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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时
,

在经济文 洛阳
” ,

与
“
杜淹

、

王玫
”
等看相⑤

。

同书还
`

化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和成就
。

在天文学上也 说天纲
“

自知相命
,

今年 (贞观八年 ) 四月

有很大的发展和成就
,

造就了许多有名的天 尽矣
” ⑥

。

袁天纲失母可能是杨坚派梁 睿帅

文学家
。

但 《唐书 》 所推崇的天文学家却只 20 万大兵攻成都的公元 5 80 年
,

也是他出生

有两位
,

即
“
尤称精博

,

后 人未能过也
”
的 之年

。

大业元年 (6 05 年 ) 到洛 阳看相
,

当
“
太史李淳风

、

浮图一行
” ①

。

而不少通史讲 时有 25 岁 了
。

贞观八 年 ( 6 34 年 ) 死
,

当

到唐代的天文学时
,

则只讲一行和尚
,

对李 54 岁
。

据此推定李淳风的生年应是公元 580

淳风则很少提及
,

这是一个遗憾
。

笔者拟对 年
。

到开始争论历法的公元 6 18 年时
,

淳风

李淳风的生平和籍贯 以及在天文上的成就作 已有 38 岁了
, .

他的经历
、

学识 和声望都完

些粗浅的论述
。

全有可能与傅仁均相抗
。

(一 ) 新
、

旧唐书及其它一些书籍
,

均说李淳

一般都说李淳风生赞隋文帝仁寿二年 风是歧州雍 (今陕西凤翔 ) 人
。

而 《舆地纪

( 6 0 2 年 )
,

卒龄唐高宗咸亨元年 ( 670 年)
,

胜》 却说
: “
在平泉县 (治今简阳草池乡 ) 乾

活了 68 岁
。

《旧唐书》 说
: “
唐祖受隋禅

,

傅 封镇有唐太史李淳风之故宅及墓地⑦
。 ” 《 四

仁均首陈七事
,

言戊寅岁 ( 618 年 ) 时正得 川通 志 》 说
: “
唐李淳风墓在州 ( 即简阳 )

上元 之首
,

宜定新历
,

以符禅代
,

由是造 西
” ,

还说
: “
唐李淳风知星象

,

访袁天纲龄
《戊寅历 》

。

祖孝孙
、

李淳风立理驳之
” ②

。

蜀
” ⑧

。

(( 保宁府志 》 说
:
李淳风

“
常游间

《新唐 书 》 又说
: “
贞观初

,

与傅仁均争历 中
,

访袁天纲
” ⑨

。

根据 《 南充县志 》 的记

法
,

议者多附淳风
” ③

。

这个争论持续 40 余 载
,

他们在南充居住时
,

还留下 了埋金试术

年
。

终于 由少数派到
` .

议者多附淳风
” ,

争得 的传说
。

李淳风与袁天纲合集有 《 太白会运

他主持修撰的 《麟德历》 的颁行
。

逆北通代记图》 一卷 O
。

李淳风删方士书
,

李淳风与傅仁均争历法之初的年龄
,

生 对袁天纲的 《相命丫
`

备言其要
”
0

。

《 简阳县

年应为何时
,

史书无明确记载
。

据 《神仙通 志》 记载李淳风的事就更多了
,

在卷一
、

卷

鉴 》 说淳风父李播
,

在
“
字文周时偶出游

” ,

三
、

卷四
、

卷十三
、

卷二十上都有记载
,

说

因此得淳风母
, “
逾年

,

生一 子名淳风
” ④

。 “
李淳风生于州西乾封镇

,

有故宅及墓观
” ,

该书还说
,

成都袁天纲与李淳风是 同母兄
“
乾封镇有乾封山

,

有乾封庙
,

有李淳风故

弟
。

因
“
天纲甫褪释

”
时就

“
兵乱失母

” ,

天纲 宅
,

有李淳风墓
”

等 O
。

乾封镇早已没落
,

母在逃命中遇李播而生淳风
。

依此袁天纲与 乾封庙已淹在三岔湖中
,

李淳风的故宅
、

基

李淳风年龄相差不大
。

袁天纲的年龄史无确 和墓观早 已荡然无存
。

最近
,

笔者到古乾封

记
,

但 《 旧唐书 》 说他在隋的
` .

大业元年至 镇调查
,

获 《李氏宗谱》 一书
。

此书的 《天
带带争书 奋拱卡牛幸岑未 来镶来斗来紊寮本寮铆紊未布牵紊命举未 寮带带李带未带镶来朱寮讼奈译余裁欢带徽索紊嵘来谁讲带裕洛寮未寮众来带辛李辛椒来牵 带辛举介牛令举辛率带嵌带带介州该寮谁浓

起时间考验 的至理名言
.

赵藩是一位书法 社
,

在昆明担任 《 云南丛书》 总纂
,

云南图

家
,

字体俊秀
,

笔力刚柔有度
。

在他的故乡 书馆馆长兼 《云南丛书》 处总经理
。

1 9 18 年

云南
,

留下了许多墨宝
。

在成都武侯祠的诸 一度提任过广东军政府的交通部长
.

葛亮殿前还有一副他手书的歌颂诸葛亮人品 赵藩学识渊博
,

著述甚丰
。

著有 《 向湖

的对联
: “
文章与伊训说命相表里

,

经济自清 村全诗文集 》 七 十一卷
,

《 小鸥波馆 词抄 》

心寡欲中得来
” ,

这副对联是清人陈矩集苏 十二卷
、

《 云南咸同兵事记 》
、

《岑襄勤公年

轼
、

朱熹句而撰成的
。

赵藩在云南历任
:
遭西 自治总机关部总

理
、

逸 西按察使兼摄腾越关
、

剑川县众议

员
、

全滇省团练局会办
。

在剑川创建国学

谱》
、

《 剑川县志 》
、

《 丽郡文征 》 八卷
、

(( 诗

证》 八卷等
。

1 92 7 年 , 月 2 6 日
,

赵藩病逝昆明
,

享

年 ” 岁
。

(作者单位
:
四川省地方志编委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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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公墓赞 》 说
: “
乾封表名镇

,

早在隋唐先
。

”

一 淳风洞于 左
.

盆水清且涟
。

江湖红锦
衣

,

佳句 艳神仙
. ”

同书还有专咏 《淳风洞 》

的律诗说
: “

砧蚜石洞 已成空
,

谁注阴符表太

公
。

道派远宗周柱史
,

仙踪长忆李淳风
.

灵

台奏疏篇犹在
,

金锁流珠序亦工
。

我到乾封

凭吊古
,

苍然山色有无中O
。 ”
二诗的作者均

系 清末 秀才李凤年
,

可 见作者还看 了淳风

洞
。

笔者访间 了当地的李 氏长者李有方老

人
,

他带我们到一山边的小田角说
: “
淳风洞

就在这下边
,

解放前我父还想把它掏出来
。 ”

根据长者的指示
,

我 目测天海公墓的方位
,

淳风洞确实在天海公墓的左后侧
。

李淳风生

的住宅
,

死后的墓和墓观
,

都有文献记载
,

在简阳乾封庙
。

隐居时的石室丹灶 (淳风

洞 ) 有亲访者的诗文
,

今天 当地的老人还可

手指其址
。

19 筋 年在旧平泉县址出土了
“
当

年李淳风研制天 文仪之基座
”
0

.

综上所

述
,

断定李淳风是今简阳三岔湖西乾封庙的

人是不会有多大问题的
。

(二 )

李淳风在唐初人太
.

丸局
,

贞观十五年

( 6 41 年) 迁太史垂
,

二十二年 ( 648 年 ) 升
,

太史令
。

因此
,

他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天文学

上
。

他在天文学上的成就有两个方面
:
一是

《麟德历》 的制订
,

二是在浑仪中创设
“
三辰

仪
” 。

《麟德历 》 用了 6 3 年
,

时间之长是仅次

于唐穆宗时的 《宜 明历 ))o 上承刘宋时何承

天 ( 《元嘉历 》 的作者) 及隋朝刘悼 ( 《皇极

历 》 的作者 ) 等人的研究成果
,

下启僧一行

《大衍历 》
,

是我国历史上一部有影响的好历

书
。

李淳风在天文历法上的成就
,

得到当时
不少学者的赞许

。

他对朔
、

望与日
、

月食的

研究
,

得到了
.

国子祭酒孔颖达及尚书八座参

议等人的拥护
,

上书唐太宗
,

请从淳风
。

当

他与傅仁均争历法时
, “
议者多附淳风

” 。

《 旧

唐书》 说
: “
近代精数者

,

皆以淳风
、

一行之

法
,

历千古而无差
,

后人更之
,

要立异耳
,

无逾其精密也 O
。 ” 《 旧唐书 》 还 把 《麟德

历 》 当成 唐代三 大标准 历书之 一
。

《 旧唐

书》 说
: “ 《景龙历》 不经引用

,

世以为非
,

今略 而不载
.

但取戊寅
、

麟德
、

大衍三历

法
,

以备此志
,

示龄畴官尔L
。 ”

李淳风在天文学上的第二个成就是对浑
天 仪的创设

。

我国古代从圭表以后的重要天

文测量仪器是浑天仪
。

浑天仪又分浑仪和浑

象仪
。

浑像仪即是后来的天球仪
、

·

天文钟
。

首先创制成功浑象仪的是东汉的张衡
.

至放

浑仪
,

早在战国时代的 《石 氏星经 》 上就有
反映

.

但可 以肯定的
,

首先创制成功的是四
川间中人落下阂0

.

落下阂的浑天仪是比较

原始的
,

.

从东晋时前赵史官孔挺造的浑仪结

构看早期的浑仪只有八尺长的一根窥天管
( 又名衡 )

,

和带着窥天管旋转的四游环 O
。

浑仪的另一个重要部件
,

就是反映各种坐标

系统的环组
,

被李淳风称为六合仪
。

后魏永

兴四年 ( 4 12 年 ) 造的铁浑仪 (又称铁仪 )

即此
。

后魏的铁仪保持到唐代
,

用了二百年

左右
。

历史发展到了唐代
,

中国科学技术和工

艺水平都有 了较大的发展
。

有很高学识的李

淳风
,

可以在此基础上
,

创制出更精密
、

更

完整的浑仪来
。

李淳风的浑仪是铜造的
,

增

加了一个
“
三辰仪

” ,

三辰仪是赤道
、

白道
、

黄道三仪的合称
。

(( 中国天文学史 》 对李淳
风的这个创设评价很高

.

( 1) 他用一个赤道

环和黄道环结合在一起
,

赤道环上刻着二十

八宿的距度
。

这样
,

只要把赤环和天上二十

八宿的赤道位宜对准以后
,

黄道环和天球上

的黄道也自然对准了
。

三辰仪解决了汉太史

黄道铜仪所遇到的难题
.

不但如此
,

使用它

还可以直接测读得天体的入宿度
。

( 2) 白道

环的创设是前所未有的
。

月亮的轨道一一白
道和黄道有 比较大的交角

,

在天文测算精度
日益提高的情况下 自然要求把 白道度数和黄

道数区别开来
,

李淳风创设白道 环就 是为
此

。

由砖黄道和 白道交点乃是在不断移动

的
。

大约 24 9 个交点月之后交点沿黄道移动

一周
。

因此李淳风的白道环不是固定的
。

他

在黄道环上打了 24 , 对孔
,

每过一个交点月

就把白道环移动一对孔L
。

唐太宗贞观七年

( 63 3 年 ) 正月
,

李淳风的浑天黄道仪铸成
,

李世民令其放在宫内的凝晖阁
。

后来
,

僧一

行为 了撰修 《大衍历 》 的需要
,

又制了一个

黄道游仪
,

与
“
李淳风的浑天黄道仪基木一

致
” 。

写 《巩衡抚辰仪》 的作者
,

把李 淳风

的成就誉成
“
浑仪的第三座里程碑

” ,

把东汉

的张衡排在第二L
。

按照实际
,

李淳风应当

是第二位
。

落下阂创制的浑仪和 张衡的浑像

仪虽然在古代都叫浑天仪
,

但是并不相 同
。

浑仪是主测量的
,

浑象是主演示的
,

用途不

同
。

李淳风浑仪是在落下闭浑仪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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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穷穷名穷穷穷穷」·

文博简讯
·

前 后 蜀 历 史 与 文 化 讨 论 会 综 述

尹 建 华

护乌忿匀霉名穷念乙

为了促进前后蜀历史与文化的研究
,

四

川省历史研究所
、

四 川省哲学与文化研究

所
、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

成都市文物管

理委员会
、

成都市社科研究所
、

成都王建墓

博物馆等六个单位于 19 91 年 10 月 23 一25

日
,

在成都王建墓博物馆举行 了
“
前后蜀历

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
” 。

应邀出席学术讨论会的
,

有上海
、

河

南
、

重庆
、

成都等地的专家学者及有关方面

的代表共八十余人
。

本次学术讨论会共收到

论文 40 余篇
,

涉及到历史
、

考古
、

文学
、

艺术等方面的内容
。

会议 自始至终洋溢着热烈而 团结的气

氛
,

与会者推心置 腹
,

各抒 己 见
,

畅所欲

言
,

气氛十分活跃
。

现将学术讨论会的观点

和意见
,

综述如下
:

前后蜀统治的时间虽然不长
,

但在很多

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

许多领域都值得研

究探讨
,

这是与会者的共识
。

与会学者认为
,

前后蜀在五代史中占有

重要地位
,

五代在中国历史上则起着承先启

后的作用
。

但因受古代正统观念的影响
,

没

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

今天我们必须摆脱旧的

正统观念
,

明确它在五代史中的历史地位
。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
,

研究五代
,

研究前

后蜀
,

不仅是一个承先启后的问题
,

而还要

考虑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历史背景
。

不少发言都指出
,

四川由于自然
、

地理

上的得天独厚
,

自古以来经济发达
,

人杰地

灵
,

文化灿烂
,

享有
“
天府之国

”
的美誉

。

在

历史进程中
,

两蜀是其 中最为灿烂的一页
。

在四川先后建立政权的朝代中 、 以两蜀遗留

下来的文物古迹最丰富
,

最灿烂
。

如前蜀王

建永陵
,

后蜀孟知祥和陵
,

后蜀张虔钊墓
、

孙汉韶墓等
。

与会学者认为
,

两蜀研究的现状
,

同它

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上所 取得 的成就很不相

称
。

例如
,

国内迄今尚无一个五代史研究学

会
,

也无两蜀史研究学会 ; 五代史往往作为

唐史的附属物
。

两蜀是中国历史上 比较重要

的一个时期
,

弄清它的发展过程及其所取得

发展
,

是主测量的
。

从测量的角度看
,

李淳

风是浑仪发展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
。

注 释
:

①③@ 《新唐书》 2 6 卷
、

5 9 卷
、

204 卷
。

②⑤ @ 0 。 L (( 旧唐书》 3 2 卷
、

19 1 卷
、

32

卷
、

3 6 卷
、

6 6 卷
。

④ 民国时上海江东茂江市书局印
、

包山从娜藏

本
:

《历代神仙通鉴》 卷 13
。

页

⑦ 工象之
;

《舆地纪胜》 1 45 卷
。

⑧杨芳灿
:

清嘉 庆版 《 四川通志》 44 卷
、

肠

卷
。

⑨清道光版 《保宁府志》 50 卷
.

O 民国 1 6 年版 《简阳县志氛

L民国 2 9 年版 《李氏字谱》 一卷
。

0 1 9 8 6 年版 《三岔区志》 35 5 页
。

0 《史记索引》 及 《益部
·

香!日传氛

O 《隋书
·

天文志》
.

0 1 9 81 年科学出版社
:

《 中国天文学史 》 叹8 9

⑧ 1 9 8 7 年 7 月 《故宫院刊》
.

童燕等写
.

(作者单位
:

南充市四川师院历史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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