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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一个带有特殊印记和气质的地方，令人青
睐，更让人流连忘返。

去滁州学习，一路感受这江淮之滨的魅力。我
们怀着新奇的心情登上大巴车，此时，薄雾轻笼，滁
河缓缓流淌，大自然用最温柔的笔触，勾勒这片因水
得名的风骨胸襟。依淮河，临长江，隔河相望南京，
这方山水宁静的画卷正展现着“形兼吴楚，气越淮
扬”的气象万千。

此时，迫不及待想去看风景绮丽的“天下第一名
亭”醉翁亭。读书时，书本中北宋欧阳修《醉翁亭记》

“环滁皆山也”描绘的就是这里。走进绿意盎然的琅
琊山，古木参天，山间溪流潺潺，仿佛在诉说着千年
的故事。欧阳修在这里著有《醉翁亭记》和《丰乐亭
记》，抒发了与民同乐的胸臆。山道旁，一块块石碑
静静地矗立，记载着欧阳修等文人的足迹，因而世代
闻名。站在醉翁亭前，感受那份醉意与诗意的交融，
恍若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风雅的时代。欧阳修馈
赠的历史文化遗产，不仅刻印在醉翁亭畔那块欧文
苏字的双绝碑里，更融化在这片山水的血液灵魂里，
润物无声地滋养、启迪着一代又一代人。

凝望环绕的群山，起伏的冈峦，遥想五代后周
时，赵匡胤在此击败南唐主力，奠定北宋帝业根基。
琅琊王司马睿在此蓄势渡江，成就“五马渡江，一马
成龙”的传奇。明太祖朱元璋起兵凤阳，南征北战，
开启了大明王朝的雄伟基业。老街古巷，青砖灰瓦，
诉说着岁月的故事。石板路上，脚步声回荡，似乎能
听到历史的低语。

漫步明湖畔，湖水如镜，倒映着蓝天白云。微风
吹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一如大自然的琴弦，轻轻
弹奏。湖边的垂柳轻拂水面，如同少女的秀发，柔美
而动人。小店飘出阵阵茶香，让人忍不住驻足留恋，
品味那份宁静与淡泊。

在小岗村驻留时间最长。那里因改革而闻名，
改革开放前夕，小岗村十八户农民按下“红手印”，首
创农业“大包干”，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这里的
远古时期，先民就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繁衍生
息，考古发现的遗址反映了曾经的历史年轮。

走进现代农业园区，一片片绿色的田野，展现出
现代化农业的勃勃生机。智能温室里，果蔬茁壮成
长，科技的力量在这里得到最好的诠释。农民们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是新时代的希望与美好。
在“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感召之下，滁州的发展也
令人欣喜。

这座美丽的城市，风物清美，文化包容，山光水
态，兼收并蓄。先贤大德在此讲学，文人墨客在此题
诗。唐宋以来，欧阳修、辛弃疾、文征明、薛时雨等在
滁州的山林水泽、殿宇亭榭之间留下文华墨宝。王
阳明将心学的种子在滁州大地上播撒。一代文豪吴
敬梓的鸿篇巨制《儒林外史》开辟中国讽刺小说之先
河。一座文化城传承着文化血脉，让每一个来到这
里的人，都能感受到文化的深厚底蕴。

走进这里，好山好水与厚重人文交相辉映，文化
底蕴和小岗精神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环滁皆山也
□作者：龙学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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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如兰，字湘畹，号芳谷，全椒人，
为乾隆三十年（1765）举人，历任江西浮
梁、上犹、新建等县知县。著有《乾象拾
遗》《春晖楼集》等，可惜多已散佚，仅留
存《书梅氏月建非专言斗柄论后》一卷。

许如兰曾与吴烺共同学习梅氏天
文历算，而在此之前，许如兰首先学习
的是明末清初著名天文学家、数学家薛
凤祚所译的穆尼阁著作《天步真源》《天
学会通》。乾隆四十年（1775），许如兰
先后在北京拜谒戴震，在常州拜访董化
星学习历算。戴震是“乾嘉学派”的代
表人物之一、皖学的集大成者，治学广
博，在天文、数学、历史、地理、音韵等方
面均有建树，他所作《勾股割圆记》通过
古籍印证、数学考据之法，证明康熙所

提倡的“西学中源”之说，推动清代数学
发展和数学教育的进步。而董化星则
是通晓薛氏历算的专家学者。在得到
戴震所授《勾股割圆记》与唐代数学家
王孝通所著《缉古算经》后，许如兰历算
可谓“兼通中西之学”。

《畴人传》（卷四十八）载：“（许如
兰）尝谓其弟子胡早春曰：‘古人以句股
方程列于小学，童而习之，人人能晓，今
则老宿不能通其义。一则时尚帖括，视
句股为不急之务；再则习为风雅，不屑
持筹握算，效畴人子弟所为。噫，过
矣！’又谓：‘士大夫不精弧矢之术，虽识
天文，无益也。畴人算工不明象数之
理，虽能步算，无益也。’”可见许如兰对
当今世人不重视勾股算法习气之不满，
同时认为天文与历算相辅相成，仅精通
一项并无益处。

除了精通天文历算外，许如兰为官
亦深受百姓爱戴。其在任期间捐献俸
禄修复堤圩，建设新堤，被百姓爱称为

“许公堤”。《全椒县志》（民国九年版）
载：“首捐廉二千金，倡修圩堤；复于二
十二都捐金五百，创筑新堤，民以‘许公
堤’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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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化青少年国防教育，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营
造浓厚的书香氛围，3月14日至15日，“百位名家进滁
图”系列活动在滁州市图书馆揭开序幕。首场活动是
由军事少儿文学作家八路老师带来的专题讲座，讲座
围绕“传承红色基因 听我少年声音”的主题，为青少
年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八路老师，原名张福远，是中国青少年军事文
学的代表性作家，他创作的《特种兵学校》《铁血战
鹰队》等系列作品风靡全国，用生动的文字为无数
少年种下了爱国强军的种子。

在滁州市会峰小学活动现场，作家八路老师结
合《特种兵学校》《铁血战鹰队》等经典作品的创作背
景，通过鲜活生动的军营故事和真实历史案例，向学
生们讲述中国军人的坚韧品格与家国情怀。在滁州
市实验小学活动现场，作家八路老师聚焦文学创作
与精神传承，以“如何用文字书写少年力量”为切入
点，从选题构思、人物塑造、情节设计等方面传授写
作技巧，并鼓励学生“把眼睛当做镜头，用心灵感受
生活”。在图书馆活动现场，作家八路老师通过“军
事知识问答”“战地情景模拟”等趣味形式，带领学生
感受国防科技的力量，体悟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
同学们踊跃发言，分享自己对《铁血战鹰队》《特种兵
学校》系列丛书的认识，对军人职责、国家安全的理
解，现场气氛热烈。

此次活动共吸引近1400名师生及读者参与，为
“百位名家进滁图”品牌系列讲座拉开了帷幕。未来
滁州市图书馆将持续邀请名家走进滁州，为书香亭
城建设贡献力量。 （吕思润）

“百位名家进滁图”
首场活动举行

金望欣，字禺谷，号秋士。嘉庆二
十一年（1816）举人，是全椒金氏家族第
十五代，与著名的诗人、戏剧家、骈文家
金兆燕为同辈。后考选，以知县分发甘
肃。工诗文，精天文算学。著有《春秋
五纪》《周易汉唐古义》、清惠堂诗文辞
赋各集。

金望欣先向同乡江茂才（江临泰）
学习梅氏历算。江临泰自幼通音韵，乡
间传闻乃天授之才。同时精通天文算
学，善于制造仪器，认为简平仪中对于
星盘的划分比例要比浑天仪更加精
准。清代著名天文学家张作楠以及天
球仪制作者齐彦槐在担任地方太守时，
均邀请江临泰担任幕僚，共同研讨测算
之术。江临泰后著有《揣龠小录续录》

《弧三角举隅》《中星图表》及《浑盖通
诠》等书。

金望欣在江临泰处习得授时历法
后，又通过《历象考成》前编学会时宪历
法，并以两法相合推算春秋时期的36次
日食，向江临泰求证时得知对于日食推
算以太阳、月亮中心距离测算更为精准
后，于是开始研习《历象考成》后编，进
一步提升自身算学水平。后期，金望欣
在北京拜谒了刚刚就任户部的数学家
徐有壬，徐有壬用表向其推演了“日食
三差法”。在广陵时，金望欣又与数学
家罗士琳相识，对传统中算“四元法”进
行探讨，罗士琳还向其展示了应用古法
七历（即《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
历》《周历》《鲁历》《三统历》）推算春秋
溯闰历日。

据《畴人传》载，金望欣对以清朝当
时历法推算春秋时期两次冬至之日均
迟了三天，而《历象考成》前后编中又存
在古今消长与岁实消长之差存在疑惑，
于是请教国子监算学助教陈杰，陈杰表
示岁实有消无法，而朔策都会渐消，因
此以岁实为准。金望欣以岁实消长之
法推算春秋僖公五年（公元前 655）冬
至，发现均符合，但郭守敬在《授时历》
中提出的“百年消长一分”的算法仍无
法确定。

金望欣的才学，得到了晚清第一名
臣、湘军首领曾国藩的老师吴文镕的高
度认可，《全椒县志》（民国九年版）载：

“（金望欣）笃行嗜学，吴文节公文镕，极
所倾倒。”而后太常寺卿袁昶也曾在全
椒夜宿时对他人说：“近代棕亭（金兆
燕）、山尊（吴鼒）、桑根（薛时雨）辈，皆
能以词章雄于时，而根抵经史学有心得
者惟金某一人。”

吴烺，字荀叔，号杉亭，为乾隆十六年
（1751）钦赐举人，全椒吴氏家族第六代，
为著名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
之长子。

吴烺幼时随其父至南京居住，与同乡
许如兰共同师从刘湘煃学习天文历算。
而刘湘煃则是被誉为清代“历算第一名
家”和“开山之祖”的梅文鼎之弟子。刘湘
煃在湖北江夏时听闻梅文鼎之名，于是变
卖家产千里投学。梅文鼎也非常看重刘
湘煃，曾与他人书信中称“金、水二星，历
指所说未彻，得刘生说，而后二星之有岁
轮，其理确不可易。”吴烺在向刘湘煃学习
期间，亦勤学好问，刘湘煃留有《答全椒吴
荀叔历算十问书》，吴烺好学之心可见一
斑。在担任内阁中书学习行走期间，吴烺
曾与当时共同入京的钱大昕、褚寅亮等人
研讨梅氏算术，其算学水平进一步得到提
高。根据《畴人传》引沈大成为《周髀算经
图注》所作序言，周髀之术所提之“盖天
说”以勾股算法为根本，而赵爽、甄鸾、荣
方、陈子等后人，将商高原本对于勾股的
定义解释得愈加复杂晦涩，后人难以理
解。而吴烺以文字及图表注释，并以“西
法补证古经”，供他人参考。沈大成对此
赞曰：“皎若列眉，劙然若画井，昭昭然若
揭日月而行，举千载之难明者一旦豁于目
而洞于心，岂非愉快事哉！”

除却在数学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外，吴烺在诗词方面著有《杉亭集》《春华
小草》《靓妆词钞》，15岁时所作杂诗即被
吏部主事吴檠赞曰“气味声色，直入黄
初。儿时涉笔，遂臻其境，觉孔北海未是
隽物，使我屐折。”同时吴烺在其《五声反
切正韵》中创造性编制三十二韵图，成为
研究南京区域语音发展、历史演变等的重
要依据，程名世称其“言简而义精，证博而
旨远，实能发前人未发之秘”。此外，吴烺
与江昉、吴镗、程名世共同编撰的《学宋斋
词韵》，在1981年7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印
制《词林正韵》的出版说明中言：“迨吴烺
之《学宋斋词韵》出，乾嘉词人尤多奉为规
律。”华东师大的狄兆俊教授于1989年至
1990年著成《填词指要》一书中附的《词韵
简编》，各取《词林正韵》和《学宋斋词韵》
之长，可见吴烺的《学宋斋词韵》在词学界
有着极高的地位。

名 人 与 滁 州

《畴人传》由清朝著名学者、体仁阁大学士阮元所编撰，为我国首部关于科学家的传
记集，被后人赞为“有功艺苑”“不朽之盛业”。全书46卷，269篇，记述自太古至清嘉庆
年间天文、数学、历法等方面的专门学者275人，另有西洋天文学家、数学家和来华传教
士41人。在书前的凡例中，引清人谭泰所作《畴人解》的话说：世代相传之业谓之“畴”，
家学渊源的科学家则称“畴人”，“是编以畴人传为名，义取诸此”。清道光年间罗士琳撰
《续畴人传》六卷，光绪年间诸可宝撰《畴人传三编》，后黄钟俊撰《畴人传四编》分别对其
进行增补，为后世之人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提供了重要参考。而笔者偶然翻阅起床头
的这本巨著，却意外发现其中三位来自全椒的数学家，不由欣喜万分。

《畴人传》中的
三位全椒数学家
□作者：姜培忠 韩柯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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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千载史，济济椒陵人。在这片广袤的大
地上，不仅涌现出了无数文人学者，也有着吴烺、
许如兰、金望欣这样的畴人大家，全椒儒林之乡，
名不虚传矣！

▲许如兰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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