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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古代科技人物述略
‘

姚 远

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
, ,

西安太 白北路 号 岁
,

副编审

摘 要 通过大童 的 文 献 资料 对 先 秦至 五代活 动 于 陕 西 一 带的科 学技米人物及事迹进行 考

释论证
。

涉及数 学
、

物理
、

化学
、

天文 学
、

地学
、

农学
、

医 学
、

工程技术等领域的科技人物 位
。

关键词 科学技米史 人物 陕 西

分类号

神 农 即炎帝
,

最早活动在渭水中上游一带姜 氏氏族部落的首领
。

关中扶风姜阳有姜氏城
,

南有

姜水
。

今宝鸡市南有姜城堡
,

并 曾有神农庙
。

据《史记
·

补三皇木纪 》
,

神农尝百草
,

始有医药
。

伏 牺 生于成纪 今甘肃天水 而治于陈仓 今宝鸡
。

据《帝王世纪 》
,

他曾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
,

画八卦通神明之德
,

以类万物之情
,

所以六气
、

六腑
、

五藏
、

五行
、

阴阳
、

四时
、

水火升降得 以有象
,

百病之

理得以有类
。

他还 曾尝百草而制 九针
。

黄 帝 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
,

今陕西有黄帝陵
。

据《畴人传 》等
,

传说他发 明了养蚕
、

舟车
、

文字
、

音

律
、

医药
、

算术等
。

传说黄帝使羲和占 日 常仪占月
,

臾区占星
,

伶伦造音律
,

大挠作甲子
,

隶首作算术
,

容

成综合六术而著调历
。

他还访求 力牧
、

太 山稽二人
,

以治 口月之行
,

律阴阳之气
,

节四时之度
,

正律历之

数
。

他又尊岐伯为天师
,

与之谈论 医学
。

现存《内经 》一书 即系托名黄帝与岐伯
、

雷公等讨论医学而流传

于世的著作
,

故又称为《黄帝内经 》
。

岐 伯 传说中关中岐山一带的医家
,

今岐 山县城西北有岐城故址
。

据《帝王世纪 》
,

黄帝使其尝味

草木
,

典主医疾
,

经方
、

素问等医书均与之相关
。

杜 康 即少康
,

据《说文解字
·

巾部 》等
,

传为黄帝时代酿酒的发明者
,

今陕西 白水县有杜康村
、

杜

康墓
、

杜康泉等遗迹
。

一说杜康为汉代人
。

后 樱 名弃
,

有都 今陕西武功西南 人 古周族始祖
,

相传为尧舜时代的农师
,

今武功有其母

姜鳃庙
、

后樱祠
、

教稼台等遗迹
。

传其喜种麻
、

寂
、

好农耕
,

可辨土质和 田地种植并教 民稼稿
。

优 师 传为周穆王时代的机械发明家
。

据梁元帝《金楼子 》卷五
,

他能以革
、

木为材料作成木人
,

将

其分部位相关安装在肝
、

心
、

脾的位置
,

可趋走俯仰如人
。

废其肝
,

则 目不能螟 废其心
,

则 口不能语 废其

脾
,

则手不能运
。

史 佚 西周初史官
,

据《物原 》
,

曾发明辘护
。

《武经总要 》卷十一亦有
“

太公对周武王以飞桥
、

辘

护
,

越沟堑
,

飞江天
” 。

邓 疏 周封吏
,

能行气炼形
,

煮石髓而服之
。

尹公正 西周夭文家
。

据《隋书
·

天文志上 》
,

其所造漏刻
,

在隋初仍被使用
。

伯阳父 亦作伯阳甫
。

西周末人
,

或说为周大夫
,

或说即周柱下史老子
。

幽王二年 公元前 年
,

镐京一带大地震
。

他认为
“

阳伏而不能出
,

阴迫而不能蒸 上升
,

于是有地震
” 《国语

·

周语上
。

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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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

水
”

与
“

土
”

是财用产生的根源
,

地震造成水土的巨大破坏
,

会导致王朝的糟亡
。

造 父 周代赵的始祖
,

孟增之孙
。

长于驾车之道
,

曾驾车载穆王西巡
。

非 子 周代秦的始祖 赢姓部落首领
。

善养马
,

受周孝王召
,

主管养马于全拜水
、

渭水之间
,

马大蕃

息
。

医 缓 秦桓公时 公元前 年至前 年 的秦国名医
。

据《左传
·

成公十年 》
,

在秦桓公二十三

年 公元前 年
,

曾为晋景公诊病
,

指出病入膏育
,

炙之不可
,

针之不及
,

药难以至
。 “

病入膏育
”

成语即

源于此
。

医缓离晋不久
,

晋景公进餐时突觉腹胀难忍
,

结果死于茅厕
。

伯 乐 春秋 中期秦穆公之臣
。

秦人
,

姓孙名阳
,

或称孙阳伯乐
。

以善相马著称
。

曾荐九方皋 或九

方埋 为穆公相马
。

认为千里马必须
“

得其精而忘其粗
,

在其内而忘其外
”

淮南子
·

道应
。

医 和 春秋时的秦国 医家
,

约为公元前 世纪 人
。

据《左传
·

昭公元年 》载
,

周景王四年 公元前

年
,

他曾为晋平公 医病
,

并倡论 阴
、

阳
、

风
、

雨
、

晦
、

明为
“

六气
” ,

认为六气太过即引起不同疾病
,

反映

了朴素唯物的病因学说
。

医 的 战国时代秦国著名外科 医生 约为公元前 至 世纪人
。

据《尸子 》
,

他曾为宣王割痊
,

为惠

王割痔和 为张子治背痈
。

夏无且 春秋末秦侍 医
。

据《战国策 》
、

《史记
·

刺客列传 》
,

在荆柯刺秦王时
,

曾以手中所提药囊提击

荆柯
,

使秦王得 以抽手拔剑而杀之
。

西汉时 尚在世
,

曾与公孙季功
、

董仲舒游
。

扁 鹊 又名秦越人
,

战国初年曾在秦国巡 医并被害于秦 中
。

著有《扁鹊内经 卷
、

《外经 》 卷
,

均

佚
。

据《史记
·

扁鹊列传 》
,

他曾在约公元前 年和公元前 年两度至秦
,

曾治愈西秦彼国太子的尸

撅症
,

用贬石给秦武王割除面部疾病
,

并在咸阳随俗为变作小儿医生
。

后被秦太医令李醛所害
,

就近葬于

今陕西临渔东北之南陈村
,

遗址 尚存
。

又说他曾到达秦南部之汉 中一带
,

陕西城固县城西南 处有
“

扁鹊城
” 。

郑 国 战国时期活动于秦地的韩国著名水利专家
。

他于秦王政元年 公元前 年 主持修建郑

国渠
,

渠长
,

灌溉面积达 “
, ,

使关中泽 卤之地变为 良田
,

粮食产量亦大幅度增长
。

该渠

后沿用达 多年
。

他在建渠中使用的造堰
、

选线
、

横绝等技术
,

体现了较为高深的水利学知识
。

马成子 秦代气功师
,

扶风 人
。

茅 漂 字初成
,

秦代医家
,

咸阳 一说太原 人
。

曾习养生术
,

后入华山修道合药
。

杨 硕 秦华阴人
,

长期隐居华山
,

熟知天文地理
。

阳成延 西汉初建筑家
,

汉 长安城的实际设计营建施工者
。

本为秦军匠
。

据《史记
·

惠景间侯者年

表 》
,

汉高帝五年至 九年 公元前 一前 年
,

实际负责营建长乐宫与未央宫
。

后因筑长安城有功
,

被封为梧齐侯
。

胡 宽 一前 西汉铜器工匠
,

新丰人
。

汉初以制作铜器著称
。

张 苍 一公元前 西汉早期著名数学家
。

著有关于阴 阳律历类书 篇
,

曾对古代数学名著

《九章算术 》进行增订删补
,

亦 曾奉命定历及提 出度量衡程式
。

许 商 字长伯
,

汉长安人
,

长于数学 著有《五行论历 》和《算术 》 卷
。

曾任将作大匠及河堤都尉
。

淳于意 西汉时滞于长安的临淄名医
,

我国
“
医案

”

的创始人
。

著有《诊籍 》 则
,

由司马迁载入《史

记
·

扁鹊仓公列传 》
。

另有《生死秘要 卷和《决死秘要 》
,

己佚
。

他在文帝三年 公元前 年 间
,

曾与

文帝谈医
,

并在长安城为项处医牡庙病
。

义 如 汉景帝时代我国最早的宫廷女医生
,

曾受到王太后的宠爱
。

郑当时 汉武帝时的大司农
。

据《史记
·

河渠书 》
,

为西汉所建关东槽渠的发起人
。

槽渠凿成后
,

使

通往长安的槽运大为便捷
。

东门京 西汉长安相马专家
。

据《汉书
·

武帝纪 》
,

他曾铸作铜马法献给武帝
,

被诏立于长安城鲁班

门外
,

作为官定相马标准
,

并因之更名为金马 门
。

倪 宽 西汉关中水利专家
。

据《汉书
·

倪宽传 》
,

他于武帝元鼎六年 公元前 年 在郑国渠上流

南岸开凿六道小渠 以辅助灌溉郑国渠所不及之地
,

称六辅渠
,

并定水令以广溉 田
,

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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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水利法规
。

亦曾与司马迁等共定《太初历 》
。

赵 过 西汉著名农业技术革新家
。

据《汉书
·

食货志 》
,

曾任主管农业的搜粟都尉
。

他总结前人经

验
,

改进耕作方法和生产工具
,

创立了代田 法新耕作制
,

并发明祸犁
、

三脚楼车等
。

汉武帝曾下令大力推

广
,

并选人至长安学 习新农具使用方法和学习其他耕作技术
,

从而使代田法推广到了甘肃西北部
、

河南
、

山西
、

陕西等地
。

白 公 西汉关中水利专家
。

据《汉书
·

沟恤志 》
,

曾主持修成与郑国渠齐名的引径水利工程 白渠
。

庄熊黑 又 称严熊
,

西汉关 中人
,

修建龙首渠的发起人
。

在该渠的修建中
,

曾创立 了著名的
“

井渠

法
”

技术
,

以后在新疆等地发展为
“

坎儿井
”

技术
。

徐 伯 西汉时承担关东潜渠测量设计的齐地水工
。

蔡 癸 西汉关中农学家
,

著有同名农书 篇
,

曾师承于赵过
。

赵 氏 西汉关中农学家 著有同名农书 篇
,

其 内容多与关中有关
。

蓝安国 西汉关中农学家
,

著有同名农书
,

共 篇
,

内容多与关中有关
。

尹都尉 西汉关中农学家
,

著有同名农书 篇
,

记载关中园艺蔬菜等作物
。

张 鸯 一前 西汉探险家
。

汉中成 固 今陕西城固 人
。

建元二年 公元前 年 与堂 邑父

出陇西
,

越葱岭
,

亲历大宛
、

康居和大 月氏
、

大夏等地
。

元狩四年 公元前 年 以中郎将奉命出使乌孙
,

并派副使出使大宛
、

康居
、

大夏
、

安息等地
。

他的出使
,

开辟了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
,

也丰富了中国人

的地理知识
,

促进了东
、

西方间的科技文化交流
。

如石榴
、

首蓓
、

葡萄
、

胡麻
、

胡豆 蚕豆
、

豌豆等
、

胡婪
、

胡

瓜 黄瓜
、

胡桃 核桃
、

胡萝 卜等的引种
,

均与张赛相关
。

淳于衍 汉昭帝时的宫廷妇产科女医生
。

据《汉书
·

许皇后传 》
,

曾以附子作成的毒丸害死许皇后
。

王仲都 西汉长安方士
,

长于导引术
。

据说他常与汉元帝一起出游 隆冬时着单衣在上林苑昆明池

环池行走
,

不惧寒冷且背部 冒汗 在盛夏时
,

立于烈 日之下
,

围以 炉烈火
,

却 口 不称热
,

身不流汗 有着

精深的气功术
。

司马迁 约前 或前 西汉著名史学家和科学家
,

夏阳 今陕西韩城 人
。

他的《史记
·

天

官书 》把全天星象分为五大区域
,

北极附近的星属 于 中宫
,

宿则分属 于东南西北四官
,

从而奠定 了我

国星座划分的基础
。

他曾发起并领导制定了著名历法《太初历 》
,

另在水文地理
、

域外地理
、

经济地理
、

动

物地理
、

植物的地理差异分析及气象等方面亦有不少成就
。

安丘望之 京兆长陵 今咸阳东北 人
,

汉成帝时的民间医生
。

汇胜之 西汉农学家
,

长期活动在长安
,

并以
“

轻车使者
”

名义在关中指导农作
。

著有《汇胜之书 》

篇
。

该书为我国最早的农学专著
,

其 内容包括农业生产的全过程
,

对关中一带的栽培
、

整地
、

选种
、

嫁接
、

施肥
、

田间管理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等农业技术作了全面阐述
。

其中最突出的是区种法和搜种法
。

其中

关于复种
、

轮作
、

间作和混作等技术是我国最早的文字记载
,

它突出地标志着关中农业技术的发达和进

步
。

楼 户 字郡卿
,

西汉名医
。

少时随父至长安行 医
,

能背诵 医经
、

本草
、

医方 万言
。

丁 缓 又名丁援
,

西汉长安工匠
。

据《西京杂记 》
,

他善做卧褥香炉 其构造与现代的万向陀螺仪相

同
。

他还制成七轮大扇
,

是古代利用发条和齿轮传动变速原理的罕见事例
。

息夫躬 西汉哀帝时管理关中水利的专职官员
,

常持节领护三辅都水
。

刘 欲 西汉末天文学家
,

长期活动在长安
。

他所撰的《七略 》
,

包括术数略
、

方伎略等与科

技有关的内容
。

另著有《三统历谱 》
,

是我国史书上第一部记载完整的历法
。

他还造有圆柱形的标准量器
,

据计算所用圆周率为
,

故有
“

刘教率
”

之称
。

耿寿昌 约为公元前 世纪中叶的西汉数学家
,

曾对数学名著《九章算术 》予以增订删补
,

以铜铸浑

夭仪观测天象
,

亦曾推行均输
、

平准之法和主持建造长安杜陵
。

张 戌 王莽时的关中水利专家
。

据《汉书
·

沟恤志 》
,

曾论述流速与泥沙运动的关系
,

认为“ 水之性

就下
,

行疾
,

则 自刮除成空而稍深
” , “

故使河流迟
,

贮淤而稍浅
。 ”

即流速快
,

泥沙被水冲走
,

河床变深 流

速慢
,

从上游携带来的泥沙形成淤积
,

就使河床变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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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禁 西汉末长安制剪工匠
,

并以此致富
。

后 因侵渔百姓
,

被京兆尹处死
。

周才子 西汉末制陶工匠
,

咸里人
,

以所造
“

周才子陶盒
”

称誉于世
。

西门君惠 王莽时的长安道士
,

长于夭文淡记
。

马 援 前 一公元 字文渊
。

东汉扶风茂陵 今陕西兴平东北 人
。

建武十七年 公元 年
,

在交险各地修治城郭
,

开渠灌溉
,

发展岭南农业生产
。

他一生好骑
,

师事于杨子阿
,

学相马骨法
,

善别名

马
。

曾于交 队得骆越铜鼓
,

乃铸成
“

高三尺五寸
,

围四尺五寸
”

的名马式
,

被诏置于宣德殿下
。

著有《铜马

相法 》
。

贾 速 。 东汉天文学家和经学家
,

扶风平陵 今咸阳西北 人
。

他提出在历法计算中应按

黄道来计量 日月运动
,

并阐发月球的运行是不等速的
。

他还创制黄道铜仪
,

首次利用黄道座标系测定天

体位置
,

并测定了近点月和发现 月球的视运动有快慢
。

他还发现冬至点的位置变化
,

成为后代发现岁差

规律的先声
。

他参与制定的《四分历 》
,

比《太初历 》增加了 节气昏旦中星
、

昼夜刻漏和唇影长度等新内

容
,

为后世历法所遵循
。

马 续 字季则
,

东汉茂陵人
。

长于《九章算术 》
,

曾与班昭一起续修《汉书 》的八表和《天文志 》
。

韩 康 一名恬休
,

京兆霸陵 今西安东 人
。

东汉药工
,

常在山中采药
,

然后到长安市上出售
。

矫 慎 字仲彦
,

东汉医家
,

扶风茂陵人
。

据《后汉书
·

矫慎传 》
,

年少时喜为黄老之学
,

仰慕松乔导

引术
,

遂成有名的导 引术士
。

黄芦子 俗名葛期
,

长期隐居华山的楚地人
,

能治病
、

识药
,

善气禁之道
。

壶 公 东汉无名氏
,

常在长安市中悬壶行医售药
,

以为标志
,

故名
。

蔡 伦 字敬仲
,

东汉时代活动在陕西洋县的造纸专家
。

他曾以树肤
、

麻头及破布
、

渔网制造成纸
,

史称
“

蔡侯纸
” 。

王 晖 三国魏道士
,

医家
。

据《真仙通鉴 》
,

他隐于华山
,

在熊牢岭溪间种黄精
,

并常服之
。

其地今

名
“

种药坪 ” 。

《福地说 》说他
“

日食 黄精 三寸
,

绝谷不饥
,

久之度世
,

陶 宏景 先生谓之西岳佐命是也
。 ”

蒲 元 三国时曾在斜谷 今陕西眉县西南与岐 山县南交界处 为诸葛亮铸刀 余口
。

他已认

识到淬火剂不同
,

所得工件质量就不同的科学道理
。

马 钧 字德衡
,

曹魏扶风 今陕西兴平县东南 人
,

三国时期伟大的机械发明家
。

他曾改进织续机
,

使其效率提高四五倍
,

为我国后来的织布机奠定了基础 又制造
“
翻车“ 又称龙骨水车

,

在我国农田灌

溉中沿用千余年 复制指南车
,

使之重见天 日 发明连鸳
、

发石车
,

被称为国之精器
,

军之要用 制作水转

百戏
,

显示出机械设计与制造的高超才能
。

卫 臻 三国时代关中水利家
,

曾在魏青龙元年 公元 年 主持整修关中成国渠
,

并向东延伸约
。

杜 预 字元凯
,

西晋京兆杜陵 今陕西西安东南 人
。

著有《乾度历 》和《春秋长历 》发

明连机稚和水转连磨
,

在民间流传千余年 又在淮河流域倡导精耕细作
,

并在沙河与唐
、

白河流域兴修水

利
,

还主持孟津渡 口 浮桥工程
。

葛 洪 一 东晋 医家
、

炼丹家
。

曾西入关中
,

采药于飞仙 山
、

太白山
、

商山等秦之名山
。

著

有《关中记 》
,

今佚
。

又说著有《西京杂记 》一说刘故著
。

来 和 字弘顺
,

魏晋长安人
,

医家
。

著有《帝王养生方 》 卷
。

马 岳 北魏扶风人
,

机械制造家
。

太武帝命郭善明制造指南车
,

未成
。

复命马岳制造
,

车将成时
,

被郭善明所害
。

王 遇 字庆时
,

北魏冯诩 今大荔县 人
。

他长于工程建筑
,

当时的陵庙殿庭
,

多由他主持修造
。

周 渝 北魏户县人
,

与其子周驴驹均颇有医名
。

曾任北魏太医令
。

北魏道武帝拓跋狱

患头风眩晕
,

经澹治而愈
。

他反对迷妄活动
,

欲废煮炼仙药
、

服食成仙之事
。

周驴驹 北魏名医
。

尽得父之医术
。

孝文帝拓跋宏延兴 一 年 中 任北魏散令
。

哪道元 一 字善长
,

北魏著名地理学家
。

著有《水经注 》
,

曾到过长安附近的很多水系
,

考察

过渭水兹泉
、

郑国渠遗址等
,

并对关中东北部盐碱地变成肥沃地的地理变迁也作了考察
。

北魏孝昌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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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年 被害于阴盘释亭 今陕西临渔县东
。

姚僧垣 字法卫
,

南梁名医
。

贞阳侯天成元年 公元 年 入长安
,

任北周太医下大夫
,

治病多有效验
。

著有《集验方 》 卷
。

苏 绰 字令绰
,

西魏武功人
,

长于算术
。

许 臾 北周名医
,

活动在长安
。

《周书
·

艺术列传 》称其
“

方药特妙
,

斯皆一时之美也
。 ”

诸 该 字孝通
,

北周时活动在长安的名医
,

北周武帝宇文毓武成二年 公元 年
,

升为医正上

士
。

字文恺 字安乐
,

祖籍朔方夏州 今陕西靖边县 白城子一带 人
,

后迁居长安 著名建筑

大师
,

为大兴城一长安城的营建和设计者
。

亦曾开凿曲江池
,

主持设计和修复长城
、

营建广通渠
、

仁寿宫
、

东都城 今洛阳 等
。

著有《东都图记 》 卷
,

《明堂图议 》 卷
,

《释疑 》 卷 他还曾设计制作称水漏器
、

倾

影分箭上水方器和马上漏刻等多种计时器具
。

场帝北巡时
,

曾制大帐
,

其下可坐数千人 又造观风行殿
,

能容侍卫数百人
,

下装轮轴可推移
。

许 澄 许爽之子
,

隋名医
,

曾任尚药典御等
。

杨 素 隋华阴人
,

著有《食经 》
。

肖 吉 字文休
,

隋医家
。

著有《帝王养生方 》 卷
。

许智藏 隋名医
,

精于医方
,

用无不效
。

巢元方 隋大业间的太医博士
,

长期活动于长安
,

曾奉救撰《诸病源候论 》
。

何 稠 字桂林
,

与宇文恺并称为隋两大发明家
。

岁时随叔父至关中
。

他博览古图
,

多识旧物
。

复

制改进者颇多 曾两天造成辽水桥
,

又制行殿
,

还在一夜间造成
“
周围八里

、

高十初之六合城
” ,

并仿造波

斯金绵锦
、

改革宫廷服饰仪仗和制造玻璃
。

杨 广 即隋场帝
,

华阴人
。

曾下诏编写《四海类聚方 》
,

一说他 自己编写有《四海类聚

方 》 卷
。

裴 矩 一 字弘大
。

场帝时在张掖主管西域互市
,

采访西域风物
、

山川
、

交通等
,

撰成《西域

图记 》 卷
,

叙述 国之事
。

其中特别是关于从长安到东罗马 条路线的记载
,

是有关中西交通的重要

文献
。

阎立本 雍州万年 今西安 人
。

精通工艺
、

绘画
。

高宗显庆中官将作大匠
、

工部 尚书
,

后

任右相
,

改中书令
。

孙思邀 一 京兆华原 今陕西耀县 人
,

唐初名医
。

著有《千金方 》
、

《千金翼方 》
,

收方

余首
。

被称为中国古代八大名医之一
,

在民间被供奉为药王
。

他首创妇
、

儿科
,

在内
、

外
、

五官
、

皮肤
、

神经
、

营养保健
、

针炙
、

药学等方面均有建树
。

他在炼丹化学方面也卓有成就
。

萦德言 一 字文行 唐雍州长安人
。

据《陕西通志 》卷四十九
,

他与苏励等撰成《括地志 》

卷
,

又序略 卷
,

为唐代著名地理著作
。

苏 助 字慎行
,

唐武功人
,

与萧德言等撰有《括地志 》
。

于志宁 唐初大臣
,

京兆高陵 今高陵县 人
。

曾与李劫主持修定《本草 》并图 卷
。

又

与长孙无忌
、

李淳风
、

苏敬等 多人
,

在长安集体编修《新修本草 》
,

为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药典
,

收载药物

种
,

还订正过去本草经籍有差错的药物 余种
。

韦 机 雍州万年人
,

曾任司农少卿
、

司农卿等职
,

在檀州兴办学校
,

奖励农耕
,

亦 曾在洛阳修造上

阳宫
。

李元绒 字大纲
,

世居京兆万年
。

初任雍州司户参军时
,

不畏权贵
,

勇断太平公主与民争碾税案
。

在

京兆尹任内
,

受命疏决三辅渠
,

并尽毁权贵沿渠所立碾醚
,

分渠水灌 田
,

促进了农 田水利灌溉
。

玄 奖 俗名陈讳
,

长期活动在长安城的著名佛教学者和旅行家
。

所著《大唐西域记

卷
,

记述了他在西行取经途 中所经历的 个国家和 传闻中 国的地理位置
、

历史沿革
、

风土人情
、

山

川
、

物产
、

气候及宗教等情况
,

是研究印度
、

尼泊尔
、

巴基斯坦等中亚和我国西北地 区历史地理的重要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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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淳风 唐代杰出的天文学家
、

数学家
。

岐州雍县 今陕西凤翔县南部 人
。

历任将士郎
、

太常博士
、

太史令等职
。

他曾奉救对古代数学著作进行整理
、

总结
,

并从中选出《九章算术 》等 部数学

著作加以注解
、

整理和提高
,

使其得以作为当时国家高等学府的教科书而流传后世
。

他又新造浑仪
,

并新

增三辰仪部分
,

成为当时最为复杂和精密的科学实验仪器
。

他还在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定级
,

把风向确定

为 个
,

并根据树木受风影响而带来的变化和损坏程度
,

创制八级风力标准
。

著有《麟德历 》
、

《法象志 》

篇
、

《乙 巳占 》
、

《典章文物 志 》
、

《演齐人要术 》
,

并预撰《晋书 》
、

《隋书 》
、

《五代史志 》
,

其 中天文
、

律历
、

五

行诸志皆为其所作
。

李袭誉 字茂实
。

唐狄道 今南郑县地 人
,

后徙安康
。

据《中国人名大辞典 》
,

他曾在扬州大都府长

史和江南巡察大使任内
,

倡导农 田水利
,

引雷破水筑成句城塘
,

灌溉农 田约 名 。

韦慈藏 名讯
,

道号慈藏
,

盛唐长安名医
。

武后初年曾任侍御医
,

中宗景龙年间任光禄卿 掌膳食
。

告老还乡后
,

常带一只名
“
鸟龙

”

的黑犬在 民间行 医
,

《外台秘要 》中载有他的药方
。

李虔纵 唐长安名医
,

与韦慈藏
、

张文仲齐名
。

曾任侍御医
,

与张文仲合著有《疗风气诸方 》
。

张文仲 初唐长安 名 医
,

与李虔纵合着有《疗风气诸方 》
,

另在《外台秘要 》中收有《张文仲方 》

条
。

阎立德 一 唐初雍州万年人
,

曾任将作大匠
、

工部尚书
。

唐长安城的大型建筑
,

如长安外郭

城
、

终南山的翠微宫
、

宜君的玉华宫
、

高宗献陵
、

太宗昭陵
、

骊 山汤泉宫等
,

均由其设计营造
。

王孝通 活动于初唐时期的长安城
,

曾任算学博士
、

太史垂
。

他曾利用开带从立方的运算方法
,

解决

工程建设中上下宽窄不一
,

前后高低不同的形体 如坎
、

沟
、

渠 的施工计算间题
。

著有《缉古算经 》
,

主要

介绍开带从立方法 即求三次方程的根
。

义 净 唐长安僧人
。

旅行家
。

高宗咸享二年 公元 年
,

他取海道至印度
,

经历 多个国家
,

历时 年
。

后在大荐福寺 今西安小雁塔院内 译经
。

著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
,

对研究中印科学文

化交流史极有价值
。

韦 丹 字文明
,

唐京兆万年人
。

在广西任职时
,

教民耕种茶麦
,

兴办学校
。

在江南任职时
,

又教 民

筑瓦屋
,

筑江堤
,

修破塘 所
,

灌溉农 田约 场 , 。

李齐物 淮安王李神通之玄孙
。

在怀州和陕州刺史任内
,

于天宝初年开三门砒柱之险
,

以

通潜运
。

韦 坚 字子全
。

唐京兆万年人
。

曾任长安令
、

陕郡太守
、

水陆转运使等职
。

他主持在咸

阳附近的渭水筑堰
,

绝溺
、

沪二水
,

修成与渭水平行的渠道
,

至华阴永丰仓复与渭水合
。

他又在禁苑东作

望春楼
,

下凿广运潭通潜运
,

使每年 自江淮运载物资的船舶可直抵此潭
,

亦使关东向长安潜运粮食的年

纪录 由 万石
‘ ,

增至
, 。

杜 环 唐京兆万年人
。

据《通典 》
,

玄宗夭宝十年 公元 年
,

与大批军士和造纸
、

纺织工匠被俘

往地中海东岸
,

留居 余年
,

后于肃宗宝应元年 公元 年 东归
。

著有《经行记 》
,

反映中国纺织等技

术 由被俘工匠传至中
、

西亚各国的情况
,

成为中外科学技术交流的见证
。

宇文审 唐长安万年人
。

他在玄宗时创制杖架
,

又以铜铸成标准样式
,

使其长短粗细都合乎一定的

规范
,

亦使刑具等手工制品形成定制
。

一 行 一 俗名张遂
,

长期活动在长安的杰出天文学家
。

他于开元五年 公元 年 应诏

入长安负责改历
,

遂在长安大明宫集贤院建造
“

仰观 台
”

观测天象
,

并与梁令珊制成黄道游仪
,

重新测定

余颗恒星的位置
,

获得了 宿距度的精确新数据
。

他还发起在全国 地点进行大规模的天文观测

和大地测量
,

并发 明
“

复矩
”

用诸实践
,

从而获得世界上用科学方法实测的第一个子午线纬度长度数据
。

著有《大 日经疏 》
,

并订《大衍历 》
。

其历以定气编算太阳运动表
,

创造不等间距二次差法
,

使用具有正弦函

数性质的表格和含有三次差的近似 内插公式
,

并提出了计算 日食的
“

九食服差
”
法

。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