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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冲之的科学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赵金山 � � 魏建震

1 5 0 0年前, 在战乱频仍的南北朝时期, 一代科学巨匠祖冲之走完了充满艰辛而不懈追求真理的人生历程。 1 5 0

0年后的今天, 缅怀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对人类科学事业的贡献, 我们更加感受到他的科学成就和科学精神对中国人民建设

现代化科技强国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伟大的科学成就

祖冲之, 字文远, 祖籍范阳遒县 ( 今河北涞水县北 ) 。南北朝时期伟大的数学家、天文学家、机械制造学家。祖冲之

在数学方面的最大贡献, 是他对圆周率的精确推算。魏晋时期的科学家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 创立了� 割圆术� , 推
算出圆周率为 3 . 1 4 1 6。祖冲之在此基础上继续推算, 推出了精确到第七位有效数字的圆周率: 3 . 1 4 1 5 9 2 6

< �< 3 . 1 4 1 5 9 2 7 , 这个有效数字明确指出了圆周率的上限和下限, 精确地说明了圆周率的大小范围。1 5世纪

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在1 0 0 0年后才算出了比此更精确的数值, 这个数值也正是在 3 . 1 4 1 5 9 2 6与3 . 1 4

1 5 9 2 7之间。推荐圆周率时, 为方便计算, 祖冲之求出用分数表示的两个圆周率数值, 一个是 3 5 5 / 1 1 3 , 称为

密率; 一个是 2 2 / 7 , 称为约率。密率是分子、分母在 1 0 0 0以内表示圆周率的最佳渐进分数, 这个密率数值在世界

上是第一次提出, 因此有人主张叫它 � 祖率�。在欧洲, 1 6世纪数学家安托尼兹才得出这个数值。约率与阿基米德所推
算的结果相同。在数学方面, 祖冲之还进行过 � 开差幂�与 � 开差立�的研究。所谓 � 开差幂� , 是已知长方形的面积和
长、宽的差, 用开平方的方法求它的长和宽; 所谓 � 开差立� , 是已知长方柱体的体积和长、宽、高的差, 用开立方的方

法求它的边长。这已经是二次、三次代数方程求解正根的问题。祖冲之在数学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说明南朝时期我国的

数学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祖冲之和他儿子的数学成就汇集在�缀术�一书中, 此书唐初曾被列入 � 十部算经�
之中, 规定学生学习时间为4年。此书流传到朝鲜、日本后, 也被列为学校教材, 对朝鲜、日本数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

用。

在历法方面, 祖冲之编制了�大明历�。与以往历法相比, �大明历�多有创新, 其中最主要的科学创新有两个方面

, 一是第一次将岁差引入历法, 二是3 9 1年设置1 4 4个闰月, 使历法的精确度有了很大的提高。

祖冲之在机械制造方面也多有发明。他重新制造了当时已经失传的指南车, 此指南车灵敏度很高, 无论车子如何运行

, 都能准确指向南方, 史书称赞此车 � 马钧以来, 未有也。�祖冲之还制造出一种利用水力推动的水碓磨, 能够同时舂米

和磨面, 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粮食加工机械。他还制造了能够日行百余里的千里船, 在我国船舶制造史上留下了光辉

的一页。

宝贵的科学精神

祖冲之之所以能够在科学上取得流芳后世的成就, 关键在于祖冲之有尊重客观世界及其发展变化规律, 反对谶纬迷信

, 追求真理, 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

尊重客观世界及其发展规律, 是祖冲之科学精神的理论基础。科学的任务首先就在于正确地认识世界, 而要正确认识

世界, 就要尊重客观世界及其发展规律, 也就是要有唯物论的世界观。祖冲之在从事天文历法研究时, 始终坚持唯物论的

世界观, 他从天体运行的客观存在出发, 正确认识天体运行规律, 以此作为天文研究与历法创制的基础。在为批驳戴法兴

而作的�辨戴法兴难新历法�中, 祖冲之提出日月运行是有一定规律的, � 迟疾之率, 非出神怪, 有形可检, 有数可推。�
各种天体的运行有自身的规律, 并不是由四时决定的。这种朴素的唯物论思想, 成为祖冲之科学精神的理论基础。

反对谶纬迷信, 是祖冲之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在古代天文历法中, 掺杂有很多为神话帝王而捏造的神秘的图谶内容

, 这些神秘的图谶迷信完全是一种唯心论, 它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阻碍了人们对天文历法的正确探索。祖冲之的科学

精神, 便体现在对这些迷信思想的批判之中。

追求真理, 勇于创新是祖冲之科学精神的核心。祖冲之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他批判地继

承前人的观点, 勇于求实创新, 一是敢于同反对科学的权贵做斗争。求实与创新是科学研究深入开展的内在动因, 也是从

事科学研究的人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为了正确认识天体运行规律, 祖冲之广泛搜集前人的研究成果、认真阅读了前人关于

天文、数学等方面的浩瀚著述, 批判地继承了前人成果。为了获得科学研究所需要的真实数据, 祖冲之始终都将科学观测

作为研究天文学的基础手段。在精确的天文观测和仔细运算的基础上, 祖冲之纠正了前人许多错误的认识, 提出了很多创

新性的研究成果, 这些创新性成果奠定了其在中国科学史乃至世界科学史上的地位。



祖冲之追求真理, 不畏权贵, 捍卫了科学的尊严。在�大明历�上秦朝廷后, 遭到保守派代表人物戴法兴的责难。由于戴

法兴是权势显赫的皇帝宠臣, 朝中百官都畏怕他的权势, 对他多有附和。祖冲之毫不畏惧, 理直气壮地据理辩论, 并写出

了著名的�辨戴法兴难新历法�一文。在这篇充满战斗性的论文中, 他引用前人的经验和自己测算的结果, 说明�大明历
�的改革是有科学依据的, 而戴法兴的非难是毫无道理的。他与戴法兴的这场辩论, 其实质是革新与守旧、科学与迷信的

尖锐斗争。这场辩论, 表现了祖冲之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坚持科学实践, 是祖冲之科学精神在科学研究中的具体体现。要正确认识天体运行规律, 就必须进行实际观测。实际

观测不仅是认识天体运行规律最科学、最有效的手段, 也是检验科学研究成果正确与否, 检验历法是否合乎大体运行规律

最有效的办法。祖冲之在科学研究中, 始终将实际观测作为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最主要手段, 在�辨戴法兴难新历法�中
, 祖冲之特别强调了实际观测在天文研究与历法创制中的重要性, 他说, 根据日影测定太阳运行规律, 用尺表测验推算是

最可靠的, 制定历法, 必须进行亲自观测。进行天文历法研究时, 他无论严寒酷暑, 从不间断。通过观测得出创新性的研

究成果后, 祖冲之还继续观测, 以检验这些成果是否与天体运行的实际情况相合。始终坚持亲自观测, 是祖冲之的科学精

神在科学研究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重要的现实意义

祖冲之在天文学、数学和机械制造上所取得的光辉成就, 奠定了其在世界自然科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这是我们民族的

骄傲。祖冲之毕生追求并遵循的科学精神, 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世界科学史上的宝贵财富。继承

世界科技史上这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不仅对发展科学技术, 而且对我们坚持科学精神、尊重客观规律、建设精神文明、

推进现代化建设,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科学与迷信天生便是一对矛盾, 这一对矛盾在科学研究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坚持科学, 必然会遭到反科学思潮的抵

制。坚持科学, 必须反对迷信。当代科学研究工作者只有像祖冲之那样尊重客观世界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坚持唯物论、

反对唯心论, 坚持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事科学实验与科学观测, 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放在实验

或实践中去检验。只有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研究成果才是真正的科研成果, 只有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科学家才是真正的科学家。

科学与迷信这一对矛盾, 不仅表现在科学研究领域, 而且表现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科学是推动社会

文明与进步的动力, 又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 而迷信则是阻碍社会文明发展的惰性因素。弘扬祖冲之的科学精神

, 有利于帮助人们分清唯物论与唯心论、无神论与有神论、科学与迷信的界限; 有利于识别和抵制像 � 法轮功�那样披着
科学外衣的迷信思想; 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反对迷信、抵制各种歪理邪说的良好风气, 这对提高人们的文明程

度与科学文化素质,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科学以其促进生产进步的技术功能和作用于人的理智、心灵的理性功能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前进。科学在技术意义上的

功能和价值往往容易被人们所重视, 而科学在理性意义上的功能和价值则容易被人们所忽视。忽视科学的理性价值, 往往

会导致种种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愚昧落后现象和伪科学、反科学现象出现。祖冲之的科学精神, 为我们充分认识科学的

理性功能和社会价值树立了典范。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 我们学习祖冲之的科学精神, 就是要在充分重视 � 科学�
技术�生产�系统中的物质力量的同时, 更要重视 � 科学�理性�世界观�系统中的精神力量, 因为它代表了先进文化前

进的方向。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 � 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石。�我们要高举科学的伟大旗帜, 充分重视科学

理性作为蕴含于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之中的观念形态对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影响, 把科学精神注入社会

, 全面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进一步振奋民族精神, 加快建设现代化的科学强国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