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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玲

一、道教学者：李淳风

李淳风是唐朝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是

道士之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道教学者。他的父亲李

播曾出家为道士，据《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九方

技》记载：“李淳风，岐州雍人。父播，仕隋高唐尉，弃

官为道士，号黄冠子，以论撰自见”。这么说来，“李淳

风出身于道士之家”!。受父亲的影响，李淳风对阴

阳五行有很深的造诣，“每占候吉凶，合若符契”"。

最令世人所津津乐道的是：相传唐太宗曾得一密 ，

说宫中有 “女武代王”，唐太宗想把可疑的人全部杀

掉，李淳风却劝他如果这样滥杀无辜，太宗的子孙也

必将被杀戮。唐代后来果真有武则天当政，从而印证

了李淳风的预言。李淳风还深谙占星学，他所撰写的

《乙巳占》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所以李淳风是一位

‘道家人物’，后世道教甚至将他排入道教的神仙谱

系之中”#。

李淳风自幼就聪明机敏，“淳风幼俊爽，博涉群

书，尤明天文、历算、阴阳之学”$。封建王朝农业社

会的性质决定了封建统治者极为重视天文研究，李

淳风在唐王朝崭露头角是因为他对傅仁均所编撰的

《戊寅元历》提出了颇有价值的修改意见，从而得到

褒奖并进入太史局任职，开始了官方天文学家的生

涯。李淳风对传统浑仪加以改造制成的浑天黄道仪，

创造性地将赤道环和黄道环组合在一起，解决了如

何使黄道环与天空黄道相对应的难题，弥补了北魏

太史候部铁仪的不足，对唐代浑仪的研制起了重要

的带动和示范作用。后来一行和梁令瓒所造的黄道

游仪也是以李淳风的工作为基础的。李淳风在天文

学上的非凡造诣还表现在他制定了新历法 《麟德

历》，这部历法采用定朔法排历谱，结束了自何承天

以来两百多年来有关定朔法和平朔法的论争，使历

日与天象更为契合，“术者称其精密”%。除修历外，

李淳风自撰的书籍有《晋书》、《隋书》中的《天文志》、

《律历志》。高宗显庆元年 ! "#" $，他还因修国史有功

而被封为昌乐县男。此外，他还参与了唐朝新修本草

的编撰工作。中国自古以来天算是一家，除上述外，

李淳风在中国数学史上还留下了许多不朽的功绩，

“隋唐之际在中国数学史上做出杰出贡献的道教学

者首推李淳风”&。

二、李淳风的数学功绩

我国很早就已经开始研究数学了，数的概念在

我国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社会。“西汉时期，

出现了专门的数学著作，特别是《九章算术》的完成，

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确立。”’《九章算术》是

中国传统数学最重要的著作，编定于公元前 %—& 世

纪。三国魏景元四年 ! ’"% $，刘徽曾为《九章算术》作

注，全面证明了《九章算术》的算法，奠定了中国传统

数学的理论基础，标志着中国传统数学理论体系的

形成，其思想和方法对现代数学研究和教学仍具启

迪作用。

注《九章算术》除刘徽之外在中国数学史上影响

最深的则是李淳风。《九章算术》是我国较早的数学

专著，同时也是自秦至汉代以来记录中国算学发展

的一部总结性和代表性的著作。全书共分九章，分别

为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

和勾股，收集了 ’(" 个问题，有世界上最早的系统化

的分数四则运算、联立一次方程式解法、开平方开立

方的计算、一般二次方程式的解法、各种规则和不规

则形状的面积和体积计算等等，都是当时具有世界

领先意义的伟大成就。尤其是以筹算求解联立一次

方程式，正是近代矩阵解法的先驱。

李淳风注释的古代数学典籍共有十部，“永隆元

年十二月。太史李淳风。进注释五曹孙子等十部算

经。分为二十卷”(。这十部算经包括，《九章算术》、

《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张丘建算

经》、《周髀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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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然则故所行者，今返率也。今所行者，故返率

也。今故所得返乘今返之率为实，而以故返之率

为法，今有术也。按此负笼又有轻重。于是为术

者因令重者得返少，轻者得返多。故又因其率以

乘法实者，重今有之义也。然此意非也。按此笼

虽轻而行有限，笼过重则人力遗，力有遗而术无

穷，人行有限而笼轻重不等。使其有限之力随彼

无穷之变，故知此术率乖理也。若故所行有空行

返数设以问者，当因其所负以为返率，则今返之

数可得而知也。假令空行一日六十里，负重一斛

行四十里，减重一斗进二里半，负重二斗以下与

空行同。今负笼重六斗，往还行一百步，问返几

何。答曰，一百五十返。术曰，置重行率加十里，

以里法通之为实，以一返之步为法，实如法而

一，即得也。

此均输章主要是讲处理粮食运输，均匀负担等

问题，所用的方法有配分比例、复比例、等差数列

等。在这一题的注释中，刘徽只是将题意和解题简

单地做了一些解释，而李淳风却由此举一反三，依此

假设推算出：负重 ! 斗行 "# 里，负重 $ 斗行 #% 里。

负重 " 斗行 ## 里，负重 & 斗行 $% 里。从而得出了负

重 & 斗与“空行一日六十里”相同的重要结论。

’( 在 《九章算术》中刘徽没有注的一些地方李

淳风也给出了很有价值的注释。

如《九章算术》第一章方田章第十四题，原题是：

又有二十一分之八，五十分之十七。问孰

多、多几何。答曰：二十分之八多，多一千五十分

之四十三。课分。术曰：母互乘子，以少减多，余

为实，母相乘为法，实如法而一，即相多也。

对此刘徽没有做注，而李淳风注曰：

分各异名，理不齐一，校其相多之数，故曰

课分也。此术母互乘子，以少分减多分，与减分

意同，唯相多之数，意与减分有异。减分者求其

余数有几，课分者以其余数相多也。

所谓课分实际上就是两个分数比较大小，依题

意得：! ) &* 和 *+ ) #% 比较，谁大谁小。这里的 “实”

是被除数，“法”是除数，“实如法而一”就是用“法”去

除“实”。由此可得：

! ) &* , *+ ) #% - .! / #% , *+ / &* 0 ) . &* / #% 0
- "’ ) *%#%

与现在的比较方法完全相同。《九章算术》是世

界上系统地叙述分数问题的最早著作，比欧洲早了

大约 *"%% 年。李淳风的注释将这一数学成果描述得

非常清晰。

还有 《九章算术》第四章少广章第十一题，原题

曰：

今有田广一步半、三分步之一、四分步之

一、五分步之一、六分步之一、七分步之一、八分

步之一、九分步之一、十分步之一、十一分步之

一、十二分步之一。求田一亩，问从几何。答曰：

七十七步八万六千二十一分步之二万九千一百

八十三。术曰：下有一十二分，以一为八万三千

一百六十，半为四万一千五百八十，三分之一为

二万七千七百二十，四分之一为二万七百九十，

五分之一为一万六千六百三十二，六分之一为

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七分之一为一万一千八百

八十，八分之一为一万三百九十五，九分之一为

九千二百四十，一十分之一为八千三百一十六，

十一分之一为七千五百六十，十二之一为六千

九百三十，并之得二十五万八千六十三，以为

法。置田二百四十步，亦以一为八万三千一百六

十乘之，为实。实如法得从步。

对此李淳风注曰：

凡为术之意，约省为善。宜云下有一十二

分，以一为二万七千七百二十。半为一万三千八

百六十，三分之一为九千二百四十，四分之一为

六千九百三十，五分之一为五千五百四十四，六

分之一为四千六百二十，七分之一为三千九百

六十，八分之一为三千四百六十五，九分之一为

三千八十，十分之一为二千七百七十二，十一分

之一为二千五百二十，十二分之一为二千三百

一十，并之得八万六千二十一，以为法。置田二

百四十步，亦以一为二万七千七百二十乘之，以

为实，实如法得从步。其术亦得，知不繁也。

所谓衰分就是差分，即按比例分配的意思。是

依一组比率 1*，1&，⋯12 的倒数，即 * ) 1*，* ) 1&，⋯* )
12 为列衰进行配分，用以处理成反比例的问题。

李淳风注释算经十书，功绩甚大，“他大概是整

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著作注释家了”。 李

淳风的工作再加上唐初政府对算学教育的提倡和重

视，使得宋代的算学得以大放异彩，连同时代的西方

算学都黯然失色。甚至可以说，要不是有李淳风的

注释，便不会有北宋初年的刊刻，那么算学知识的普

及所造成的中算黄金时代的降临就将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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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飞 雁 洞 四 川 助 道 纪 事

早在 !""# 年 $ 月 !" 日，香港飞雁洞佛道社刘

松飞主持即率众弟子，前来四川大邑县鹤鸣山寻根

问祖，当年，鹤鸣山条件很艰苦，刘松飞主持察得

实情，与飞雁洞弟子们，立誓要为恢复创教祖庭出

力。

为了弘扬道教事业，傅大师与省、市、县各级领

导、道教协会的负责人员及飞雁洞弟子多次往返鹤

鸣山。并亲自参加设计方案的讨论研究工作。他们首

先捐修进山公路、毛石路及停车场，捐高压及照明电

线路。尔后，又捐修三圣宫工程设计费用和各殿堂铜

香炉、捐铜神像等。如今，三圣宫以新的神韵矗立在

道教祖坛。

!""% 年 & 月，飞雁洞众弟子，出于弘扬中华道

学，又赞助数万元，印制 《天师道二十四治考》一书，

广传世人。

!""& 年刘主持为恢复葛仙殿捐款 !’ 万元。

飞雁洞弟子参加重振阳平观

从 !""& 年以来，为重建阳平治道观，飞雁洞弟

子先后义捐：补助农民青苗费、民房 !( 间、山门梯道

路、修建厕所、公路。塑五祖殿、七真殿、天师殿等 #%

尊神像，建设八卦亭，共计约 !)’’ 万元。

)’’) 年 ) 月，飞雁洞众弟子还在四川彭州市积

极组织向新兴镇全镇残疾人和 *’ 岁以上老人捐款

捐物等，深受百姓好评。

飞雁洞佛道社多年来一直坚持给四川省道教所

属贫困宫观送衣。

捐资遍及四川多座名山

!""# 年 # 月，为了培养道教人才，飞雁洞资助

成都市道教协会与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联合举办

“道教文化研修班”。

)’’# 年初，飞雁洞弟子，将 !% 箱学习用品、用

具寄来成都，帮助金堂县周边贫困小学。

!’ 多年来，四川地区大邑鹤鸣山、成都青羊宫道

观，彭州葛仙山，阳平治道观，崇州市上元宫，新津老

君山道观，都江堰青城山上清宫、东华殿、飞仙观、药

王山、建福宫等道观都得到飞雁洞的捐助。

大道深邃，万象可容；大道于世，万众可依；大道

继之，万众以助。香港飞雁洞佛道社刘松飞及众弟子

诚知此理，寓念于行，善证真言，为尘世内外周知而

景仰。 +胡文全 ,

李淳风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数学成就，是与

道家对自然天象的关注不可分的。《九章算术》第一章

方田章第九题是合分问题，李淳风对此的注释是：

合分者，数非一端，分无定准，诸分子杂互，

群母参差，粗细既殊，理难从一。故齐其众分，同

其群母，令可相并，故曰合分。

在此李淳风借用《易·系辞上》中“方以类聚，物

以群分”的观点来注释合分问题：分数相加的意义在

于，数之由来非自一端，分母的选取也没有固定标

准，分子多种多样，分母有大有小，分数的繁简不同，

难以自然相加。所以要在保持分数的值不变的条件

下，化异分母为同分母，使之能够相加，因而便有称

为“分数相加”的算法。在这里，李淳风说明了只有化

异类为同类方能相并相消的道理，并以这种异类互

化的观点非常简明地阐述了分数与正负数的运算法

则。由此可见，李淳风是我国古科技史与道教史上

一位很有影响的道士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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