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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正海

上世纪80年代，黑格尔的“中国古代没有海
洋文化”谬论一度风靡全国，形成一股《河殇》
的潮流：中国落后是因为只有黄色文化(大陆文
化)，没有蓝色文化(海洋文化)。中国古代有没有
海洋文化？事实是最具说服力。中国古代不但有
海洋文化，而且富有中国特色。辉煌的中国古代
潮论，是世界海洋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潮汐是海水周期性涨落现象。潮汐本质是什
么？它又如何形成周期性涨落的？中国古人进行
过种种猜测和解释，潮论十分活跃。1781年，清
代潮汐史学家俞思谦的《海潮辑说》，收集“论
潮汐者，不下数十家”。1978年，中国古潮汐史
料整理研究组编写的《中国古代潮汐史料汇编》
(潮汐论著)，收集潮论91篇。中国传统潮论达到
较高水平，十分辉煌，长时期在世界上领先。

潮汐成因实际包括引潮力和地球自转两个基
本因素。对这两个因素的分别研究在中国古代就
形成两大学派：元气自然论潮论和天地结构论潮
论。而且两派争鸣，愈争鸣愈发展，长达千年，
唐宋时中国古代潮论发展到鼎盛时期。

元气自然论潮论

元气自然论潮论思想可追溯到《周易》坎卦
的“习坎有孚”经文和《黄帝内经·灵枢·岁露》
的“月满则海水西盛”、“月郭空则海水东
盛”。东汉王充(公元27年-约97年)则是元气自然
论潮论的正式创建者。王充是元气自然论者，认
为万物是由于客观存在的“气”的运动而产生
的。他根据同气相求原理和《周易》中的月和水

同属阴的思想，在《论衡·书虚》篇提出“涛
之起也，随月盛衰”，第一次明确把潮汐成因
和月球运动密切联系起来，创建了元气自然论
潮论。此传统潮论在古代形成主流。

三国时吴国严畯曾写过《潮水论》。这是
现所知最早的一篇潮论，可惜早已散佚，仅在
《三国志·严畯传》中保留有一个篇名。

杨泉为西晋初的哲学家，著有《物理
论》。文中发展了王充的潮论，指出：“月，
水之精。潮有大小，月有盈亏。”

唐代窦叔蒙，大历年间处士，著有《海涛
志》(《海峤志》)，是现存最早的中国潮汐学
专论。窦叔蒙发扬了王充的潮月同步原理，指
出：“潮汐作涛，必符于月”，“月与海相
推，海与月相期”。他概括了一朔望月中潮月
同步情况，“盈于朔望，消于朏魄，虚于上下
弦，息于眺朒，轮回辐次”。在潮—月同步原
理基础上，他直接用中国古代发达的天文历算
方法精确计算了潮时，并制订了《窦叔蒙涛时
图》。他还发现正规半日潮的三种周期：一日
内有两次高潮、两次低潮(“一晦一明，再潮
再汐”)；一朔望月内，有两次大潮、两次小
潮(“一朔一望，载盈载虚”)；一回归年内有
两次大潮期、两次小潮期(“一春一秋，再涨
再缩”)。

唐代封演《说潮》对潮汐成因阐述：
“月，阴精也。水，阴气也。潜相感致，体于
盈缩也”。这里的月和海水潜相感致，似有万
有引力的原始概念。

北宋张君房的潮论已涉及到日、月运动。
他在《潮说》中篇中用“气交”和“致感”来
解释日月“敌体”(朔)和“光偶”(望)两个位置
时潮汐最大，解释了一个朔望月中何以产生两
次大潮。

北宋余靖(公元1000年—1064年)《海潮图
序》提出潮汐与月亮运动的关系，“月临卯
酉，则水涨乎东西；月临子午，则潮平乎南
北。彼竭此盈，往来不绝”。根据这种关系，
可以观测到一天中随着时辰推移，潮流方位也
不断顺次变动。故有学者认为，这“实际上就
是近代的潮汐椭球”(《中国古代潮汐论著选
译》，科学出版社1980年，前言)。北宋哲学家
邵雍(公元1011年—1077年)在《皇极经世绪言》
中“以地之太柔，从天之太阴类也”，解释了
余靖的潮汐椭球观点。

南宋朱中有在《潮颐》中推颂元气自然论
潮论，“欲知潮之为物，必先识天地之间有元
气、有阴阳。”

明清时，元气自然论潮论主要有：元末明
初史伯璇的潮论，收在《管窥外编》卷上；明
代陈天资有《潮汐考》；清初周亮工(公元1612
年—1672年)的潮论，收在《书影》卷九；清代
屈大均(公元1630年—1696年)的潮论，收入《广
东新语》卷一；清代李调元(公元1734年—？)
的潮论，收入《南越笔记》卷三；清代周煌
(？-公元1784年)潮论，收入《琉球国志略》卷
五。

天地结构论潮论

天地结构论潮论是在宇宙论(主要是浑天

论)基础上解释潮汐成因的，出现时间较元气自
然论潮论要晚。浑天论代表作《张衡浑仪
注》：“混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
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
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
水而浮。”既然大地浮于水，天又包着它们，
因此建立在浑天论上的潮论，在解释潮汐的周
期性时，自然认为涌上大地的潮水是某种外力
冲击海水而引起的，但外力是什么则又有不同
解释。

天地结构论潮论是东晋葛洪(公元284年-364
年)创建的。《抱朴子·外佚文》：“天河从西
北极，分为两头，至于南极，……河者天之水
也。两河随天而转入地下过，而与下水相得，
又与[海]水合，三水相荡，而天转排之，故激涌
而成潮水。”不管葛洪的天河水、地下水和海
水三水激荡说是否正确，这种用天地结构的模
式来解释潮汐成因的理论，是一种与传统的元
气自然论潮论不同的新潮论。

卢肇为晚唐时人，著有《文标集》，其中
有《海潮赋》。卢肇是葛洪之后一个突出的天
地结构论潮论者。《海潮赋》：“地浮于水，
天在水外。天道[左]转”，“日傅于天，天左旋
入海，而日随之”。炽热的太阳落到海里激发
海水形成潮汐，于是“日出，则早潮激于
右”，“日入，则晚潮激于左”。为了论证浑
天论的大地是可以浮在海上的，《海潮赋》又
解释：“载物者以积卤负其大，……华夷虽
广，卤承之而不知其然也。”

五代邱光庭是天地结构论潮论者，著有
《海潮论》。但他认为潮汐成因不在于三水相
激或日激海水，而在于大地本身。浮于海上的
大地，由于内部“气”的出入而上下运动，潮
汐则是伴随着大地上下而形成的海水相对运
动。北宋张载(公元1020年—1077年)在《张子全
书·正蒙·参两篇》中阐述了天地结构论潮论，
与邱光庭理论较一致。北宋宣和时徐兢的潮论
是继承了邱光庭、张载的潮论，而不同于卢肇
的潮论。

应当说葛洪、卢肇、邱光庭等人用天地结
构关系来探索潮汐成因的方向是正确的，但他

们因而抛弃了月球的引潮作用是很大错误。

两种潮论的千年争鸣

东汉王充根据同气相求原理创立了元气自
然论潮论。东晋葛洪又开创以浑天宇宙论为基
础的天地结构解释潮汐，但直到唐以前，未见
新旧两派潮论有争论。唐代一行(公元683年-727
年)进行大地测量后，浑天论在宇宙论中占据统
治地位，天地结构论潮论迅速崛起，于是两派
潮论开始长期持续的激烈争鸣。

晚唐卢肇写《海潮赋》，首先挑战元气自
然论潮论。他责问同气相求理论：“月之以海
同物也。物之同，能相激乎。”但卢肇的“日
激水而潮生，月离日而潮大”的阐述却有明显
错误。初一明明是大潮，他竟说：“日月合朔
之际，则潮殆微绝。”他的这种脱离验潮实践
的日激水成潮论是荒唐的，于是引发后世元气
自然论潮论家的尖锐批评。

北宋燕肃(公元960年-1040年)在《海潮论》
中，强调潮汐变化和月亮在时间上的对应关
系，指出潮汐“盈于朔望”，这实际上驳斥了
卢肇的“日月合朔之际，则潮殆微绝”的错误
结论。

北宋余靖在《海潮图序》中说：“予尝东
至海门，南至武山，旦夕候潮之进退，弦望视
潮之消息。乃知卢氏之说出于胸臆，所谓盖有
不知而作者也。”“肇又谓：‘月去日远，其
潮乃大。合朔之际，潮殆微绝’。此固不知潮
之准也”。

北宋沈括(公元1031年-1095年)《梦溪笔谈·
补笔谈》卷二：“卢肇论海潮，以得日出没激
而成，此极无理。若因日出没，当每日有常，
安得复有早晚？”

南宋朱中有在《潮颐》指出：“肇未尝识
潮……不知朔与望均大至也。”又指出，如日
激水成潮说成立，则中午就不可能有潮，因为
“正昼当午，日固丽天未尝入海，潮之大至固
未自若也。……肇之不识潮审矣”。朱中有也
批评葛洪的三水相荡成潮说，他认为葛洪潮论
“与卢肇之不识潮均一律耳”。所谓天河，特
以形似，岂真有水。

元末明初史伯璇在反对卢肇的日激水理论
时，除了用实际潮候外，也用了当时已改进了
的浑天论，即天球与海水还相隔有“几万几万
里至劲极厚之气”，故太阳不是直接接触海洋
而激荡海水成潮。他在《管窥外编》卷上这样
说，“肇谓潮生因日，朔绝望大，与潮候全不
相应。肇盖北方人，但闻海之有潮，而不知潮
之为候，遽欲立言，其差皆不足辩，但其言天
旋入海，日之所至，水不可附，不惟不知潮，
亦不知天。天所运日，所至之处，岂复有海
乎！海虽极大，然又有天之大气举之……日所
行之处，正在天气之中，吾意其内与海水相距
不知其凡隔几万几万里至劲极厚之气，曾谓天
有入海之理，日有激潮之势乎，若肇者，真所
谓不知而言者也。”史伯璇又反对邱光庭、张
载、徐兢等人的地有浮沉的潮论，说：“地有
沉浮说，其病最大。浮沉，则动上动下无宁静
时矣。吾闻天动地静矣，未闻地亦动也。意者
地本不动，持论者无以为潮汐之说，故强之使

劲耳。”清代周亮工在《书影》卷九中也对地
有浮沉成潮论提出反对。

清代周煌《琉球国志略》卷五提到了历代
主要潮论，但总结说：“综是数说，应月之论
为最……可验应月之说，为不诬矣”，力挺了
元气自然论潮论。

清代俞思谦是潮汐学史家，乾隆四十六年
(公元1781年)他收集了历代有名的潮汐理论，辑
成了《海潮辑说》一书。这是中国古代迄今唯
一的一本潮汐学史著作，也较全面地反映了潮
论的千年争鸣历程。由于传统地球观是地平大
地观，故类似引潮力因素的元气自然论潮论与
类似地球自转因素的天地结构论潮论争鸣，千
年后始终未能结合起来发展成近代潮论。

清末思想家魏源(公元1794年—1857年)开始
把近代西方潮论介绍到中国。他著作很多，最
著名的有《海图国志》，1844年出版。《海国
图志·潮论》：“日月众星，皆有吸水之力，视
远近为微甚，而月尤近于地”，所以月亮引潮
力是引起海潮的主要因素。他进一步阐述了地
球、月球和太阳三者相对位置的变化，使引潮
力发生变化，因而形成每月两次大小潮的变
化。1844年西方近代潮论传入，也标志着中国
传统潮论的终结。

两派潮论争鸣的时间，如果起自晋代葛洪
(公元284年-364年)《抱朴子·外佚文》创立的天
地结构论潮论——— 假定他著书立说创立新潮论
在公元324年-344年；传统潮论结束是与先进的
近代潮论传入中国有关，故可定为魏源《海国
图志》正式出版的1844年，这样中国古代两派
潮论并存在长达1500年之久。如果两派潮论的
争鸣，从唐代卢肇《海潮赋》提出的“月之以
海同物也。物之同，能相激乎”，根本上否定
同气相求原理、元气自然论潮论算起，卢肇是
晚唐时人，生卒年不详，但他在会昌二年(公元
842年)为乡贡士。假定15岁当乡贡士，40岁著书
立说，那争鸣的开始时间可以初步定为公元867
年写《海潮赋》时，这样争鸣时间也有977年
(公元867年-1844年)之久。因此，可以简称“千
年争鸣”。

在世界上，唯有中国古代有这么丰富的潮
论，也唯有中国两派潮论争鸣长达千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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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的中国古代潮论

□ 徐道一

几千年以来，历代思想家对“太极”进行
了深入探讨，太极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最古老、
最简明、涵义深刻的核心理论概念。我们在自
然科学研究中，引进太极概念，创造了“太极
序列”一名，且在研究工作实践中取得不错的
效果。

太极序列的提出

太极一词初见于《周易·系辞》。古人在提
及太极时，都讨论它与阴阳、八卦等的关系。
《周易·系辞》曰：“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
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
吉凶生大业。”

上述的“两仪”即为“阴阳”。北宋邵雍
以“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法则说
明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形成，以此说明世界形成
过程。他认为，天地万物都是按一分为二的次
序演变而来。现在，人们都知道自然界一系列
与“一分为二”有关的十分重要的基本事实：
细胞的主要分裂方式是一分为二；化学元素的
第一周期为两个元素；树枝的分叉主要是二
分；许多果树的生长有大年、小年的区分；人
有两手、两耳、两眼等。把“太极”与“序
列”的结合可以提供与一分为二有定量联系的
许多重要事实，覆盖天地生人广泛领域。这有
助于我们了解古人提出的“以通神明之德，以
类万物之情”的论述。

太极序列是把古人基本观念和今人用数字
表达的科学资料沟通、归纳和融会贯通的结
果。笔者通过数理化天地生的研究，论证了自
然界客观存在联系网络的共同序列，表明太极
序列在物质、能量和信息(相互联系)中广泛存

在。
1980年，在《天体运行与地震预报》一文

中，笔者引用 1 9 6 0年意大利学者莫塞蒂 ( F .
Mosetti)提出的2k序列(2即1 . 414)，把它当作一组
常数来看待。后来，由于它的基本序列与古人
特别重视的太极、阴阳、八卦等数字部分符
合，尤其是在“一分为二”这一基本特征方面
相似，所以1989年笔者与严正、黄建发、高建
国提出“太极序列”一名，以代替2k序列。

通过对《周易》涵义的理解逐步深入，以
及笔者在地震预测实践中的体会：对事物的自
然特性的认识，从局限于周期性，扩大到有序
性；从纯数学框架中脱颖而出，把许多天地生
人各种现象中呈现或包涵的有序性(具体有信息
有序性、自相似性、可公度性、韵律性、对称
性等)也包括进来，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太极在
本质上结合在一起。这才进一步认识到，太极
数具有象数和常数的综合性质。采用太极序列
一词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它的涵义不仅是一
个常数序列，而且更是一组有序排列的太极数
组合。

在自然科学中，学术界已公认了一些单个
常数值，如自然对数(e=2 . 71828)、菲尔鲍姆数
(4 . 6692)、黄金分割中值(1 . 618)等，但很少提到
有常数序列。太极序列是由一组公比为2的等比
的常数序列，此序列中的每一个常数与其他常
数以1 . 414(或2)比例关系(递增或递减)相联系。
因此，它具有比单个常数更为重要和更为深刻
的意义。

太极序列不需要复杂计算，只要通过指数
运算就可求得。设(公式)：

k为整数。把k代入上式中，Pk形成一数
列。由公式1 . 1形成的序列为太极序列。当k为
奇数时，Pk形成的序列称为奇序列；k为偶数
时，则称为偶序列。k从0到17的Pk值如下(表
格)：

偶序列在k≥0时都由自然数组成，亦即与
太极、阴阳、四象、八卦、……六十四卦……
的相对应的数字分别相等。偶序列又称为基本
序列，与多种天地生人现象相符，具有远为广
泛而深刻的涵义。

太极序列的客观存在

大量现代科学数据和科研成果，论证了太
极数在天象、地象、生物象、人类智慧和物质
结构等的客观存在，也就是提出太极序列的实
际资料的依据。

太阳是太阳系中最主要的天体，太阳黑子
活动的主要周期与太极数5 . 66、8、11 . 3、22 . 6、
32、45 . 3、64、90 . 5、181、256(见上表)对应较
好。

从空间域看，太阳系中各行星(水星除外)的
平均轨道半径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与基本序列的
太极数1、2、4、8、16、32、64、128(见上表)对
应。各行星在太阳系中的基本结构与太极序列
如此好的对应表明它支配、规范地球和其他行
星和天体的一些基本性质。太阳系中的最大行
星——— 木星和土星的卫星也具有类似的对应，
以及一些天体上广泛分布的陨击坑的直径之比
也对应太极数1 . 414、2。

地球上发生的许多现象(地象)，如地震、地
磁、长江洪水、渤海海水、冰川纹泥等的周期
(有序性)都有观测资料，这些资料与太极数存在
一定程度的对应。

对生物遗传机制的研究提出三联体密码概
念。1988年杨雨善提出了密码子的八卦图排
列，用以表达太极数2、4、8在生物遗传密码的

重要作用，形成三联体密码概念。
蔡福裔、郑军先后把元素周期按先天八卦

方位排列，论证原子量成双、四个一组的规律
具有内涵八卦性质，且与太极数2、4、8对应。

通过对强子八重图的研究，显示了在亚原
子粒子世界中存在着类似于八卦图排列的结构
和对称。

太极序列的实际应用

太极序列已实际应用于天体运行规律、地震
预测、矿床预测、城市等的时空分布中，并有一定
程度的实际效果。以下举几个实例简要说明：

20世纪30年代，刘子华(1899年～1992年)在
法国的博士论文的主题是，应用八卦、古代天
文记录来研究它们和太阳系中太阳、月球、九

大行星等的相互关系。他把八卦的某一卦对应
于某一星球，配合太阳系中行星排列，发现了
太阳系星球速度或密度的总合数与八卦原理相
吻合，发现一些天体的轨道平均速度的对称联
系和互相联系等天文现象与规律。

1990年，笔者与黄建发、王湘南主要依据
太极数256，预测“1990年-1996年中国西部将发
生8级大地震”。1997年西藏玛尼7 . 9～8级大地
震的发生，证实了1990年提出的中长期预测意
见是基本正确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玛尼地震
的发震时间与多个太极数(256、90 . 5、45 . 3)的密
切联系。此后，应用大地震的空间有序迁移(太
极数2)和取象比类方法，笔者与邓志辉、楚全
芝、徐好民、陶京玲对2011年3月日本9级地震
作出正式的、基本正确的中期预测。

沈宗丕应用磁暴与地震的二倍关系(太极数
2)，已经多次成功地对大地震的发震时间作出
正确的短临预测。如他根据2003年10月31日起倍
磁暴日(K=9)和2008年10月12日被倍磁暴日(K=6)
二者相隔1808天，从后者外推1808天，预测
“2013年9月24日土5天或土10天左右，可能发生
一次7 . 5—8 . 0级左右的大地震”。2013年9月24日
在巴基斯坦发生7 . 8级大地震，与预测发震地震
日期的误差为0天。这一方法的缺点是不能提供
发震地点的预测。

因此，太极序列研究可有助于了解和预测
许多重大突发事件。

太极序列
——— 太极在自然科学中的应用

卢肇日激水成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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