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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拜的是一位汉代杰出的科学家和著名的文学家--张衡。 张

衡生在南阳，葬在南阳。张衡墓位于南阳市北25公里的石桥

镇，墓高8米，周长79米，周围有砖砌通道和八角形围墙，墓

周苍松翠柏，遍植园内，绿茵遮地，墓园肃穆静宜。花墙正

面为一月门，门前两侧竖有墓碑两通，一为明嘉靖年间所立

，一为清光绪年间所立。 墓前有郭沫若的撰文石刻："如此全

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历史中亦属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敬

仰。" 张衡，字平子，南阳郡西鄂(即今日之石桥镇)人。生于

汉章帝建初三年(78年)卒于汉顺帝永和四年(139年)，终年62

岁。张衡天资聪明，敏而好学，博学多能，才华横溢，在世

界科学文化史上树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被誉为"世界文化名

人，中国科学泰斗。" 东汉时期的都城在洛阳，当时的洛阳是

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文人荟萃，学校如林，学

术空气浓厚，文化教育空前繁荣。张衡为了开阔眼界，实地

考察，于汉和帝永元六年(94年)的阳春三月，来到了洛阳。

这次他在洛阳居住了6年。其间他把主要精力用在游太学、访

名师、求好友、虚心学习、刻苦钻研方面。 他精通了五经(易

、书、诗、礼、春秋)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又

在好友崔瑗的帮助下，开始研究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数学

、历法。他写了不少优美的辞赋，初步展现了他非凡的才华

，引起了社会上的关注。在文学和科学方面已经有了很高的

造诣，这为他后来成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奠定了思想上和理



论上的基础。 公元100年深秋，鲍德调任南阳郡守，经崔援推

荐，23岁的张衡离开京师洛阳，随鲍德去南阳郡任主簿。 汉

安帝永初五年(111年)，鲍德等人在京奏明皇上，使安帝得知

张衡学识渊博，便公车南阳征张衡到洛阳当了尚书台郎中，

三年后升为尚侍郎，次年改为太史令。 太史令的职务是掌管

天文、历法、气象、祀典等。这为张衡对天文历算方面的深

入研究和实践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汉安帝阳嘉二年(133

年)，张衡被提升为侍中，作了皇帝的高级顾问。汉顺帝永和

元年(136年)，张衡被排挤出京师洛阳，当了河间相。张衡第

二次来洛阳，居住了26年之久。在这26年中，他的官职虽几

经变动，但担任太史令的时间最长。他担任太史令时，作了

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灵台是东汉时期全国最大的天文观测

台，使用时间长达250年之年。张衡在这里反复实践，认真钻

研，不但撰写了《灵宪》、《地震对策》、《浑天仪注》等

重要的科学著作，还设计创制了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等精巧

的仪器，为人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张衡在《灵宪》中详细

地解释了月象变化和月食发生的自然现象。经过科学分析，

提出了许多富有科学性的见解。他在灵台观察时，记录了天

空中的星体。较亮的星有2500个，常明星有124个，叫出名字

的320个。这与现代天文学所统计的在同一时间、地点用肉眼

可以看到的星为2500~3000颗数据大体相同。当时在洛阳观察

到的星体，与现代观察的星体数基本相同。他因此还绘制了

《灵宪图》，这是中国最早的星相图。 汉安帝元初四年(117

年)，张衡根据浑天学说，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试

验，终于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架利用水利自行转动并能准确

地观察天象的大型天文仪器--浑天仪。他这一发明，对当时



社会上流传的图箕迷信之说是一个有力的回击，对中国天文

学的研究是一个伟大的贡献。浑天仪制成后，张衡又著《浑

天仪图注》，解释浑天仪的制造原理和使用方法。张衡的浑

天学说认为，天地都是圆的，天在外，像鸡蛋壳，地在内，

像鸡蛋黄。这种说法虽然不完全正确，但比起当时流行的天

圆地方学说要进步得多。 东汉时期，地震时有发生。张衡从

青年到中年这个时期就有20多次大的地震，其中一次就波

及42个郡国，百姓死伤无数。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促使了

他对地震进行研究，决心创制一个测知地震的仪器。汉顺帝

阳嘉元年(132年)，54岁的张衡创制出了世界上第一架测定地

震的仪器--地动仪。地动仪用青铜制成，圆径8尺，状如酒樽

；中有立柱，连着8个方向的机械；外面有8个龙头，口衔铜

丸；下面有8个蟾蜍，口向上张。哪个方面地震，哪个方向的

龙口就吐出铜丸；落在蟾蜍口内，发出清脆的声音，看守人

就可知道发生地震的方向，并推测出震源的距离。公元133年

、135年、137年，京师洛阳连续三次发生地震，"地动仪"均有

显示。可是到了公元138年的一天，地动仪西面的机械发动，

铜丸落入蛤蟆口中，而人们没有感到地震，有人则认为地震

仪不灵了。但没过几天，释使报告说，那一天陇西郡发生了

地震。地动仪可以测到千里之外的地震，这真奇迹!据英国李

约瑟研究说，直到公元1880年，欧洲才制造出第一台地震仪

，这已晚于张衡地动仪1700余年了。张衡发明地动仪在世界

地震学史上是一件大事，具有划时代意义。因此，张衡被公

认为是世界地震学的鼻祖。 张衡又是一位气象学家，他发明

了测定风向的仪器，叫候风仪，又名相风铜鸟。铜鸟衔花，

安放在五丈高的木干顶端，风来则转向，便可知风向，这一



发明，比欧洲的候风鸟早1000年，可谓世界之冠。 张衡是一

位学识渊博、富于创新的科学家。他还发明了指南车。车上

装着一个木头人，不管车子怎么转动，但木头人的手始终指

向南方。他又发明了记里鼓车。车上放着一个鼓，鼓的两端

各坐一个手持棒槌的木人，车轮转动149周，便为一里，木人

出手击鼓报告。这些都是用机械原理制成的，在1800多年前

能成功的制作出这样的机械，实在是一个创举。 在数学方面

，张衡有专著《算罔论》，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与3

．1415927之间，比欧洲早1300年；在地理学方面，他绘制有

完备的地形图。 张衡为人正直，清正廉洁，性格刚强，行政

有方，经常受到宦官和方士的攻击。汉顺帝永和三年(136年)

，他被排挤出了京师，调任河间相。永和三年(138年)，他深

感事实不平，犹如霾雾迷瘴，怀才不遇，忧国忧民，回天无

力，报效无门，遂上书皇上，告老还乡。顺帝不但没有准奏

，反而升迁为尚书，协助处理政务，皇帝速诏张衡回京都洛

阳任职。他在回洛阳的路上，百感交集，为了不使浑天仪涡

没后世，抓紧时间赶写《浑天仪图注》，此书对浑天仪作了

详尽的说明。他第三次去到洛阳后，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

也是他生前最后的一部大作。由于他极端劳累，回京师任职

不到一年就病故了。死后就埋葬在故土南阳石桥镇。他的好

友崔青特地赶到洛阳，含泪挥笔在碑文中写到："道德漫流，

文章浮动，数术穷天地、制作造化。"对张衡作了极高的评价

。 张衡多才多艺，全面发展。他不仅是东汉时期伟大的科学

家，而且也是东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张衡以作赋见长，主

要有《温泉赋》、《二京赋》、《南阳赋》、《思玄赋》、

《骷髅赋》、《归田赋》、《冢赋》、《羽猎赋》等。其中



《二京赋》从形式上模仿了班固的《两都赋》，但思想和艺

术性都超过了前者。张衡是一位承前启后的赋家，它的赋作

对后世抒情赋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张衡在诗歌创作方面

也有很大的成就，有四言诗《怨篇》，五言诗《同声歌》，

七言《四愁诗》。其中《四愁诗》的价值最高，作者采用了

比兴的手法，表现了自己伤时伤世之情，对后来七言诗的形

成具有重大作用。此外，张衡在绘画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诣，

是当时著名的画家之一。 张衡不愧为世界上光彩夺目的科学

和文学的双子星座。公元20世纪50年代，我国曾先后发行了

关于张衡和地动仪的纪念邮票。他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国

际上把他同伽利略、哥白尼、开普勒齐名并提。1970年国际

天文学会命名月球上的环形山为张衡山；1977年又将太阳系

中一颗编号为1802的小行星命名为张衡星。可见，张衡因其

历史功绩和伟大创造，也深受世界人民的祟敬。张衡永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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