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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家
、

天文学家李淳风

如匕 远

弃浮风是公元六
、 一

匕世纪 付
,

我国唐代的一位数学家
、

天文学家和历算家
。

他多方面的

成就使他成为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

淳风的祖籍为岐州雍县
。

今陕西凤翔县南部
,

即为淳风 勺故乡
。

浮风的父 示叫李播
,

任

隋朝担任过官职
,

在天文学
、

文学方面很有些成就
,

曾经写过不少著作
,

淳风深受家父的影

响
,

青少年时期读了不少书
,

对天文学和数学尤为感兴趣
。

店朝贞观 公元 一 年 初
,

天文学家傅仁均编造的 《戊寅兀月扮
,

对 日月食的测

报多次出现误差
。

年青的了享风因而上书驳傅仁均之 厉
。

他提出的 条忿见
,

经 过 辩 论 和脸

验
,

其中有 条被采纳了
。

由此
,

他得到了唐太宗的赏识
,

随后即授予将士郎
,

担任了执 扛

天文厉算等职事的太史局太史令
。

显庆元年 公元 年
,

他又因修订国史有 功
,

被 封为

吕乐县男 爵位
。

龙朔二年 公元 年
,

淳风又被改授为书阁郎 「“ 。

咸亨 公元 。年

一 年 初
,

他的官职复旧
,

又 回到太史局仍为太史令
。

淳风的生卒年月已无从查考
,

从史书的记载仪知他活
’

, 岁
。

李 淳 风 时 代 的 数 学

李浮风 当时的唐代
,

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强盛时期
。

这时
,

国家是一 个统一的强大的封

建帝囚
,

造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 经济方面
,

农业
、

牧业
、 一

于 匕业很发达
,

有较为

有利的经济条件 科学技术方面
,

天文学
、

厉法
、

数学
、

物理学
、

化学
、

地理学
、

农学
、

生

物学
、

医药学以及化工
、

纺织
、

陶瓷
、

机械
、

建筑工程
、

水 刊工程
、

航海等方面都有不少新

的成扰
,

有一个较为可观的科学技术发展的雄厚基础
。

随着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

对于数学的需求极为迫切
。

囚此
,

我因古代数学在这一 时

期便以
“

一

一

部算经
”

的逐步完善作为标志而进入了一 个曾
、

结性的时代
。

这时
,

引家对数学和天文厉法颇为重视
。

唐太宗起用了一批有名的天文历算家和著名医

学家
,

设立科技专门学校
,

培养高级科技人才
,

还鼓励民间自学的科学家的成长
。

对于数学

的重视发展到隋唐时期
,

使效学教育第一次隶属于 囚学
。

从而突出了对算学的重视
,

把算学

提高到丫 与经学并立的地位
。

《隋书
·

向官志 》记载
,

川子寺祭酒 立大学校
一

长 统领 各

个学馆
,

共 ,卜算学博士 人
,

算学助教 人
,

学生 人
。

当时
·

的算学馆
,

就相当于现在卜 悦

学中的饭
一

扮抓
。

隋代肠史较短
,

数学教百 的发展 尚月抓羊备
。

到了唐代
。

数学救 阿制度 已经很

为完关
一 ’ 。

算学馆仍设有 博士
、

助教和学生
,

并规定了七年的算学学制
,

还有
一

’相当于现在

大学里的分 科
、

分专业的教育
。

所摧用的教师
,

在学术上都有很高的造诣
。

如
一

若名数学家
、

《书 占算
一 」 》的 言者王孝还

,

忧是唐代算学馆的 序
,

后来还钻他当太史丛
,

领异太史局的

天 妇勺介 汗 这 友现了当时算学这门州学已沮 合刘丛础理 妇 实川相结 合的原则
。

《唐六

典 》
一

州 亡
,

浅汀算学馆的学生来源
、

学习内石
一 、

各专可啪勺学生 人数
、

学刁年限等情况
。

具中

说 弃 阵 扮
·

一管教育从文
,

一

丈
‘ 一

了八沉
, 以 下与员民 , 「姓的 几弟 , ,招收上来的学 生

。

学 生 们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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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分其经以为之业
” ,

即有两个专业 一部分学习 《九章算术》
、

《海岛算经 》
、

《孙子算

经 》
、

《五曹算经 》
、

《张丘建算经 》
,

《夏候阳算经 》
、

《周 牌算经 》等数学教科书
,

这

个专业的学生有 人 另一部分则学习比较难学的 《缀术 》和 《辑古算经 》
,

也有 人
。

这

两个专业的学生有两门
“

兼而习之
”

的共同副课
,

即 《数术记遗 》和 《三等数 》
。

《孙子算

经 》
、

《五曹算经 》的学制为一年
,

《缀术 》
、

《辑古算经 》要学 习三年时间
。

这两个专业的

前者
,

我们可称为初等数学专业
,

后者可称之为高等数学专业
。

在隋唐时
,

国家每年举行一次考试
,

并且也是分科举行考试 的
。

应试的生徒或 乡贡分为

明经
、

进士
、

明法 律
、

明学 书
、

明算等科
,

当才称之为科举
,

这其中的
“

明算科
” ,

就是进行数学考试的
。

从而通过考 试的手段
,

奖励和招纳私学和 自修的算学 专门人才
。

考 试

及格后 由吏部分配以
“

从九品下
”

的官职
。

隋唐王朝在囚子监件‘没立算学和在科举中进行数学考试
,

这无疑是五世纪以后数学获得

高度发展的生动反映
。

这是 中囚古代科技教 育史上光辉的一页
。

这还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出

现的实科学校
,

比欧洲早了大约 年
。

这一日士期
,

相继涌现出了不少成就卓 蓦的优秀数学家
。

如王孝通
、

李淳风
、

僧一 行
,

立

冈
、

刘孝孙
、

陈从运
、

龙受李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
“

苦算
”

之人
。

随着囚际交通的发达
,

我

国的数学著作和数学教 育制度还流传到朝鲜和 日本
。

后来又通过中亚和印度传到了欧洲
,

于

是欧洲人一方而恢 复已经失 去的希腊数学
,

一方面吸收中囚数学
,

近代数学遂得以扬起了启

航的风帆
。

李 淳 风 和
“

算 经 十 书
”

李淳风在唐代数学界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核心人物
,

他对于推动当付的数学教育和研究以

及使中 川占代数学在唐代酝酿进入一个新阶段
,

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

其显著的贡献
,

就是在

他的亲白领 导下对古代数学著作的注释工作
。

当时
,

有个太史监侯叫王思辩的大臣
,

首先上表给皇帝说 《五曹 》
、

《孙子 》等十部

算经
, “

理多踌驳 驳杂
” 、

外 加如
,

指彼此相违背 谬杂乱
,

应该组织人力 马 上予

以整理
。

这一建议
,

得到了皇帝的准许
。

随即
,

李淳风便被委 以 重 任
,

奉救 了,

指皇谕

的诏 书 与囚子监的算学 博士梁述和太学助教王真儒等人在京城长女开始了注释十部算经的

工作
。

书成以后
,

唐高宗即命令作为国子监的教科书行用全困
。

现在保存的算经十书
,

每卷

的首页上都题有
“

唐朝议大夫
、

行太史令
、

上轻车都尉臣李淳风等奉救注释
”

的
’

泣样
。

在我 川古代
,

为前代人的著作作注
,

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写作 传统
,

自然科学著作也

是如此
。

在
“

十部算经
”

的注解过程中
,

提 出新的算法
,

或是创新说
、

立新意
,

阐释原意
,

表达 自己 均观点
,

并没有拘泥于
“

注释
”

二宇
。

因此
,

在这些流传至今的古算书中
,

凝聚着

历代数学家们的劳动成果
。

它们是历代数学家共同留下的宝贵遗产
。

李淳风等人的功劳
,

在

于首次对古代很多数学著作进行了检阅
、

总结
,

从中选出了具有代表性的十部数学著作
,

加

以注解
、

整理和提高
,

使这十部代表中川古 代数学之辉煌成就的数学著作得以作为当时国 京

高等学府 的教科
一

二
,

并 使其流传至后世
。

这十部算经中
,

《九章算 拼 是最重要 的一种
。 ’

臼系统 曾
、

结了我国先秦到东汉初年的数

学成就
,

成为 ,川川丙代研尤数学的准泥
。 ’

已的出现 标志着巾川古代数学的完整体 系 的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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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

开启了中囚数学研究的新阶段
。

它对以后 中国古代数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

正象古希腊

欧几里得
,

约前 一前 年 的 《几何原本 》对西方所产生 的 影 响一样
,

是非

常深刻的
。

《九章算术 》经多次增补
,

特别是西汉时期张苍
、

耿寿昌等数学家的增补
,

至迟

在公元一世纪时
,

已有了现传本的内容
。

据有人分析
,

《九章算术 》中可能包含有陕西厉史

上的数学家许商
、

杜忠二人所著的 《算术 》的内容
。

《九章算术 》全书分为九 章
,

有 个

数学问题
。

其中的负数
、

分数计算
、

联立一次方程解法等都是具有世界意义 的成就
,

要比欧

洲的同类算法早 多年
。

现在传本有刘徽注和李淳风注
,

已被译成多种文宇出版
。

《孙子算经 》三卷
,

著者和年代均不详
,

但在 《夏候阳算经 》及 《张丘建算经 》中都曾

提到过
。

其上卷叙述算筹记数的制度和筹算乘除法则
,

中卷举例说明筹算分数法和 开 平 方

法
,

下卷有
“

物不 知数 一次同余式解法
”

的问题
。

《五曹算经 》为北周时的甄莺所撰
,

全书分田 曹
、

兵 曹
、

集曹
、

仓 沙
、

金 曹等五卷
,

分

别叙述计算各种形状的田亩面积
、

年队给养
、

粟米互换
、

租税和仓储容积
、

户调的丝帛和物

品交易等问题
。

《张丘建算经 》三卷
,

为南北朝时北魏的张正建所撰
。

书内有等左级数问题
, 二次方 程

问题
、 “

百鸡问题 不定方程
”

等
。

《夏候阳算经 》
,

原书已失传无考
。

北末元丰七年 年 所刻 《义候阳算经 》是唐
「卜叶 第八世纪 时的一部算书

。

该书引用当时流传的乘除捷法
、

解答 日常生活中的应用问

题
,

保存了很多数学史料
。

《周牌算经 》
,

一

著者不 明
,

其成书年代当不晚于公元前一 世纪
。 一

沁中主要闸明当日
一

的盖

天说和四分历法
,

所 以
,

它不仅是数学著作
,

而且是一部天文学理论著作
。

数学方面
,

该
一

卜

使川了相当复杂的分数算法和开平方法
。

在现存的文献中
,

它是最早 引用勾股定理的著作
。

《五经算术 》二卷
,

甄莺撰
。

书中对 《易 》
、

《诗 》
、

《书 》
、

《周礼 》
、

义礼 》以

及 《沦语 》
、

《左传 》等典籍的古注中有关数字计算的地方进行解释
。

《海岛算经 》
,

刘徽撰
,

附于他所注的 《九章算术 》之后
,

称为
“

重左
” 。

唐刊这一卷

印为单行本
。

它的第一题是测量海岛的高和远的问题
,

因而得名
。

所收集的都是利用两次或

多次测望所得的数据来推算远处 目的物的高
、

深
、

广
、

远的问题
。

《缀术 》
,

祖冲之撰
。

北宋元丰七年 年 刻印各种算经时
, 《缀术 》等资料已失传

,

据有关资料确证
, 《缀术 》中有精密的圆周率

,

三次方程的解法和正确的球体积计算等成就
。

《辑古算经 》
,

四卷
,

王孝通撰
。

全书提 出了关于建造堤防
、

勾股形及从各种棱台的体

积求其边长的算法等 个问题
。

其中讲述的用儿何方法列三次方程的方法
,

是很有特色的
,

并为我巨数字三次方程方面最古的著作
。

“

算经十书
”

中用过的数学名词
,

如 分子
、

分母
、

开平方
、

开立方
、

正
、

负
、

方程等

等
,

都一直沿用到现代
,

有的巳有近 年的历史了
。

“

算经十书
”

经过李淳风等人的艰苦注释
,

使新注本明辨是雅
、

泣清祝浊
、

顺理成章
,

一反原来
“

注述庞杂
、

鲜谬零乱
”

的情形
,

为当时的学习和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
。

英 卜防卜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对李淳风的
一

工作给予了很高评价
,

甚至说
‘’

他概是整个中国 史

上垠伟大的数学 寿作注释家
。 ”

李淳风对
“

算经十书
”

的注释是卓有成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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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本 《周牌算经》
,

有赵爽注
、

甄莺注等
,

当时虽被称为
“

算经 ” ,

但原文和赵爽
、

甄驾的注文都有不尽完美之处
。

李淳风的工作纠正了这部书存在的缺点
,

使这部书趋近于完

美
。

李淳风的注释指出了三点重要错误 一是 《周瑟 》的作者以为南北相去一千里
,

日中测

量八尺高标竿的影子常相差一寸
,

以此作为算法的根据是脱离实际的 二是赵爽用等差级数

插直法
,

来推算二十四气的表影尺寸
,

不符合实际测量的结果 三是甄莺对赵爽的
“

勾股 圆

方图说 ① ”

有种种误解
。

李淳风对以上错误逐条加 以校正
,

并提出了自己正确的见解
,

这对于

读者的帮助无疑是很大的
。

李淳风注释 《九章算术 》时
,

是 以刘徽的注本为底本的
,

对于刘徽注文中意义很明确的

地方
,

就不再补注
。

如盈不足
、

方程这两章就没有他的注文
,

这种注释法是很可取 的
。

后来有

人从此点分析推断
,

以为淳风注释残缺不全
,

或把此归罪于抄书的人
,

这当然确系误会了
。

在 《九章算术 》少广章开立圆术一节
,

淳风等的注文引用了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的儿子

祖啦之关于球体积公式的理论
,

确是作了一件大好事
。

在 《缀术 》这本珍贵的数学著作失传

以后
,

祖冲之父子对于球体积的创造性研究成果
,

幸亏淳风的征引才得流传到今日
。

《海岛算经 》的原本
,

是刘徽数学研究的独创成果
,

原名为 《重差 》
。

刘 徽 著 作的原

文
,

解题方法和文字非常简括
、

颇难理解
。

淳风等人的注释详细列出了演算步骤
,

从而给初

学者打开了方便之 门
。

淳风等人对
“

算经十书
”

的注释也有不足之处
。

如在理解圆周率时
,

有意轻视了刘徽割

圆术的伟大意义
,

是不公正 的
。

另外
,

后世人误认 是祖冲之所创的密率
,

这也是淳风等

人注释所造成的不 良后果
。

另外
,

据有关科学史家考证认为 传本的 《孙子算经 》和 《五曹算经 》
,

虽然每卷的首

页都标明
“

李淳风等奉救注释
”

的字样
,

但这两本书
,

并没有见到他们的注文
。

《夏候阳算

经 》现 已失传
,

也不知有无他们的注文
。

还有的学者根据长孙无忌
、

于志宁
、

李淳风等编纂

的 《五代史志 》中的一些叙述推测
, 《缀术 》大概也没有淳风等的注释

。

但是这也不能排除

失传的可能
。

现今确实看到有淳风等注文的有 《周种 》
、

《九章 》
、

《海岛》
、

《张丘建 》
、

《五经次等五种算经
。

但即使如此
,

淳风的贡献仍然是很大的
。

李淳风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

在 世纪发明望远镜以前
,

浑天仪是我国古代研究天文
、

测定天体方位的唯一测器
。

天

文学家皆以制造和改造浑天仪作为 自己的首要任务
。

因之
,

浑天仪之技术不断地更新和趋向

完美‘ 科学史家推测
,

我国最原始的浑天仪可能是 由两个圆环组成 一个是固定的赤道环
,

它的平面和赤道面平行
,

环面上刻有周天度数 一个是 四游环
,

也叫赤经环
,

能够绕着极轴

旋转
,

赤经环上也刻有周天度数
。

在赤环经上附有窥管
,

窥管可 以绕着赤经环的中心旋转
。

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的我国天文学家石 申可能已应用这种浑仪了
。

为了更方便的利用浑仪测量恒星的位置
,

东汉中期的傅安和贾逢就又在浑仪上安装了黄

道环
。

后来张衡又加上地平环和子午环
,

于是便成了完整的浑仪
。

后魏的解兰用铁铸浑仪的

时候
,

在底坐上添置了十字水跌
,

用来校正仪器的水准
,

这又是一个进步
。

唐代贞观七年
,

由于工艺水平和科学技术又有了进一步发展
,

有了使浑仪更为先进的可

能
。

李淳风分析了已有浑仪的优缺点
,

上书要求制造黄道浑仪
,

唐太宗批准了他 的建议
。

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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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以铜为原料
,

制造了浑天仪
。

他进一步把浑天仪由两重改变为三重
,

就是在六合仪和四游

仪之间再安装一重三辰仪
。

它的表里分为三层 最外层是六合仪
,

中间是三辰仪
,

最内层是

四游仪
。

淳风的六合仪即为张衡浑仪的外层 地平圈
、

子午圈和赤道圈三环所 固 定 成的一

层
。

六合之称是我国古时候对东西
、

南北
、

上下这六个方向的叫法
。

四游仪是指其中能够旋

转观测 的四 游环 和窥管部分
。

在这两层之 间新加的三辰仪是由三个相交的圆环构成的
。

这

三个圆环是黄道环
、

白道环和赤道环
。

黄道环用来表示太阳的位置
,

白道环用来表示月亮的

位置
,

赤道环用来表示恒星的位置
。

我国古时候把 日
、

月
、

星 门 做三辰
,

所 以新增的这一重
仁做三辰仪

。

在此以前
,

浑天仪只有相当于四游仪和六合仪的部分
,

而没有三辰仪的部分
。

浑天仪用

三层
,

显然是从李淳风开始的
。

三辰仪可以绕着极轴在六合仪里旋转 而观测用的四游仪又可 以在三辰仪里旋转
。

三辰

仪的赤道环上刻有 个星宿的距度
。

只需把赤道环同天上的 星宿的位置对准
,

黄道环和天

上的黄道也就自然对准了
。

设立白道环 的目的是为了把白道度数和黄道度数加 以区别
,

可 以

直接测知月亮在自道上的运行状况
。

于是乎
,

黄道经纬
、

赤道经纬
、

地平经纬都能够用此器

进行测定
。

当时的人们
,

无不称赞这种浑仪的巧妙
。

这的确是古代天文仪器制造史上的一个

杰出创造
。

现在保存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明代正统年间 一 年 复制的浑仪
,

基

本上就是按李淳风的方法制做的
。

而不 同的是把三辰仪中的白道环取消了
,

另外加了二分圈

和二至 圈 过二分点和二至点的赤经圈
。

二分圈和二至圈是 末代的苏颂加上去的
,

白道环

则是沈括取消的
。

图 一 保存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浑仪

淳风还著有 《法象志 》七篇
,

主要论述了历史上浑仪的发展
。

这本书可借 已经失传了
。

另外
,

淳风在任太史令期间
,

还受命参与撰写 《晋书 》
、

《隋书 》等史书
,

其中的 《天

文志 》
、

《律历志 》
、

《五行志 》皆为淳风独作
。

这些志中记载有 祖冲之 的圆周率 刘洪

的乾象厉法 刘绰的皇极历 张子倍发现太阳运行快慢规律 何承天
、

张宵玄关于星体发出

的光线经过地球大气产生弯曲
,

使星体的视高度比实际高大的
“

蒙气差
”

现象的发现等天文

气象研究的重要成就
。

其中还有了我国古代浑仪
、

计时装置和 日月食
、

流星
、

慧星等丰富的

天象记录
,

是对魏晋至 隋代的我国天文学研究状况 的一个可贵总结
。

李 淳 风 的《麟 德 历 》

唐代 期行用的 《戍寅历 》 ,

以 日月相合的真实 日期定朔望月的第一天一一朔 日
,

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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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朔法
。

这是我国历法史上的一次重要改革
。

但是
,

《戊寅历 》有 日月食测报 中 出 现了误

差
,

虽经多次修改校正
,

仍难于弥补其缺陷
。

改历 已是势在必 行
。

唐高宗时
,

淳风依据隋代刘烨 公元 一 年 制定的 《皇极月扮 完成了著 名的 《麟

德厉 》
,

终于取代了 《戊寅历 》
。

《麟德历 》有两个特点 第一
,

正式废除了古历 中的
“

章
”

冬至 与 朔 同在一 日的周
、

期
、 “

钟
”

冬至交节时刻与合朔同在一 日夜半的周 期
、 “

纪
”

豁首之 日的纪 日干支

也相同的周期
、 “

元
”

纪首之年的纪年干支也相同的周期 的推算方法
,

不设 闰周
,

而

立 为推算各种天体运动周 期的小数部分的公分母
。

这比过去一个数据一个分母的各种历

法显然要简便得多
。

第二
,

采用了刘仲先进 的定朔法
。

并使其成为一种制历的基木方法为后

世所沿用
。

刘止卓在制定 《皇极历 》时
,

用等间距二次内插法计算日月的运行
,

采用定朔
,

并定岁差

为 年差 度 换算成现在的度数为 年差 度
,

已同准确值接近 今测为每隔 年

差 度
,

当时的欧洲还沿用 年差 度的数据
。

由于保守派的反对
, 《皇极 历 》当 时没

有颁行
。

淳风在制定新历时
,

采用了刘炸先进的定朔方法
,

并使 《麟德历 》得 以颁行
。

这种

勇于吸收和发挥先进的科学成果的思想是很可贵的
。

从南北朝时何承天提出使用定朔法始
,

经过 多年的争论和斗争
,

终于 由李淳风在 《麟德历 》中使用而取得了胜 利
。

但 是
,

淳风

在运用先进 的定朔法的同时
,

却否认了傅仁均 《戊寅历 》中岁差的存在
,

乃是错误的
。

淳风 的 《麟德历 》被推崇为我国古代的名历之一
。

它后来传至与唐朝关系极为密切的新

罗 朝鲜古国
,

并被新罗国采纳
,

行用多年
。

它还传入 日本
,

并于公元 年 被 采用
,

改 名

为 《仪凤历 》
。

可见其影响之大
,

流传之远
。

唐高宗时
,

颁行瞿昙罗 所制的 《经纬历 》
,

并未废弃淳风历
,

而与淳风的 《麟德历 》

参行于世
。

开元九年 公元 年
,

由于 《麟德历 》预告 日食出现差错
,

唐玄宗方才 请 僧一行主

持淳风历
,

制定了 《大衍历 》
,

而行用全国
。

从唐高宗麟德元年 公元 年 开 始
,

淳风

的 《麟德历 》在我国行用了 年之久
。

第 一 个 给 风 定 级 的 人

古时候的农业生产中经常受到各种恶劣天气的突然袭击
,

生产处于完全靠天 吃 饭 的局

面
。

为了掌握主动权
,

人们就必须了解天气的变化
,

这就推动了我国古 代气象科学的发展
。

淳风深厚的天文学知识和他在太史局工作的便利
,

使他有很多观察和研究气象的机会
。

《乙 已占》就是他所写的世界上最早的一本气象专业著作
。

淳风对气象学的贡献
,

首先表现在他对风的观测和研究方面
。

在封建社会初期
,

对风 的

观测 已比过去更为详细了
。

由风的四个方位发展到了八个方位
,

因之有八风之名
,

即
“

不周

风 西北
、

广莫风 北
、

条风 东北
、

明庶风 东
、

清明风 东南
、

暴风 南
、

凉风 西南
、

间阖风 西
” 。

到唐代后
,

随着航海业的发达
,

由于船在海上航行经常遇

到大风的袭击
,

因此更加迫切地需要掌握风的情况
。

淳风在观测研究和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

上
,

把风的方位由原来的八个方位
,

发展到了 个方位
。

淳风还
一

首先创制了八级风力标准
,

① 瞿昙 罗 —唐 高宗时 曾任太史令
,

曾作 《光 宅历 》 ,

但行 用时间很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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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动叶 鸣条
,

摇枝
,

堕叶
,

折小枝
,

折大枝
,

折木
,

飞砂石
,

拔大树和根
” 。

黔画圈日
一 级 二 肠

, ,

三 级
一

四级

厨瓜翻廖
一

芝二级
, 了、级

图 唐代的风力等级

淳风是世界上 第一个给风定级的人
。

过了 。。多年以后
,

英国人蒲福 。

,

一 于 年才把 风 力 定 为 级共 个等别
。

以后又几 经修改
,

风力等级自

年以来 已增加到 个等级
。

在唐代航海与西方迸行频繁文化交流的情况下
,

蒲福的研究

不能不说曾经受到过中国古代气象科学研究成果的启迪
。

李淳风是一位卓越的自然科学家
,

不愧为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人物
。

不难看出
,

他在当

时的数学界和天文学界
,

显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
。

他对于祖国古代自然科学的贡献特

别是他注解 《算经十书》的首要之功
,

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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