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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简介

泰书为历代安废籍的三十位著

名的利+学家、技术专家立传，记i芝

了他们的科学建树、技术成果、治

学精神、思想方法和道德品质。并

酞志采及有关史籍。}7，以人物录的

形式，对一百五十人的生平和主要

事迹作了简要的节录。在附列三表

中，一是从概览观点对古、近代科

技人物按时序编排，记述其主要科

技成就；二是从整体观点出发，记

述安庆籍在外地科技人囊分布情

况；三是将当代服务于安庆及所属

各县的工、农、医等方面的科技人

员四千一百余人，以人名录的形式

列表，以备后人查阅。通过这次对

安废地区历代科技人员的莶集整理

，目的是使我们对历史的与现实的

安庆，有更进一步的全面认识和了

解，从中得到启发和借鉴，以激发

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奋发进取的自
信·3。



．^上-·Jk·

刖 舌

安庆历史悠久，境内皖、桐、松滋等国，是中国古老疆域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块土地上，曾经产生过灿烂的文化、卓越的

科学技术成就和重要的技术流派，涌现出许多天文学家、数学家、

医学家、物理学家、水利等技术专家，以及各种能工巧匠，他们的

科学孜术成就不仅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促进了本地区的科学技

术事业的发展，乃至对中国和世界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同样作出

了不可磨灭二J贡献。

东汉末年著名炼丹家左慈，步西汉炼丹家、淮南王刘安之后，

炼制丹砂，人工合成硫化汞，为近代实验化学起了奠基作用。三国：

时期的天文学家王著，除精心制成了“浑仪”外，还得出了圆周率

为“=3．15的重要数学成就。迨至宋、元时期，产生了重要医家陈

承，光华，他们为方便后人对医学的学习和应用，在认真总结前人

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症经验，分别编著了《重广补注神农

本草监图经》与《风科集验名方》。宿松人汪革，早在八百年前的

南宋时期，就集合有五百余人从事铁器的铸造和冶炼事业，标志着

我国民族工业开始萌芽。明代左光斗在任职直隶(今河北省)期

间，极力兴水利、劝农桑，改交了过去“荒原一望，率数十里，高

者为茂草，洼者为沮洳”的荒芜景象， 从此使这个地区“水利大

兴，北人始知艺稻"。明末清初著名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科学家方以

智，更是硕果累累；他所著的《物理小识》，是一部全面论述我国

古代物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方面矗百科全书”}书中阐发了朴素的

唯物主义思想，积极倡导科学实验方法，开创了“质测”学派的免

河．



自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至1938年问，安庆既是府、县之

地，又是安徽省会所在地，这不仅促进了安庆地区的文化发展，彤

成了以方苞、刘大罐、姚鼐为首的桐城古文学派；同时，也更，2日促

讲了安庆地区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在数学方面，方中通、方正棼

父子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所著的《数度衍》与《乘涂新法》，一

对为：学者率为准绳。在医学方面，贵池儿科专家夏鼎所著的‘i幼辞

铁镜》被医林视如珠宝， 誉满大江南北； 著名温病学家余霖及其

《疫疹一得》，被清代四大瘟病学家之一的一芒盂英赞誉为“独识淫

热之疫，别开生面，洵补昔贤之未遂，堪称仲景之功臣。"医学著

作家周学海刊刻《周氏医学丛二搭》一=L-一t4二种，影响波及海内外。：蛰

．山葛修孳藏书注重医学书籍，累积数千卷，以皖地藏书家名于时。

在其他方面，诸如园艺学，至今闻铝的茵州I牡丹，是与怀宁余鹏年

辛勤培植、观察研究，及其所著《曹州i牡丹谱》是分不歹t：的。纺织

专家朱东海及其被誉称的“东海布"，其工艺水平在清代中叶厝国

内先进行列。在治水与植棉方面作出卓越贡献的方观承，不仅在治

理永定河及黄河作出了显著成就，而且第一次系统地记述了棉花从

播种到纺织成布的全过程。姚莹一生注意对我图边疆和内外山川?莎

势的考察，写出了《康辅纪行》等数十部地理著作及专论，使之戊

为晚清著名的爱国地理学家。

巾‘每人民共和图成立前后的五十年问，安庆地区更是人才济

。济，为现代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有舀震皖城

的一代名医潘箬泉；有我国大地测量的主要组织者和教育蒙张璃

薪；有驰名图内外的藉名实业家周学熙、周叔瞍；有在图蛎享有广
泛声誉的生物学家章阻胎；有为开拓我国公路建设的专7泛孙发端；

有誉满全球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

由此可见，安庆人民及其知识界、科技界， 是有志气、 有能

力、有作为的。尤其是古代的科学家和技术挚家，他们大都没有进

过学校，更没有进过象今天这样的现代化学校和专门科研机构，：是

。走“自学成材”之路而成功的，这种精神是值是我们继承帮发扬

2



的。科学技术事业的本身，是需要知识分子有献身于人民、献身于

科学的崇高理想，有杰4苦钻研的精神和持之以恒的毅力，并且要勇

于实践、百折不回。现在，我们正面临着社会主义经济与文化振兴

的#》ii,J-期，当代人应该继往开来，奋发向上，作为每一个身在安庆

的人，都应该为此作出自己的最大贡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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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传·

东汉末炼丹家左慈

左慈(生卒年月不详)，字元放，东汉庐江郡(今潜山县)人，。

为东汉末年著名炼丹家，约生活于东汉灵帝至献帝年间。

东汉末年，左慈曾先居浮山(现枞阳县浮山乡境内)之险洞‘

“离岩”(又名“摘星")处炼丹，后因与曹操索求丹丸有隙，曹

派人常来此山搜捕。左慈嫌其山小难以隐身，遂迁往天柱山。

左慈居天柱山，又得《石室丹经》，明六甲神术。时曹操仍追

寻并为常坐，有次曹操为招待众宾客，欲得松江鲈鱼；慈便取铜盘

一只装水，钓之可得鱼，乃戏曹操。 曹操恨之欲杀， 慈却躲入壁

中，不知其所在。

左慈不仅炼丹有术，又是个道学家、 魔术家， 他从小就习魔

术，曾表演“空中钓鱼"、“掷怀化鸟”、“隐形匿影”等，至今

在舞台上依然流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第68回“左慈掷杯戏曹

操”，从文学角度对左慈各种魔术表演作了生动而神奇的描写。

．《后汉书·左慈传》及《尚友录》中，分别有所记述。

炼丹术，是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为求“长生不老’’和“得道‘

成仙”而炼制丹药的方术(方法和技术)， 虽未脱封建迷信之俗

套，但是炼制丹砂，人工合成硫化汞，却是人类最早进行的化学实

验，在i0誊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启蒙意义，客观上却导致了制药化学

的发生和发展；同时，为近代实验化学起了奠基作用。

左慈炼丹之法，就其文、武火势，对后世影响很大，今人论及

丹、丸老，无不称誉炼丹大家左慈之名，将他与西汉著名炼丹家、淮

南王刘安监称为“刘·左"。至今左慈戏曹操的不少故事，仍被人

们传为美谈；浮山左慈炼丹处遗址～～高岩，以及天柱山左慈炼丹

处遗址一～炼丹台，仍是游览者的胜地．



二三国时期天文学家王蕃

王蕃(228--206)， 字永元， 三国时期吴国庐江郡(今潜山

县)人。历任尚二留郎、散骑中常侍、驸马都尉等职。《三国志》称

他“博览多闻，兼通求艺”}丞相陆窃l称他“知天知物节，在天文

数学方面有很深的造j}亏。他的著作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是在《晋

书·天文志》及《陈二浩·天文志》等史二净中，都记录了他在天文学

方面的主要成就。

中国古代关于天体的学说分为三家： ～是昼夜说’ 二匙盖天

说；三是浑天说。汉代论天主要是盖天说与浑天说之争，然自汉代

张衡，以至三国时期吴国陆绩、王蕃，都是主张浑天说的，而王蕃

并不满足子“前儒『日说"，他根据东汉末年刘洪创立的‘乾象男>，

为制浑仪而“立论考度”，从而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浑天说。

王蕃制造浑仪的理论要点是：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365}嚣为一

年)，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两端叫南极与北极。北极出地三十

六度，南极入地三十六度，两极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赤道高两

极各九十一度少强。

黄道是太阳运行的轨迹。黄道与赤道相交的两点是冬趸日与夏

至日。冬至的太阳最南，离北极最远，故表影最长。日昼行地上百

四十六度强，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长。自冬

至日以后，太阳逐渐北移。至夏至日，距离北极六十七度稍强，此

时太阳最北，离北极最近，故表影最短。曰昼行地上二西一十九度

少弱，故日长；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强，故夜短。夏至以后，太阳

逐渐南移，到冬至后，太阳又逐渐北移。

春分日与秋分目，各在黄、赤二道两个相交点中间，距离两极

，



都是JL-I—一度少强，故表影在冬至与夏至长短之L扣间；日行地上，

夜行地下，都是百八十二度半强。所以，在计时的刻漏上，昼夜都

应该是五十刻。天的昼夜以日出没为分，人之昼夜以昏明为限。日来

出二刻半而明，同落二亥0半为昏，故减少夜五刻以增加昼五划。这

样，春分、秋分的昼漏为五十五刻，夜漏为四十五刻。这样，王蒂

所lil'il-的“浑仪”，就可以标明天球与日月星辰的运行，从而说明

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节气，以及何时昼长夜短、何时昼短夜

长、何时昼夜相当，由此而制订历法。

王蕃还根据《JII丰L》的记载与东汉郑众“凡日景子地，干：塑而

差一寸”的说法， 推测太阳距离其下临之地为八万里； 瓤以此为

股，以一万五千里为勾，朋勾股求弦的方法，计算出太阳距曩』也中

阳城县(今河南省登封县)为八万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少五尺三

寸六分。因为这是天径之j净数，以二乘之得天径之总数。以“周：莽

乘之，径搴约之”，求得周天j之度为五十一万三干六百八十七里六

十八步一尺八寸i分。

王蓉修正j’传统的“周三径一”的说法，他认为：“古制太小，

浑仪上星辰拥挤；张嘶所制浑『义太大，不便搬运。"因此，他主张

制怍的浑仪要大小适当，以三分之长一度，周长一丈零九寸六分。

王蕃根据前人的浑天说，进行分析研究，精心制成了“浑仪“，

对我国天文学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并非出身于学术世家，也没有什

么师承，之所以成为一个有贡献的科学家，全靠自己的勤奋好学和

刻苦钻研，这种在学术上勇予攀登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效法的。

另外，他还进行过数学研究，得出圊周率为兀=3．15，比刘徽

求出的较大(兀=3．1 416)，比张衡求出的为小(兀=3．16)，与

～租冲之求出的非j奄‘接近(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这在-qj时
的情况下，也可算是j三蕃的又～一项重要数学成就。

王蕃耿直不阿，敢于直谏。公元266年， 由于吴主末帝孙髅听

信佞臣妄i囊将王蕃杀害，时年仅三一i-)L兰，。这一历史悲剧，使其

“郡内伤心，有识悲悼”，给中圈天文学及数学造成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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