。

三、一枝独秀的

中西会通模式

明万历年间，利玛窦等西方
传教士进入中国，并迅速确定了
学术传教路线。此后，主要出于传
教的需要，传教士开始向中国传
播西方科学。西学的传播对中国
传统科学产生了巨大冲击。面对
西方科学的挑战，保守派要么顽

固反对引进西方科学，要么主张
中学西学分治并存，互不干扰。对
此，革新派徐光启认为，西方科学
对中国科学造成挑战是好事，排
拒或实行分曹治事有害无益，明
智之举是因势利导，会通中西，以
求超胜。为此，徐光启提出应对方
略：“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
前，先须翻译”，该方略很快被学
界广泛接受。晚明至有清一代，进
步派和保守派两大阵营中，均有
不少学者以中西会通为己任，为
此付出了艰辛努力。不过，从理论
倾向和实际做法上看，不同学者
的会通差异很大。例如，有中西会
通意在为顺利引进西方科学铺平
道路者；有以西学解释中学，目的
在于说明西学可以融入中学框架
者；有以中学解释西学，目的在于
说明“西学中源”者；还有旨在真
正将中学和西学融会贯通，取长
补短，探寻科学进一步发展者等
等。

作为民间科学家的代表人
物，薛凤祚的会通模式一枝独
秀。他提出的会通主张是：“镕各
方之材质，入吾学之型范”。较之
徐光启派的“镕彼方之材质，入
‘大统’之型模”，薛氏模式在处
理中西学术关系上，融合的不仅
仅是“彼方”即西洋，而是“各
方”，包括阿拉伯的回回历等；所
入的“型范”不是中国古代的“大
统历”，而是崭新的“吾学”。该模
式的要义是融合四面八方，创立
新学。这表明，薛氏会通模式继
承了徐光启“会通超胜”思想的
精华，并有所发展。

为什么薛凤祚反对拘守中
国的大统历呢？这是因为:首先，
在《历学会通》中，薛凤祚对当时
在中国并存的五种历法进行了
比较，结论是五种历法中，缺点
最多的是大统历，最先进的则是
他从穆尼阁那里学到的“新西
法”。把先进的历法硬是装进落
后的历法框架里，于理不通。其
次，在历法问题上，薛凤祚明确
秉持经验传统。在他看来，中西
历法“虽各一隅，而理无不同”。
“理”的本原在“天”，而天体运动
的规律可以用“数”衡量，即星体
的顺逆、迟留、掩食、凌犯等“一
一皆数之当然”。

因此，薛凤祚提出：“欲言会
通，必广罗博采，事事悉其原委，
然后能折衷众论，求归一是”。本

着这一精神，他对五种历法互相
参订，取长补短，殚精竭思三十
年，完成《历学会通》，提出了以
当时最先进的哥白尼日心说为
基础的历法。

薛凤祚中西会通的模式受到
了当时学界的充分肯定。梅文鼎
曾赋诗评价说：“天径新语各为
工，今古诸家鲜会通。此事能兼推
宿学，伊人能老在山东。数资图谱
乘除省，法授新西思议穷。几欲遗
书相讨论，凭君为我一参同。（青
州薛仪甫先生，著《天学会通》，发
中、西两家之复。）”更为重要的是
薛凤祚的会通模式为我们今天处
理中西文化的关系留下了宝贵启
示：既不是西体中用，也不是中体
西用，而是对“用”和“体”均持一
种“折衷众论，求归一是”的开放
态度，可以古为今用，也可以洋为
中用；同时以“用”促“体”、以“用”
养“体”，关键是求道理的正确、有
益、有效，不必纠缠于中西新旧。
（作者系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常务副理事长、山东大学教授）

鉴于薛凤祚研究薄弱，
自 2009年初，山东自然辩
证法研究会开始组织薛凤
祚研究。先后召开了薛凤祚
研究动员会、专家报告会和
作者座谈会等多次会议，组
织全省有关学者撰写出一
批论文，分别从科学思想、
天文学、数学、水利学、机械
学、术数、学术传承等方面
对薛凤祚的科学贡献和学
术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填
补了薛凤祚研究的多项空
白。该项研究先后获得省政
协、省委宣传部、省科协、省
社科联、大众报业集团、《山
东科技大学学报》和多位省
委、省府领导的支持和鼓
励。最近，山东自然辩证法
研究会负责人张体勤、马来
平等赴淄博和淄博市委、市
政府刘慧晏等有关领导商
定，将于今年 10月联合中
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等单
位在淄博召开“全国首届薛
凤祚学术思想研讨会”。

◎链接◎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科学史上，有一个本应十分响亮的名字却被今人有意无意地冷落了。这个名字就
是薛凤祚——— 堪称奇人的清代开国后第一位最重要的科学家。最近一年多来，在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的强力推动下，薛凤祚正缓缓进入大众视线。

明末清初科学奇人薛凤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