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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久金  1939 年生于江苏省金坛县，1964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

任职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988 年任研究员，1991 年至 1997

年任副所长。2001 年至 2004 年任中国科技史学会副理事长，多年担任中

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学会理事长和名誉理事长。1996 年至 2000 年任夏商周

断代工程专家组成员，从事西周诸王王年和中国探源工程的研究。毕生从

事中国传统天文学史和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研究。曾多次到云南、贵州、

四川、内蒙古、宁夏、新疆、西藏等地考察了解、收集整理、学习研究中

国少数民族天文历法大量资料。

先后发表学术论文 200 多篇；主要学术专著有《彝族天文学史》《藏

历的原理与实践》《回回天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中国科

技史研究方法》等，科普著作有《星象解码》《帝王的星空》《中西星空

的对话》等。其中，《彝族天文学史》获1988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

《西周金文历谱》获 2000 年科技部、财政部、国家计委、中国科学院四部

委“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优秀科技成果奖（作者所在部门为第一

获奖单位），《星象解码》获 2006 年第三届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创作类

佳作奖。

作者简介



▲  作者携夫人在贺兰山考察岩画。作者在研究工作中得到夫人卢莲容老师各

方面的巨大帮助。每一项重要成就的取得，无不倾注了她的无私贡献。

▲  1991 年，作者与研究所同事在孚王府（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旧址）合

影（自左至右陈久金、薄树人、席泽宗、陈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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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 年，作者（前排左 1）在昆明海埂发起组织了中国第一届少数民族天文学史会，

图为少数民族天文学史骨干合影。

▲   1980 年，作者与刘

尧汉（中）在凉山做彝

族调查。

▲
  1989 年，作者在滇南做彝

族调查，中间为调查对象彝

族人杨家福，右为云南少数

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师有福。



▲   1992 年学术调查，作者与白

族学者张旭交流白族天文学。

▲  1990 年在湘西花垣县考察，作者与龙炳文（民办苗乡文化研究所所长）讨论苗族天

文学。



▲  1993 年 6 月，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中国科技典籍通汇》新闻发布会上，

作者与国家图书馆时任馆长任继愈合影。

▲  1999 年，作者与李迪参加国际科技史会议。



▲
  1992 年，作者与天文

史家潘鼐合影。

▲
  1992 年，作者与中央

民族大学傣文专家张公瑾

合影。



▲  1987 年在新疆喀什做调查时与宗教人士和知识分子在一起。左 2 王渝生，

左 4 作者，右 1 陈鹰。

▲  2002 年，作者在贺兰山考察。



▲  1995 年，作者（后排右 6）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会”。

▲  1999 年，作者（右 1）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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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年退休前夕，古观象台举行的“陈久金科学史工作 35 周年座谈联谊会”，照片

中汇集了作者多数在京的多年好友。

▲  1999 年“陈久金先生科技史研究工作 35 周年学术座谈联谊会”上，席泽

宗院士对作者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  彝族历法经典《土鲁窦吉》片段

以春夏秋冬，

季夏中周圆，

季夏定罡煞，

季夏定五季。

青气和赤气，

六气相交合。

一月分两节。

一年二十节。

主年策举祖，

管月恒堵府。

天 罡 地 煞，

六师主相合。



▲

  湖北随县漆箱盖中

国最早的二十八宿图

（约公元前 430 年）

▲

  长沙子弹库帛书摹绘图

▲   长沙子弹库帛书



▲  藏历中的太阳、宫宿与季节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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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君&著称当世之学者&专治天文学史&余之挚友&亦同一单位之同仁&相知相交
多年(兹拙诗&即余所感知于君者(余不谙天文学&殊不能尽君之善&诚所谓)力家
画品*&但志倾慕云尔(

全诗凡五篇八首&有赞有衍(赞&述君之业绩+衍&推衍君之议论(首篇&述君学
术之博且邃&而尤精于古历书之解读论述(我国早期之历法最为荒渺&向无明确论
述&君考订殷周以前确曾存在可谓之十月历之古历&事证俱备&深得学界服膺&已成
定论(贰篇&述君之两大成就(一为中国各少数民族创制历法之搜集研讨+二为古
代星占术实质之辨析揭剥(是两方面&皆历来从事天文学史者极少涉及(君不辞繁
琐&皆细细梳理之&使其得以一一彰显于世(三篇&述君治学之方&一以科学的研究
方法为指归&重文献&亦重实检&绝不轻逞臆说&无徵不信&至为严谨(肆篇&祝君身
心健康&多写力能扛鼎&远出凡流之巨制(此爱君者之共识&亦余之深望也(伍篇&

言君对存在于当代天文学史研究中之纠葛&大都有所论列&正讹发隐&殊有助于学术
研究之深入&复可为有志于斯类工作者之取法&故亦举两例&藉以说明君秉持之职志
之淳诚(

余未尝学为诗&兹之作&犹小儿描红&依式填字&直下下里巴人数等&设有览者&

但留意君之贡献&切勿以俚语见嗤而忽之&实所幸也(

时岁次甲午闰九月十日&本溪赵承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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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砚田%文人恃文墨为生&故谓砚为)砚田*(

(

蠹残%喻文字残缺且晦涩(

)

古历文%古代历书(

*

小正%指中国现存最早的科学文献之一&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事历书,夏小正-(

陈先生认为&,夏小正-是十月历&非人们认为的十二月历(

+

血嗣%比喻继承(

,

彝人%彝族人(

译文#

陈君每日孜孜不倦"笔耕砚田"翻阅#勘点和研究了许多文字残缺且晦涩的古代
历书$其中最为难能可贵的是"笺释和笺疏了文字甚为艰深难懂的中国现存最早的
一部农事历书%夏小正&"其观点'%夏小正&是十月历"非人们认为的十二月历"后来
四川一带的彝族人继承了这一历法"在天文学史界影响巨大$

贰

赞君少数民族历法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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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塞%指四方边塞的少数民族(

(

生生%一代一代(

)

垦放%开垦.放牧(

*

行脚%指行脚僧&游方之僧&或为寻访名师&或为自我修持&或为教化他人而广游四方的
僧人(

+

蠲情累%蠲平感情上的牵累(

,

关徼%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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