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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天文数学家李淳风的科学成就

峨乡 自龙 确更
卜 J 一 `万 洲

石

我 侧从隋初至唐初
,

由于结束了南北朝的长期分裂混乱局 蔺
,

社会比较安定
,

因而

经济获得校大发展
,

天文历法学与数学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

在这一时期
,

出现了一 批有

成就的天文 价家和数学家
,

杰出的天文数学家李淳风就是其中的一个
。

李浮风
,

唐歧州雍人
,

生活于公元七世纪初至七十年代
,

在唐太宗
、

高宗时任过太

史令
、

秘阁 郎中等官职
。

其父李播在隋姐任高唐尉
,

因 “
秩卑不得志

,, ,

弃官 当道士
。

李播对文学与天文学颇有研究
,

注过 《 老子 》 ,

撰 过 《 方志 图 》
,

有文集十卷 ( 《 旧唐

书 》 卷十九 )
,

还写过 《 天文大象赋 》 等著作
。

李淳风 出生在这种家庭
,

自幼就
“
博

涉群书
” ,

尤其精通夭文
、

历算
、

阴阳之学
。

他对古代天文学
、

数学作出 -T 很大贡献
,

在我 国科学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
。

他对浑仪作重大改革 ; 编制麟德历
;
撰 写 《晋书 》

、

《 五代史 》 ,
!
`
的天文志

、

律历志 ; 主持编定与注释五曹
、

孙子等十部算经
。

他的著作还有

《典 章文物志 》
、

《 乙 巳占 》
、

《秘阁录 》 、 《 法象志 》 ,

并演 《 齐民要术 》 等几十余部
。

一
、

改 革 潭 仪

浑仪是我冈古代观测天体位置和运动的重要仪器
。

我国浑仪创制很早
,

著名的天文

学家石 中
、

甘德 (公元前四世纪 ) 编制世界上最早的星表时
,

已标出几百颗恒星的赤道

坐标
,

表 明那时已有了
“
先秦浑仪

” 。

据 197 3年在马王堆三号汉墓 出 土 的 帛书 《五星

占办 可推断
“
先秦浑仪

”
最迟在公元前 36 0年 已制成

,

而且是由三个圆环
:
子 午 环

、

赤

邀环和 四游环组成 〔” 。

汉武帝时洛
、

「阴 (公元前二世纪 ) 制造过精密度较高的浑仪
。

后

来
,

耿寿吕 ( 公元前 5 2 年 )
、

傅安 (公元 8弓年 )
、

贾述 ( 公元 10 3年 ) 都制造过浑仪
。

后 汉阳嘉元年 ( 公元工卫年 )
,

张衡对浑仪作 了改进
,

并首创演示用的浑仪
,

用漏水转

动
。

前赵光初
厂

泊仁 (公元 3 2 3年 )
,

孔挺对浑仪作重大 改革
,

他创制 的浑仪由两重规

环
,

即李淳风所称的六合仪与四游仪组成
。

北魏明元帝时 ( 公元五 世纪初 )
,

晃崇
、

解兰

用铁铸造浑仪
,

其结构与孔挺的浑仪大体相同
,

此仪到隋朝还在使用
。

这些浑仪都是赤

道式装置
,

仅傅安
、

贾途的黄道铜仪是在赤道装置上增设黄道环
。

唐太宗贞观 初年
,

李淳风指出
:
现在灵 台所用的观测仪器

, “
疏漏实多

” , “
推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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暇
,

并循赤道
。

今验冬至极南
,
夏至极北

,

而赤道当定于中
,
全无 南 北 之 异

,

以测七

耀
,

岂得其真 ? ” ( 《 旧唐书 》 卷七十九
,

李淳风传 ) 在历法计算中
,
要按黄道度推算

日月五星的运行
,

才能既简便又精确地决定定朔时刻
、

回归年长度等重要数据
。

东汉天

文学家已经发现
,

用赤道度去度量太阳在黄道上的运动
,
会产生一种假象

,

即太阳在秋分

点与春分点附近走得慢
,

而在冬至点与夏至点附近走得快 ; 如用黄道度分析太阳运行
,

这种假象就可排除
。

所以张衡说
: “ 日行非有进退

,

而以赤道量 度黄道使之然也
。

”

( 《后汉书 》 第十一 册
,

3 0 77页 ) 但他们只在赤道式浑仪上加一个黄道环
,

未能在实践

上解决按黄道观测太阳运行的问题
。

李淳风总结 了历史经验
,

建议制造按黄道观测日月

五星运行的浑仪
。

唐太宗采纳了这一建议
,

下令制造李淳风所设计的浑仪
。

贞观 七年 (公元 6刃年 )
,

此仪制成
。

据 《新唐书 》 卷三十一记载
,

该浑仪是铜制的
,

基本结构是
: “

表里三重
,

下据准基
,

状如十字
,

末树酸足
,

以张四表
。 ”

浑仪的十字形
“
准基

”
是一种校正仪器

平准的装置
,

它是根据后 魏晃崇
、

解兰发明的浑仪上的
“
十字水平

”
制造的

,

采用这一

装置可以提高仪器的观测精度
。

浑仪 三 重中 的外 重叫 六合仪
,

有天经双规
、

金浑纬

规
、

金常规
,

即子午环
、

地平环
、

外赤道环
,

上列二十八宿
、

十 日
、

十二辰
、

经纬三百

六十五度 , 内重叫四游仪
, “

玄枢为轴
,

以连结玉衡游莆而贯约矩规
。

义 玄 极 北 树北

辰
,

南矩地轴
,

傍转于 内
。

玉衡在玄枢之间
,

而南北游
,

仰 以观天 之辰宿
,

下 以识器之

睿度
。 ”

可见 四游仪包括一个可绕赤极轴旋转的四游环和一个望筒 ( 即玉衡 )
,

望筒能

随四游环东西旋转
,

又能南北旋转
,

可指向天空任一位置
,

测定星体的赤道坐标
。

这两

重的基本 结构在孔挺的浑仪上已经有了
。

李淳风对浑 仪的重大改革在于
:

在外重六合仪

与内重四游仪之间
,

嵌入了新的一重—
三辰仪

。

三辰仪
“
圆径 八尺

,

有培巩 规
、

月短

规
,

列宿距度
,

七耀所行
,

转于六合之内
” 。

北宋沈括说
: “

所谓塔巩者
,

黄赤道属焉
。 ”

( 《宋史 》 卷四十八 ) 可见三辰仪中有黄道环
、

内赤道环
,

还有 白道规
,

即表示月球轨

道 的规环
。

三辰仪也能旋转
,

它是为了实现按黄道观测
“ 一

七哩所行
”
而加上 的

。

李淳风的浑仪仍然是一个赤道式装置
,

它除了可测得去极度
、

入宿度 ( 即赤经差 )
、

昏旦夜半中星外
,

还能测得黄经差和月球的经度差等
,

只是所测得的黄迫 皮不了淤准确
,

所 以它只能部分地解决按黄道观测七耀所行 的问题
。

李淳风在我 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浑仪分为六合仪
、

三辰仪
、

四游仪三重
,

共协响相 当

深远
。

店开元十一年 (公元夕21 年 )
,

著名天文学家张遂与率府兵曹梁令琪例作了
·

种黄

道浑仪
,

也是三 重之制
。

虽然张遂说李淳风的浑仪
“
用 法颇 杂

,

其 术竞 寝
”

( 《 纷唐

书 》 卷三十五 )
,

但正如沈括所指出的
,

梁令攒他们足
“
因淳 风之 法而 稍附 新意

” 。

( 《宋史 》 卷四十八 ) 北宋周琼
、

舒易简
、

于渊制作的
“
皇砧浑仪

” ( 公元工050年 )
,



1 20 厦 门
. .

大
’ ,

学
一

学
_

报 丈979 年

也基本上是按李淳风的设计制造的
。

北宋宋
,

苏颂
、

韩公廉制作 了一 架包 括浑 仪
、

浑

象
、

报时装置三大部分的天文仪器 (公元 10 96年 )
,

其浑仪部分也与李淳风的浑仪大体

相同
。

李淳风的浑仪虽有其优点
,
但过于复杂

,

其规环达十一个之多
,
这些规环要保证同

心 卜分困难
,

因而难免产生中心差 ; 规环太多
,

观测时常常互相遮蔽视线
,

很不方便
。

北 宋以后
,

浑仪就逐步由繁向简发展了
。

二
、

编 制 麟 德 历

唐高祖武德二年 (公元 6工9年 )
,

颁行了傅仁钧的戊寅元历
。

戊寅元历 首次采用定朔
,

是我网历法史
_

L的 一次大改革
。

在戊寅元历之前
,

历法都用平朔
,

即用 日月相合周期的平

均数随 末定 朔望月
。

戊寅元历首先考虑月行迟疾
,

用 日月相合的真实时刻来定朔 日
,

从而

定朔望月
,

要求做到 t’B 行晦不东见
,

朔不西姚
” 。

由于戊寅元历的一些计算方法有问题
,

颁行一年后
,

对 日月食就屡报不准
。

武德六年
,

由吏部郎中祖孝孙
“
略去尤疏阔者

” ,

后又经大理卿崔善为与算历博士王孝通加以校正
。

贞观初年
,

李淳风上疏论戊寅元历十

有八事
。

唐太 宗沼崔善为考核二家得失
,

结果李淳风的七条意见被采纳
。

李淳风为改进

戊寅元历作出了贡献
,

被授予将仕郎
。

贞观十四年 (公元 640 年 )
,

李淳风上言
:

戊寅元

历术
“
减余稍多

” ,

合朔时刻较实际提前了
,

建议加以改正
,

这个意见又被采纳
。

贞观

十八年
,

李淳风又指出
:

戊寅元厉规定月有三大
、

三小
,

但按傅仁钧的算法
,

贞观十九

年九月 以后
,

会出现连续 四个大月
,
认为这是历法上不应有的现象

。

于是唐太宗不得不

下诏恢复平朔
。

改用平朔后
,

戊寅元厉的问题更多
,

改革势在必行
。

李淳风根据他对天文历法的多年研究和长期观测实践
,

于麟德二年 (公元 6砧年 )编

成麟德厉
。

此历为唐高宗所采纳并颂行
。

麟德历的主要贡献有二
:

第一
、

在我国历法史上 首次废除章蕊纪元之法
,

立
“
总法

”
13 叨年作为计算各种周

期 ( 如列归 年
、

朔望月
,

近点月等 ) 的奇零部分的公共分母
。

我国古厉的
“ 日”

从夜半算起
, “
月

” 以朔日为始
,

而 “ 岁
”
以冬至为始

。

古历把冬

至与合朔同在
一

日的周 期叫做
“
章

” ,

把合朔与冬至交节时刻同在一 日之夜半的周期叫

做
“
魏

” 。

古历 以十 “ 天干
”
与十二

“
地支

”
纪年

、

日
,

如果冬至与合朔同在
、

日的夜

半
,

纪日干支也复原了
,

则这个周期叫做
“
纪

” ; 如果连纪年的干支也复原了
,

则这个

周期叫做
“
元

” 。

古代制历都要计算这些周期
,

但这这周期对历法计算并非必要
,

反而成

为历法的累赘
,

李淳风毅然把它废除了
。

麟德历以前的各种历法都用分母各不相同的分

数来表示各种周期的整数以下的奇零部分
。

这些周期
,

如期周 ( 回归年 )
、

月法 ( 朔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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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

月周 法 ( 近点月 )
、

交周 法 ( 交点月 ) 等
,

都是历法计算必须预先测定和推算的

重要数据
。

因为这些周期参差不齐
,

计算十分繁琐
,

比较各种数据也很不方便
,

季悴风

就立
“
总法

”
扮扣作为各种周期奇零部分的公共分母

,

这样
,

数字计算就比以前的历法

简便得多
。

麟德历以后的各种重要历法
,

如张遂的大衍历 (公元72 7年 )
、

杨忠辅的统天

历 (公元 1 199年 ) 都采用这种办法
。

更为重要的是
,

当时十进小数尚未充分发展
,

李淳

风的这
,

一

创造是通向十进小数的一次飞跃
。

在池之后
,

庸中宗的太史承南宫说撰景龙历

时 ( 公元夕O萝年 )
,

就把公共分母改为 10 0
,

又向十进 小数前进 了一大步
。

唐德宗建中

年间曹士井撰符关历时 (公元夕80 至龙 3年 )
,

又改用 1 00 00作公共分母
,

与十进小数就更

为接近了
。

第二
、

重新采用定朔
。

戊寅元历虽首次采用定朔
,

但因为有关的计算方法未完全解

决
,

又倒退到用平朔
。

为了使定朔洪能站得住脚
,

麟德历改进 了推算定朔的方法
。

李淳

风旱年仔细地研究过隋朝天文学家刘悼的皇极历
,

并撰 丫 《皇极历 》 又一卷 ( 《旧唐书 》

经籍态 )
。

刘悼在北齐天文学家张子信关于 日行盈缩的观测结果 (公元 5加 年 ) 的 纂础

上
,

创造了推算 日月五尾行度的
“
招差术

” ,

即二次函数的内插公式
。

李淳风 总结了刘

埠的内插公式
,

用它来推算 月行迟疾
、

日行盈缩的校正数
,

从而推算定朔时刻的校正

数
。

由于他以
“
总法

” 1 3斗O为公共分 母
,

数字计算比皇极历 简便
。

为丫避免历法上出现

连续四个大月的现象
,

他还创造了进朔迁就的方法
。

《新唐书 》 卷二十六所载的麟德历
.

经说
: “

定朔日名与次朔同者大
,

不同者小
” 。

这里 FJ 名抬纪 口干支中的
“
干

” 。

还规

定
: “

其元 日有交
、

加时应见者
,

消息前后一两个月
,

以定大小
,
令亏在晦

、

二
,

弦
、

望也随消 自
。 ”

消息是消减与增长的意思
。

按这一规定
,

就可以做到
“
月朔盈胭之极

.

不过频三
。

其或过者
,

观定小余近夜半者量之
。 ”

这就是 说
,

用改变 一月 中来满一 日的

分数 ( 即小余 ) 的进位方法
,

来避免历法上 出现连续四个大月或小月
。

这种进朔迁就法并不是好办法
,

它不过是为了避免历书上出现连续四个大月而人为

地加在历法
_

L的
,

并不是 日月 运动规律的正确反映
。

按近代的推算方法
,

采用定朔就有

可能出现连续四个大月
,

把它看成是历法 七不应有的现象是不对的
。

李淳风采用刘悼的

内插公式来推算定朔时刻的校正数
,

其精密度 自然比戊寅元历高
。

刘悼的内插公式是把日

月运行当作匀加速运动来处理的
,

但日月的视运动 并不是时 间的二次函数
,

而是贾复

杂的函数
。

刘悼的内插公式只考虑定筹和平差
,

即一次差和二次差
,

当然不够精密
,

所

以才有必要采用进朔迁就法
。

这种方法为后来历法家所沿用
,

直 到元 朝郭 守敬 创立 了

定
、

平
、

.

立三差术
,
即三次函数的内插公式

,

计算精密度大大提高
,
加

_

卜各种天文数据

的观测情度也大大提高了
,

人们对连续四个大月的现象有 了较正确的认识
,

进朔迁就法

才被废弃
。

不过
,

从麟 德 历开 始
,

定朔 法终于在历祛 中站住 脚
,

为后 世历法家所袭

用
。

麟德历在完成我民历法 史上采用定朔这一次大改革
_

匕是有重要贡献的
。

《 }}哥唐 书 》

卷三十二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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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徐其精密也
。 ”

这种说法太夸大了
,

但由此可见麟德厉对后世历法的重大影响
。

它不

失为唐代优秀厉法之一
,

行用达 6 4年 ( 公元 66乡年至刀R年 ) 之久
。

麟德历也传入 日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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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于天武天 皇五年 (公元 67 7年 ) 被采用
,

改称为
“
仪凤历

” 。

麟德历的最大缺点是不考虑岁差
。

我国晋代虞喜发现岁差后
,

祖冲之首先把它用于

制历
,

大大提高了历法的精密度
。

此 后
,

隋朝张胃元的大业历
,

刘悼的皇极历
,

唐初傅

仁钧的戊寅元历
,

都考虑了岁差
。

但李淳风却利用 《 尧典 》 四仲 中星的内在矛盾
,

根本

否认岁差存在
。

他曾与数学家王孝通一起责难戊寅元厉考虑岁差
,

致使
“
岁差之术

,

由

此不 行
”

( 见张遂
: 《 日度议 冷

, 《新唐书 》 卷三十七 )
。

后来张 遂在编 制大衍历时

(公元 ) 28 年 )
,

才重新考虑岁差
。

他在 《 日度议 》 中列举 大量历史事实
,

详细地驳

斥 〕
’

李泞风的错误观点
。

三
、

撰 《晋书》
、

《 隋书 》 的天文
、

律历志

贞观 卜五年 (公元`牡年 )
,

李淳风受诏参加
“
预撰 《 开书 》 及 《五 代 史 》 ,

其天

文
、

律 历
、

五行志
,

皆淳风所作也
” ( 《 111 唐书 》 ,

卷七十九 )
。

《五代 史 》 原写 梁
、

陈
、

周
、

齐
、

隋五代的历史
,

后来其 中的
“
十志

”
并入 《隋书 》 ,

所以 《五代史志 》 就

是 《隋
一

}灿 中的
“ 志 ” 。

李浮风撰这些天文
、

律历志时
,

对 自魏晋至隋朝这段历史时期我国天文历法与数学

的重要成就
,

作了较全面的搜集和整理
,

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口

《 隋书 》 律历志 ( 卷十六 ) “
备数

” 一节有如下记述
: “

古之九数
,

圆周率三
,

圆

径率一
,

其术疏外
。

白刘欲
、

张衡
、

刘徽
、

王蕃
、

皮延宗之徒
,

各设新率
,

未臻折衷
。

宋末
,

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更开密法
,

以圆径一亿为一丈
,

圆周盟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

五 厘 jL 毫二秒七忽
,

月肉数三丈一尺 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
,

正数在盈脑二限之间
。

密率
,

圆 径 一百
,

十三
,

圆周三百五 十五
。

约率
,

圆径七
,

周二十二
。 ’夕

这是我国现存

史书中关于祖冲之圆周率的最早记载
。

用现代 数 学 语 言 表 达
,

就是 祖 冲 之 求 出
:

, , 」 , , 。 。 , , , , , , , , 八。 、 ~ 。
、 .

~
、 r

3弓多
仁 , _

一
, ,

.

2 2
、 、

、 , , _ _、 , ,

, 。 ~ 一
、 。

.

、 一
r

3
.

14 15 92石< : < 3
.

抖巧 9 2夕
,

圆周密率为 子福花
,

约率为 瑞共
。

祖冲之的圆周率已准确到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四
’
, 山一 “ H 3

’ 一 ’

一
’ `

7
。 `

~ ” ~ 川 一 ~ 一 ~
’

卜
`

明 ~

小数点下第七位
,

他的
“
密率

”
是分子

、

分母在 100 0以内表示圆周率的最佳近似分数
,

欧洲人在一千一百多年后才得到这一结果
。

祖冲之所著的 《 缀术 冷早已失传
,

他的这
、

一

光辉成就因被李淳风编入史书
,

才得 以流传至今
。

在 《 晋书 》 律历志 (卷
一

l
一

七 ) 中
,

李淳风详细地记述了刘洪撰的乾象历法
。

刘洪实测

月行迟疾之率
,

创立 了推算定朔
、

定望的一次函数的内插公式
,

测出黄 白 交 角为五度

多
,

测定近点月 为 2夕
.

55 336 日
,

与今测值相近
,
这些都是我 国古代天文学的重要成就

。

刘洪的乾象历是 四分历 以后历法改革的关键性阶段
,

可是在 《 晋书 》 之前撰成的梁朝沈

约的 《未书 》 ,
却出于偏见

,

略而不载
,

对刘拱的科学成就只字未提
。

李浮风则在 《晋

书 》 律历志 中
,

原原本本地详细记述了刘洪的科学成就
。

在 《 隋书 》 天文志 ( 卷二十 ) 中
,

有后魏末天文学家张子信隐居海岛
,

用浑仪观测日

月 五星运行
“
差变之数

” 三十余年
,

发现 日行盈缩规律的记载
。

在 《隋书》 律历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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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 里
,

还记载了隋朝刘悼的皇极历法
,

,

其巾有刘悼创立的二次 函数的内插公式
,

和

刘悼最先提出的 召黄道岁差
”
的概念及相当精确的黄道岁差数据

。

皇极 l万法包含了刘岭

首创的定气法
、

定朔法和堪衰 (即 日行盈缩之差 ) 法
,

还有 以前历法所没有的推算日月

食位置
、

食的始终
、

食分多少及应食不食
、

不应食而食等方法
,

推算五星也比以前的厉

法精密
。

皇极历是一部优秀的历法
, “

术士咸称其妙
” ,

对后世历法有重大影响
,

可是

未被隋朝统洽者所采用
。

李淳风详细地 总结 了皇极历法
,

并把它 编 入 《隋书 》 律厉志

中
。

有些学者根据这点就把刘悼的内插公式冠以李淳风的名字「“ 13[ ’ ,

这是不符合历史事

实的
。

但李淳风确实参与了皇极历的整理工作
,

其功绩是不能抹煞的
。

《隋书 》 天文志 (卷十九 ) 还记述了前赵孔挺制作的浑仪的结构和用途
,

这是我国

历 史上首次出现的关于浑仪具体结构的确切记载
。

同一卷里还记述了从汉魏至隋朝的浑

仪
、

浑象
、

刻漏的发展情况
,

以及姜岌关于大气吸收和消光作用与何承 天
、

张宵玄关于

蒙气差的发现
。

《 晋书 》 、 《隋书 》 天文志对那时期的 日月食
、

流星
、

陨星
、

客星 (新

星 )
、

彗星及其它天象记录
,

也 “ 搜罗 至富
,

记载甚详
” 。

因此
,

它们被誉为
“ 天文学

知识的宝库
” 12 , .

李淳风在总结科学成果时
,

一方面能正确选择与评价有真正科学价值的成果与发现
,

表现 了一个自然科学家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 ; 但另一方面
,

却没 能完全 摆脱个人偏

见
,

如对虞喜发现岁差这一重要成果
,

就根本不提
,

这一发现是在后来的 《新唐书 》 卷

二十七才详细加 以记载的
。

四
、

编 定 和 注 释 + 部 算 经

从汉代至隋朝
,

我国古代数学迅速发展
,

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数学著作
。

在这种形势

推动下
,

唐初科举制度设立 “ 明算
”
科

,

举行数字考试
,

同时着手编选算学教科书
,

并

于显庆元年 ( 公元 6 56 年 ) 在国子监 内添设了算学馆
。

据 《 旧唐书 》 卷 七 十九李淳 风传

载
: “

先是
,

太史监侯王思辩表称
: 五曹

、

孙子十部算经
, ,

理多跻驳
,

淳风复与国子

监算学博士梁述
、

太学助教王真儒等受诏注五曹
、

孙子十部算经
。

书成
,

高宗令国学行

用
。

” 《 唐会要 》 卷十六称
: “

显庆元牟十二月十九 日
,

尚书左仆射干志宁奏置
,

令习

李淳风等注释五曹
、

孙子等十部算经
,
分为二十卷行用

。 ”

十部算经又称算经十书
,

是指 《周牌算经 》
、

《九章算术 》
、

《 海岛算经 》
、

《 孙

子算经 》
、

《夏侯阳算经 》
、

《张邱建算经 》
、

《缀术 》
、

《五 曹算经 》
、

《 五经算

术 》
、

《缉古算术 》 这十部数学著作
。

它们是唐代 以前的上要数学著作
,

代表了我国古

代数学的光辉成就
。

据史书记载
,

除 《夏侯阳算经 》 早已失传外
,

其它九部算经都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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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淳风注

” 、 “
李淳风释 ” 等字样

。

可借
,

祖冲之的重要著作 《缀术》 后 来 也 失 传

了
,

李淳风是否给它作过注释已无从查考
。

流传至今的王孝通的 《 缉古算术 》 也没有李

淳风的注释
。

而今存传本 《孙子算经 》 与 《五曹算经 》 ,

虽在每一卷的首页上标普
“
李

淳风等奉教注释
”
字样

,

但正文里都没有李淳风等的注释
。

李淳风等在注释 《周牌算经 》 时
,

着重批判了该书存在的缺点
。

例如
,

该书记载
:

“
周辞长八尺

,

夏至之日辱一尺六寸
,

正南千里
,

勾 一尺五 寸
,

正 北千 里
,

勾一尺七

寸
。 ” 这种

“ 日影一寸
,

地差千里
”
的说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

但它长期被奉为不可侵犯

的金科玉律
,

严重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
,

阻碍人们对地球形状认识的发展
。

到南北朝 以

后
,

何承天
、

刘绰等才根据当时的一些测量结果
,

对此提出异议
,

但他们的斗争没有取

得胜利
。

李淳风在 《周稗算经 》 的注释 中
,

又详细地分断了历史上多次测量的结果
,

提

出 “ 以事验之
,

又未盈五百里而差一寸明矣
,

千里之言
,

固非实矣
”
的结论

。

后来
,

唐

玄宗开元年间 ( 公元 7 13一乃 6年 )
,

张遂
、

南宫说主持了 一次闻名世界的大地测量
,

用

铁的李实证实了李淳风的断言
。

李淳风在注释中还针对甄鸯对赵爽的
“
勾股圆方图

”
的

和种误解
,

逐条加以驳正
。 “

勾股圆方图
”
是赵爽在注释 《周牌 》 时写下的著作

,

附在

《 :lI 牌 》 的注文中
,

是很有价值的数学文献
。

李淳风等的注能明辩是非
,

提出正确的见

解
,

对人们理解 《周稗算经 》 这部著作有很大帮助
。

李 淳风等在 注释 《九章算术》 少广章开立圆术时
,

引用了祖难提出的球体积的正确

计算公式
,

介绍了球体积公式的理论基础
,

即
“
幂势既 同则积不容异

” ,

这就是著名的

“
祖蜒定理

” 。

在 《缀术 》 失传之后
,

祖冲之父子的这 一出色 研究成 果靠李 淳风的征

引
,

才得以流传至今
。

对其它几部算经
,

如 《 海岛算经 》
、

《张邱建算经 》
、

《五经算术 》 等
,

李淳风等

的 注释水平并不高
。

在 《九章算术 》 中有关圆面积计算问题的答案下
,

李淳风等都添上
“
按密 率

”
计算的答案

,

而所取得的圆周率却是22 / 7
,
使不少后人误认 2 2 /7为祖冲之的

“
密率

” 。

在注释十部算经前
,

李淳风作 《隋书 》 律历志时已写明
“
密率

”
为 3多5 / 1 13

,

这种互相矛盾的现象说明
,

他是十部算经注释工作的主持者
,

并非每部算经的注释都出
、

自他的手
。

李淳风等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编定和注释 十部算经的
。

北周时的甄鸯
,

除撰 《五

曹算经 》
、

《五经算术》 和 《数术纪遗 》 外
,

还为 《周脾 》 、 《九章算术 》
、

《孙子算

经 》
、

《张邱建算经 》
、

《夏侯阳算经 》 等作过注释
,

但甄莺的注质量不高
,

且有不少

错误
。

李淳风等继承甄 莺的工作
,

收集整理 了前人的注释资料
,

才完成了十部算经的编

定和注释工作
。

十部算经的编定和注释
,

是对唐朝以前的数学成就所作的一次系统总结
,

标志着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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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算术 》 为中心的我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
,

也表明我国古代数学发展进入了一个

新的时期
。

十部算经成为唐以后各朝代的数学教科书
,

对唐朝以后数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
,

特别是为宋元时期数学的高度发展创造了条件
。

在十部算经 以后
,

唐朝的 《韩延算

术》 、

宋朝贾宪的 《黄帝九章算法细草 》
、

杨辉的 《 九章算术纂类》
、

秦九韶的 《数书

九章》 等
,

都引用了十部算经 中的问题
,

并在十部算经的基础上发展了新的数学理论和

方法
。

后人对李淳风编定和注释十部算经的功绩
,

给予很高的评价
,

如英国科学家李约

瑟就说过
: “

他大概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仆大的数学著作注释家
。 ” 【2 ]

十部算经后流传到 日本
。

公元7 01 至 703 年
,

日本开始确定数学教育制度
,

所采邓的

教科书就是十部算经
,

只是把我国的十部算经 中的 《夏侯阳算经 》
、 《 张邱建算经 》

、

《缉古算术》
,

用 《六章》
、 《三开重差》 、 《九司 》 三部算经代替

。

十部算经对 日本

的数学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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