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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評

唐 泉 徐 傳 勝＊

曲安京著

《中國曆法與數學》

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年5月，419頁， ISBN 7-03-014467-8

一、前　言

2005年5月粅曲安京的專著《中國曆法與數學》粅作為「數學與科學史」

叢書的一種粅由科學出版社出版。

《中國曆法與數學》全書共分七章粅各章內容如下睔(1)歷史上的數學與

數學的歷史粍(2)中國傳統曆法的構造機理粍(3)常數系統與古曆修復粍(4)實數

的有理逼近粍(5)內插法粍(6)多項式函數與幾何模型粍(7)太乙術數中的曆法。

全書七章內容可分為四個獨立的專題。其中第一章是對一些與科學史方

法論密切相關問題的思考粍第二章通過對圍繞上元積年的天文常數系統的建

立粅破解了中國古代傳統曆法的構造機理粍第三章則是利用前面所建立的天

文常數系統理論對一些殘缺古曆的修復粍第四、五、六章深刻探析了傳統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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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所蘊涵的一些演算法的真實意義及其構造原理粍最後一章首次詳述了太

乙術數中的曆法問題粅挖掘了一批鮮為人知的太乙術數中的曆法粅豐富和深

化了曆法史研究的內容和範圍。

二、中國數學史研究範式的轉換

作為一個職業科學史家粅曲安京密切關注著科學史這門學科的發展。正

如他在《中國曆法與數學》的序言中所言睔「一個有理想的學者粅應該未雨

綢繆粅多一些憂患意識」。正是這種憂患意識促使他充滿了危機感並思考科學

史這門學科的基本問題睔為什麼要研究科學史粒誰需要科學史粒科學史究竟

是做什麼的粒下一步粅科學史該往何處去粒

在《中國曆法與數學》第一章「歷史上的數學與數學的歷史」中粅曲安

京通過回顧中國數學史研究走過的曲折道路粅寫下了他自己關於上述這些問

題的思考。

二十世紀中國數學史的研究粅經歷了兩次高潮。這兩次高潮是在李儼和

錢寶琮、吳文俊等學者的倡導下粅先後發動的以「發現」和「復原」為主題

的兩次運動所引發的。第一次運動中粅「發現」意味著破解歷史上都做出了

什麼樣的數學粅數學史家們必須從原始文獻中找尋他們的發現粅這一運動隨

著研究資源的「枯竭」而逐漸走向衰落。在吳文俊發起的以「復原」為主題

的第二次運動中粅數學史家所關注的問題轉向「歷史上的數學是如何做出來

的粒」其研究方法是對已經「發現」的數學概念、思想、方法、定理和算法

等進行「復原」。然而粅隨著可供復原的「發現」愈來愈少粅數學史研究出現

了新的危機。

面對新的危機粅每一個職業的數學史家或許都應該考慮如下問題睔下一

步粅我們該做什麼粒如何從過去的範式轉換中總結經驗粒

通過全面細緻的探討二十世紀中國數學史研究所取得的成績及其各個階

段的特點粅曲安京指出粅中國數學史研究在過去一百年間粅經歷了兩次運

動粅分別走出了數學史研究的兩條道路睔

第一條道路睔有什麼樣的數學粒

第二條道路睔如何做出來的數學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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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礎上粅他呼籲數學史家應該更進一步思考下面的問題睔

第三條道路睔為什麼要做數學粒

曲安京所提出的以回答「為什麼數學」為主題的新研究是在「李錢範式」

和「吳範式」基礎上建立的粅是對「李錢範式」和「吳範式」的擴充和進

步。因此粅「李錢範式」、「吳範式」所倡導的「有什麼」、「如何做」和曲

安京所倡導的「為什麼」代表了數學史研究逐漸遞進的三個階段。

從2002年到《中國曆法與數學》出版這段時間粅曲安京撰寫了一系列文

章來反覆闡明他近年來提出的關於數學史研究的「第三條道路」粅從而希望將

數學史研究所關注的問題粅從歷史上的數學轉變為數學的歷史。

三、中國傳統古曆的構造機理

在《授時曆》廢除上元積年之前粅幾乎所有的中國傳統曆法都是圍繞上

元積年來進行編排的。

一部曆法推算的起點稱為曆元。而上元則是中國古代曆法家在編制曆法

時設定的一種理想曆元。從上元到編曆年份的年數叫作上元積年。從數學的

角度而言粅上元積年的計算粅其實是求解一個包含11個同餘式的一次同餘式

組。由於每個同餘式涉及的數據皆為天文數據粅且每個天文常數的精度要求

比較高粅因此求解這個一次同餘式組將變得十分複雜。

中國推算上元積年的工作粅始於西漢末年劉歆粼45-23 B.C.粽的《三統

曆》。一直到元代郭守敬粼1231-1316粽在《授時曆》中廢除積年日法之後粅

中國古代曆法家對上元的推算才宣告結束粅同時粅上元積年的求法也湮沒不

彰粅不為人知。

二十世紀初粅日本學者新城新藏對現存第一部中國古代曆法《三統曆》

的上元積年進行了推算粅其中涉及到木星的會合週期。 1二十世紀七十年代

末粅李文林和袁向東撰文討論漢曆中的上元積年計算粅同時指出新城新藏計

算中存在的一些問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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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上元積年的推算粅學術界普遍流行的觀點認為粅凡從上元起算的曆

法事項粅都應該參與上元的推算。通過對歷史上五十餘部現存曆法的系統考

察與算理分析粅曲安京從理論上證明了科學史界關於上元積年求法的這個猜

想實碚上並不成立。因為對於絕大多數曆法的上元粅僅憑日名、歲名、回歸

年和朔望月等四個先決條件即可將其唯一確定粅而其他的天文常數粅如近點

月、交點月、五星會合週期等粅並不具備推算上元的資格。

通過大量的實例演算和理論分析粅曲安京首次指出睔中國古代曆法中存

在著一個以上元積年算法為核心算法而構造出來的天文常數系統粍這個天文

常數系統的基本常數是曆取回歸年與朔望月粅曆法中的其他常數粅如近點

月、交點月、五星會合週期等粅均為導出常數粍曆法家構建這個天文常數系

統的基本程序是睔(1)調取合適的日法粅求得朔望月和回歸年常數粍(2)根據朔

望月和回歸年常數求出上元積年粍(3)根據上元積年粅調取其他曆取天文常數

與既定的上元配合。

曲安京不僅指出中國古代曆法中隱含著一個天文常數系統粅而且用大量

的實例演算來證明他所重構的理論。他所提出的天文常數系統理論不僅解決

了失傳三百餘年的上元積年算法遺案粅而且清楚展現了中國傳統曆法的構造

機理粅破解了中國古代數理天文學中的一個大謎。他的這一重大發現無疑是

近年來曆法史研究中的一項豐碩成果。

四、中國古曆中若干典型算法的數理分析

《中國曆法與數學》第四章「實數的有理逼近」、第五章「內插法」、第六

章「多項式函數與幾何模型」三章內容粅旨在全面探析中國古代曆法中所蘊

涵的一些算法的數理意義及其構造原理。

關於「類似連分數展開之類的算法曾經為中國古代的數學家發明並使用

過嗎粒」這一問題粅曾經有一大批學者做過深入的研究粅並作出合理的猜

測。如華羅庚曾經推測「祖沖之的密率應當是連分數展開或與之相當的算法

的產物」粅 3呂子方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通過對漢代曆法五星會合週期常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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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指出當時人們已經使用了連分數算法， 4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李繼閔

更進一步指出漢曆中所謂的「通其率」就是一種類似連分數的算法。5

曲安京通過對漢代曆法中五星會合週期常數的研究表明，這些數據的得

出其實根本不需要用到連分數算法。他通過自己構造的一個定理證明了如下

結論：在南北朝的劉宋時期，已經出現了一種與連分數展開相當的算法。同

時他根據具體的演算實例推斷，祖沖之當年可能就是利用這種方法推導出他

的密率。

在第五章「內插法」中，曲安京澄清了中國古代各種插值算法的構造原

理及相互關係，並發掘了唐代邊岡的逐次分段拋物插值算法，並將其推廣為

一種有效的現代數值方法，為科學史研究古為今用做了一次有益的嘗試。

第六章「多項式函數與幾何模型」所討論的問題較為有趣。曲安京的研

究表明：唐宋元曆法中在計算太陽視赤緯與晝夜漏刻時所使用的一系列四次

多項式函數並非依內插法得到，而是根據某種獨特的幾何模型與勾股形的關

係推導出來的。通過對這些算法的幾何模型的詳細闡述，從某種程度上修正

了中國古代曆法基本上不用幾何模型的傳統觀念。

唐代天文學家一行在《大衍曆》中，給出了世界上最早的一張「正切函

數表」。很多學者都曾對該表進行過復原研究，其中以Christopher Cullen、 6

劉金沂和趙澄秋 7等學者的工作最具代表性。由於《大衍曆》行文簡略並有

遺漏，中外研究者根據《大衍曆》所提示的方法重構的正切函數表彼此互有

出入，他們雖然已經意識到他們的復原工作並非出自一行的本意，但又無法

彌補其中的缺陷。曲安京根據《高麗史》中所記載的《宣明曆》的有關史

料，重構了唐代一行《大衍曆》中的「正切函數表」，從而解決了困擾學術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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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十年之久的一個疑難問題。

五、太乙術數中的曆法

術數粅亦稱數術粅是指利用種種數理手段來推測國運興衰和人事吉凶的

學問。唐代以後粅術數與奇門、六壬合稱「三式」粅成為術數中的三個主要流

派之一。

由於術數中摻雜著許多迷信內容粅從而使人們很長時期以來粅忽視了對

術數中和自然科學相關內容的關注和研究。近年來粅國內外一些科學史家和

歷史學家如何丙郁、 8程貞一、 9劉鈍 10等人逐漸開始關注這個課題。這些學

者或者討論術數與社會的關係粅或者討論術數與早期自然科學之間的關係粅

但均沒有涉及術數中的曆法。

太乙曆法是太乙術數家為進行數理推演而制定的曆法。作為中國古代曆

法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粅太乙曆法以前從未引起學術界的注意。在近年來

出版的所有數理天文學史的專著中粅太乙曆法基本上從未被提及。

在《中國曆法與數學》第七章「太乙術數中的曆法」中粅曲安京通過廣

泛研究中國古代流傳下來的各種術數典籍粅並利用他提出的天文常數系統理

論粅整理和發掘出一批太乙曆法粅從而全面回答了這些問題粅並為我們粗線

條地勾勒出一部太乙術數曆法史。

通過對《甲寅太乙曆》、《開元太乙曆》粼724粽、宋代《景祐太乙曆》等

三部太乙曆法的深入研究並與同時期的官方大曆相比粅曲安京回答了關於太

乙曆法的一些基本問題睔太乙曆法所採用的天文常數系統的精度通常和同時

期的官方大曆所採用的天文常數系統的精度相當粍太乙曆法推算上元積年的

方法和中國傳統曆法所用的方法一樣粅用的都是演紀法粍官方曆法的上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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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不能滿足太乙術數的一些要求舫因此官方大曆並不能取代太乙曆法舫從而

揭示了為什麼要在中國曆法史的主流之外要衍生出太乙曆法的原因。

曲安京的研究表明舫太乙曆法的確是中國古代數理天文學的一個重要的

不可分割的內容。曲安京對術數曆法史的研究豐富和深化了中國古代曆法史

的研究舫填補了國內外在術數曆法史研究領域的一項空白。

六、結　論

作為一本專業性很強的學術著作舫曲安京所撰《中國曆法與數學》一書

並非毫無缺點。

該書彙集了作者從事中國古代數理天文學史研究近二十年的部分重要成

果舫又由於涉及的範圍較為廣泛舫因此從全書的內在結構上而言舫幾個專題

之間的聯繫看起來不夠緊密舫特別是該書第四、第五、第六章的內容舫基本

上由一些相對獨立的論文構成。

曲安京提出的關於數學史研究的「第三條道路」舫是他作為一個職業的科

學史家舫懷著強烈的責任感和憂患意識寫下的關於數學史這門學科該往何處

去的思考舫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但是曲安京並沒有給出一個「為什麼數學」

的範例。

在中國古代數理天文學研究領域舫日本學者藪內清的地位非常重要。 11

他的突出貢獻在於舫他首先利用現代天文學理論來揭示中國古代數理天文學

中的合理部分舫例如他對定朔算法的幾何解釋舫對日食算法原理的探討舫對

內插法的科學性的探討等舫均為經典的例子。

藪內清之後舫經過一大批中國科學史家的努力舫中國古代數理天文學研

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這其中以陳美東的研究最為集中和重要舫他的《古曆

新探》12基本涉及到中國古代數理天文學領域的所有重要的算法舫他對這些

算法的闡釋和解讀舫對於讀通古代的曆法起了極其有益的作用舫同時為進一

步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曲安京曾經將《古曆新探》稱為中國古代數理

489唐泉、徐傳勝∕評曲安京《中國曆法與數學》

11 關於藪內清對中國古代數理天文學的研究舫可參閱藪內清舫《隋唐曆法史研究》艜東京紘

三省堂舫1944初版舫1989增訂艞。

12 陳美東舫《古曆新探》艜瀋陽紘遼寧教育出版社舫1999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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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學領域一部具有里程碑式意義的著作。13

《中國曆法與數學》全面探討了中國古代曆法中的常數與算法是如何選擇

與構造的這一疑難問題，因此，如果說陳美東的研究告訴我們中國古代數理

天文學中都有些什麼重要算法和成果，那麼曲安京的研究則在很大程度上告

訴我們這些重要算法和成果是如何做出來的。他們的研究分別代表了兩個時

代科學史家關注和考慮問題的角度。

我們認為，《中國曆法與數學》是曲安京繼藪內清和陳美東的研究之

後，為中國古代數理天文學研究樹立的第三個里程碑。

13 曲安京，〈中國古代數理天文學史研究的新進展—評《古曆新探》〉，《自然科學史研究》

18.3 (1999): 277-2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