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问盖世 名垂青史

顾观光一生遗著内容广泛，涉及天文、历法、数学、医

学、工艺、四书、纬学、地理、札记等方面，是中华民族的一

份宝贵文化遗产。然而，顾观光说：“科学研究必须积世、

积测、积人、积智。”正是由于有着正确的研究观，顾观光

始终保持着平民本色，他布衣粗食，自奉甚俭，不摆架子，

没有一点名医派头，表现了一种自甘淡泊的高尚情操；而

在科学研究方面，他孜孜不倦。当时，金山卫钱家圩交通

闭塞，研究条件极差，而顾观光能在中国近代天文数学史

上争得一席之地，成了清代著名数学家中的狡狡者，实属

难能可贵。

咸丰初期太平天国起义军大军压境，当时钱家圩的

乡民人心惶惶，而顾观光依然宁心静思，沉湎于数学的研

究之中，“以算理自遣”。咸丰十一年太平军占领金山县，

顾观光就在奉贤、南汇逃难避乱，但其次子顾沄则随太平

军而去，下落不明。挚友韩应陛（数学家）在避乱途中因

中暑“惨惨发病而死”；接着顾妻唐氏和幼子顾源又相继

去世，顾观光受此打击，悲痛成疾，郁郁寡欢，于同治元年

（1862年）长别于人世，终年63岁。

顾观光作为道光、咸丰年间有名的天文数学家，清廷

内阁中书韩应陛特地撰写了《顾尚之》传记；《清史》稿称

顾观光“博通经、传、史、子百家，尤究极天文历算，因端竟

委，能抉其所以然，而摘其不尽然。时复蹈瑕抵隙，搜补

其未备”。清史对顾观光的评价之高，充分肯定了他在研

究我国古典天文、数学及医学过程中的卓越成果。

顾观光作为近代天文数学家，同样赢得了民间的高

度评价。姚光认为他的著作“洞微乎古法之源，抉择于西

人未言之秘”。藏石大家阮元说：“于古今中外，中西诸算

数，无所祖皆有发明。”

顾观光逝世后，其墓为乡民所修。1927年由高吹万、

高望之等发起整修坟墓，重立墓碑，镌有“金山顾尚之先

生之墓”。1932年，在顾观光逝世 70周年之际，金山各界

士绅集会公祭修墓，立青石碑，高燮撰写碑文。1962 年，

在顾观光逝世 100 周年时，金山县人民政府举行纪念活

动。同年 10 月，顾观光墓被列为金山县文物保护单位。

1992年 11月顾观光墓得以重修，金山县人民政府在其墓

冢正前方立花岗岩墓碑，墓周植龙柏、罗汉松等树木，保

持了清代后期古墓葬的特色。如今，顾观光先生长眠于

金山卫镇塔港村20组一条碧波荡漾的小河边上。顾观光

其故居位于金山卫镇钱圩西街 43弄 3号，砖木结构平房 2
间，2001年5月由其后裔筹资予以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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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钱圩小镇北的顾观光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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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观光，字宾王，号尚之，别号武陵山人（1799-1862），清代数学家、天文学家、医学家。顾观光生活清贫，个性高傲，骨气浩然，他出生于金山卫
镇钱家圩的世医之家，无意仕途，继祖父和父亲之后，成为钱圩的一代名医。他行医济贫，名扬四乡，在民间素有“一味灵”之称。顾观光的贡献远远
不局限于医学上，同时研究天文、历法、物理、数学等自然科学，写有多种研究专著，他校勘的《指海》等，在当今的日本仍被尊为“尊贵的典籍”。顾观
光一生坎苦，咸丰十一年(1861年)母殁；翌年，长子及次子皆随太平军去，不久妻唐氏和季子又相继去世。他悲痛成疾，于同治元年(1862年)郁郁而
逝，墓葬于钱家圩小镇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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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无门 行医有方

顾观光出身于金山卫钱家圩一户殷实富裕的行医世家，

其父医道高明，又在行医之余博览群书，是当地知名的饱学

人士。顾观光在其父的训蒙下，自幼聪敏颖悟，理解力强，记

忆力极好，他对程朱理学和祖传医术，不论酷暑严冬，深夜不

倦，坚持苦读。夏天为了防止蚊叮虫咬，甚至将双脚伸入灌

满水的瓮里，坚持读书到深夜。家里藏书读完了，就到藏书

丰富的邻居钱熙祚家去借读，钱家为他的好学精神所感动，

有求必应，使他对我国古代典籍有了较为普遍的了解。

顾观光勤奋好学，他9岁读完四书五经，13岁补诸生。使

其父对他寄予更深的期望，希望他科举仕进，光宗耀祖。嘉

庆二十四年（1819年）开始，他以贡生资格，三次参加考试，但

都名落孙山。后因祖父和父亲去世，从此绝意仕进，而以行

医为业。顾观光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治病时不尚贵重药品，

唯重对症下药，往往用一味药就能奏效，有“一味灵”之称。

这“一味灵”还有着这样一段故事。

相传，张堰镇上有个巡检官，其妻子生怪病，到处求医，

毫无起色，听说顾观光能医百病，就派人去请。顾观光出诊

其家，把脉看舌苔后开方子一张。巡检官一看，方子上只写

了一味药，而且是草药，值起来最多二分钱，顿时不悦。心

想，娘子吃的药用船装都装不下，你顾观光只用二分钱的一

味草药能治好病?顾观光见他脸色阴沉，知他不满意，出门时

有意自言自语道：“不对船装无用，对科一味就灵。”果然，第

一帖药吃下去，毛病好了一半；第二帖药一吃，毛病减八分；

第三帖药一吃，毛病全断根。巡检官高兴呀，逢人便说：顾先

生真是“一味灵”!从此，“一味灵”便名闻遐迩。

但顾观光个性高傲，骨气浩然，对权贵不屑一顾。有一

次，平湖东门外有一富翁生病，当地医家诊治无效，他久闻

顾观光医术高明，便派人携重礼，到钱圩请顾观光前去看

病。顾观光早就听说，这个富翁爱富欺贫，两眼盯钱十分势

利，就说：“偌大一个平湖，有的是妙手郎中，我这个乡间野

老，怎么敢去献丑？”那家人苦苦哀求，顾观光没有办法，只

好勉强前去。到了平湖，那富翁从病榻上起来，从楼窗里望

去，见顾观光身穿破旧的毛蓝布长衫，脚上穿着草鞋老布

袜，便怀疑顾观光徒有虚名，于是叫仆人不开正门开侧门，

也没有派人迎接。到病房后，那富翁假痴假呆，伸出手来叫

顾观光切脉。顾观光不与他计较，诊断好之后，展纸疾书脉

案，脉案清晰入理，富翁这才服帖。一面命人端茶倒水，一

面赔罪说：“请先生赐药！”顾观光开了几味药，对富翁说：

“这个药可服三剂，如果好一点，复诊时不需要我再来，请找

东门外衣庄店老板，他也精通医理，肯定可以治病。”说完，

拱手而别。

那富翁服药之后，病情果然好转，就遵照医嘱，派人到衣

庄店请那老板复诊，弄得衣庄店老板莫名其妙。富翁又问遍

了平湖所有的衣庄店老板，竟没有一个会看病的，才晓得顾

观光的话里一定有因。于是，那富翁又叫家人摇了船，到钱

圩请顾观光复诊，顾观光笑着对那人说：“古人说，以貌取人，

失之子羽。你家主人只重衣衫不重人，衣庄店里有的是好衣

裳，何不请衣裳去看病呢？”那富翁听闻之后，羞愧难当，事后

势利之气大为改观。

勤奋好学 一专多能

顾观光在乡间以行医为业，但在诊病之余，他

系统研究了我国历代的历法和数学名著。顾观光

思想前卫，他主张“中西之法可互相证，而不可互相

废”。正是由于他的这种思想，使他敢想敢作，对天

文、历法、数学、史地尤有研究，成就卓著。

顾观光一生经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个

时期。嘉庆年间，顾观光在行医的间隙，致力于古

籍的整理和研究，先后撰写了《古韵》22 卷、《国策

编年考》1 卷、《七国地理考》14 卷，校勘了《华阳国

志》、《吴越春秋》、《列女传》、《文子》等，均附有《校

勘记》。编辑了《古书逸文》，辑录了已散失的《神

农本草》、《七律拾遗》、《桓子新论》等书。诠释的

书籍有《伤寒论》、《金匮要略论注》、《伤寒经解》、

《几何原本后》等；道光十四年（1834 年）后还协助

钱熙祚校勘《守山阁丛书》、《指海》，协助钱培名校

勘《小万卷楼丛书》等巨著，在校勘考证方面取得

了一定成就。

道光后期，他摆脱“乾嘉学派”的影响，从对古

典文献的考证研究转向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尤其对

古典天文学和数学产生浓厚兴趣。鸦片战争以后，

西方科学技术逐渐传入中国，他能接受西方先进的

科学成果和研究方法与我国古典科学融会贯通，博

采中西之长，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一时期他对传刻

本《周髀算经》中 27 处错误作了订正，撰写了《周髀

算经校勘记》。《周髀算经》是汉代一部天文学著作，

书中有复杂的数学计算和勾股定理的运用。顾观

光经过深刻研究，指出古人是用平面图来标明浑圆

的天体，书中表示周径里数的大小数据，仅是为了

在平面图上绘图而假设的，并非实测的数据，所谓

“北极璇玑”也只是绘图所需的借象，并非实有的一

颗星。书中反映的“盖天说”，纯属古人观察天象所

作的设想，并非利用这种平圆的理论来测量天地。

顾观光的这一结论，对后人理解《周髀算经》中的一

大堆矛盾和繁杂的数据有极大的帮助。在对古天

文学的研究中，顾观光还将我国古代历法与西历、

回历加以比较，探求用新的方法来计算古历法中闰

年误差日的数值计算。撰写了《六历通考》、《回回

历解》、《九执历解》、《甲子元推步简法》、《癸卯元推

步简法》、《五星推步简法》等。

道光二十六年至咸丰元年，顾观光着重于中西

数学研究。不仅通读了当时所能得到的同时代学

者的数学著作，而且“凡近时新译西术”都觅来悉心

推敲研究，对每一本书，每一种数学新法加以验证，

取其“明确之理”，纠正其“不尽之处”。先后撰写了

《算剩初编》、《算剩续编》、《算剩余编》、《九数外

录》、《九数存古》等专著。如西人求圆方法，只知圆

内各等边之半为正弦，而不知外切各等边之半为正

切，因此顾观光采用古代数学中“六宗、三要、二简”

的方法求外切各等边之正切，弥补西法求圆的不

足。他还认为西方数学家杜德美的“圆径求周术”

方法原理不够严谨，解法繁琐难记，因此他把同时

代数学家董佑诚的“割圆连比例求圆法”和杜德美

的“圆经求周术”相结合，使圆的弧与弦在一定条件

下可以相互转化，求弧如求弦，用弦如用弧，“一弧

之数，即众弦之合数”，使“弧线、直线相求之理始

尽”。顾观光的其他著作有《算胜初》两卷、《九数存

古》九卷、《六历通考》、《推步简法》、《新历推步简

法》、《五星简法》等。在数学方面，顾观光以研究对

数著称，撰有《对数衍》一卷。 正是由于顾观光对

中西数学研究有独到之处，成为清代著名的天文数

学家。

顾观光还是我国较早撰述力学文章的作者之

一。他的《九数外录》所辑的十篇文章有六篇是关

于数学的，四篇是关于力学的。这四篇力学文章包

括了静力学、动力学、流体力学和天体力学，这些文

章介绍了许多初等力学课题和计算方法，也夹杂着

一些力学的基本概念，是当时中国的一项可贵的成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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