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日晷”，一家四口在地球的不同角
落忙着同一件事情：老爸退休后办了家天文
科技公司，专门研制和推广日晷；老妈放弃
专业，当起了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儿子在加
拿大负责上网搜罗世界各地的各式日晷；女
儿在美国推介老爸为日晷写的新书。
这家的男主人，名叫王德昌，快满 !"周

岁了。他管日晷叫“时间雕塑”———那是人类
最早发明的天文仪器，用最朴素的方式记录
时间的停留与流逝。

用“黄浦”命名小行星
王德昌出生在北蔡，读书在洋泾中学

（当时属于黄浦区），后成为中科院紫金山
天文台研究员。他主攻太阳系的小天体运
动，和小行星打了几十年交道，直到退休。

浩瀚的夜空里，有多少未知的光亮？
天文工作者让望远镜跟着星星走，用照相
机全程跟拍。王德昌说，那时候只要天公
作美，常常从天黑守到天亮。
几十年里，王德昌和同事们发现了一

两百颗小行星。和他缘分最深的一颗，名
叫“黄浦星”。“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用省
份和科学家的名字，为新发现的小行星命
名。用一个区的名称来命名，‘黄浦星’
大概是第一颗。那颗小行星主要是我发现
的，所以名字也是我提议的，我把它献给
家乡。”

退休后当起“科普老板”
王德昌和妻子汤惠芳把家安在浦东万

德路，是当年黄浦区政府为了夫妻俩回家乡
创业特别奖励的房子。这个家有些“古怪”，
没有厅，两间卧室各居一隅。打印机、复印
机、电脑、会议桌、陈列架等办公用品，倒是
一应俱全，还多了些“接待处”“盥洗室”“出
口”的牌子。说它是办公地点，比私人住宅更
贴切些。
“既然搞天文科普，我就要找一个与众

不同的项目。于是，想到了日晷。”所谓“日
晷”，就是用日影来测时的仪器：不同的季
节，不同的时刻，日光投向地球，留下不一样
的影子———有长有短，朝着各自的方向，就
像钟面的指针一般。人们最初就利用日晷来
确定朝朝与暮暮，分辨几时几刻。“尽管我们
现在有了比它精确不知多少倍的计时仪器，
但日晷依然是管用的。比如，我最喜欢的地

平式日晷，既能测时间又能测节气。”王德昌
告诉记者，目前最好的日晷，已可精确到 #

分钟。
“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日晷的‘内涵’，

是因为它的‘外貌’太出众。”它可以像一本
摊开的书，一段有刻度的尺，一面古色古香
的墙，一支蓄势待发的箭，一只飞翔的鸟，或
者像一个高音符号。其实，它正是一座座以
时间为主题的科学雕塑，将科学与艺术完美
结合。王德昌给日晷起了个好听的名字———
时间雕塑。他和中科院上海天文台高级工程
师张建卫合著的新书，就取名为《时间雕
塑———日晷》，叶叔华院士在序里夸这个名
词好，把日晷的科学主题、艺术品位和景观
功能都说到了。

科普赚的钱拿来科普
既然要把日晷打造成一位天文科普的

“形象大使”，就要吃透它的学问。毕竟是
搞科研的人，王德昌做起日晷的学问来也
一丝不苟。当互联网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的时候，在国外做计算机软件高级工程师
的儿子王珉，便开始帮父亲网罗各类日晷
的图片和介绍。“但他最初传回来的那些
照片，大多不是日晷，仅仅是雕塑。”收到
父亲的意见后，王珉专门设计了一个搜索
程序，集纳了日晷的各种要素，这以后，
通过网络源源而来的都是货真价实的日晷
了。王德昌一边收集一边归纳：赤道式日
晷、地平式日晷、垂直式日晷、仰斜式日
晷、圆柱和半圆柱式日晷、球面（体） 日
晷、人晷、天花板反射式日晷，等等。

世界各地的日晷，都看在眼里，王德昌
很快便掌握了其中的数学方程。他自己动手
画图纸、设计造型、联系工厂，目前已成功出
品了 $%来种日晷：有教具，有纪念品，有室
外雕塑。浦东金杨社区和花木社区、普陀曹
阳社区、位育中学、华师大二附中、万德小
学，都有了他的作品。为了让更多人知晓日
晷的魅力，王德昌夫妇连续两年自费参加上
海国际科学与艺术展览，还经常向学校、社
区捐赠科普资料和日晷模型等。如此这般，
开发和推广科普产品赚的钱，很快又投入新
的科普活动中。这些年来，王德昌的天文科
技公司几乎没赚钱。

去年 !月，为了庆祝外公的生日，小外
孙蒋一苇表演了一段快板书：好大大，学问
大。天上星，数得清。搞科研，不赚钱……一
句句都说到了王德昌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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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俩相信!$时间雕塑%会得到更多人青睐

! 金杨社区健身苑#中心广场其实就是一个

日晷#汤惠芳有空便为小朋友们讲解

! 收集日晷#研究日晷#设计日晷#欣赏日晷&&王德昌汤惠芳夫妇乐在其中

! 王德昌的家俨然是一个小型天文仪器 $博物

馆%#他常和当中学物理教师的小舅子探讨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