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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正海

中国古代不仅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有
着发达的海洋观，主要是：世界海洋论、有机论自
然观、以海为田的资源观、和为贵的外交观、整体
论的科学观和方法论。传统海洋观以及悠久的海
洋开发历史，对当代中国全面发展海洋文化，建
设海洋强国是十分重要的。

□世界海洋论、和为贵外交观以及两千年的
海上丝绸之路，引导我们勇闯大洋，发展传统友
谊，建设和谐海洋

中国古代有世界大陆论和世界海洋论。其
中，世界海洋论认为：“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载
地”（《玄中记》）；海洋之大无法想象，“夫千里之
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禹
之时，十年九潦，而水弗为加益。汤之时，八年七
旱而崖不为加损。夫不以顷久推移，不以多少进
退者，此亦东海之大乐也。”（《南华真经·外篇·刻
意》）故古代称海洋为“百谷王”、“无底”、“天池”
等。

战国时，邹衍（约公元前324年-前250年）提
出大九州说，认为人类居住的世界相对很小，只
是浮在浩瀚大洋上一些大陆岛而已，称为九大
州，每个大州又有九个小州组成，中国只是其中
一个，被称为“赤县神州”。每个小州有裨海环绕，
大九州为大瀛海围绕直到海天之际。赤县神州只
是浮在大洋上的81个大陆岛之一而已，也并非一
定在世界中央。邹衍的大洋中浮着大陆岛的概念
得到浑天论和天地结构论潮论的支持，浑天论在
唐代之后成为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宇宙论。由
此可见，中国传统海洋观认为，世界各国是相互
平等的，因而应是友好的，中华民族没有恃强凌

弱的基因。
中国对海外有着美好的想象和探索的冲动。

春秋时，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
公冶长》）表明了他推行大道的决心和不惜飘洋
过海另创乐土的信心。战国时，北方沿海地区就
流传着海外有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的传说。秦
始皇更派徐福出海求仙；无独有偶，汉武帝也派
人出海求仙。《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中国使臣
去海外各国，航行南海、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
最远已到达印度东南部和斯里兰卡。早在世界史
上的地理大发现之前的1405年-1433年之间，明代
郑和七下西洋，到达55个国家，最远到达东非赤
道以南的肯尼亚。

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贵，以邻为睦，中外海
上友好交流也源远流长。隋唐时，日本遣隋使、遣
唐使不断来中国学习，得到中国的友善接待和无
私帮助。唐代鉴真更东渡日本，传授中华文化。宋
元时，在泉州港甚至形成市舶司官员为外国商船
返航祈求顺风的礼仪。泉州的九日山祈风石刻遗
址，充分体现了这种友好的政策。郑和下西洋恢
复发展了中国与东西洋各国的友好关系，国外使
臣不断来华。1413年印度古里派来使臣和随从人
员就达1200人。1417苏禄国（位于今苏禄群岛）东
王巴都葛·巴哈刺与西王、峒王率340人的大型使
团访问中国，受到明朝政府盛情接待。归途中东
王病逝于山东德州，就地埋葬。明成祖朱棣下令
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亲撰碑文。1419年郑
和船队回国时就有17个国家的使臣来华。从洪武
开始，明朝与琉球建立封贡关系，十分友好，册封
新国王一直就是琉球国政治上的一件大事。

□以海为田资源观、有机论海洋观、整体论
科学观，引导我们更广更深开发海洋资源

中国古代以农
立国，不仅发展陆
地农业，河口海岸
地区发展潮田，在
海洋经略上也是以
海为田，重视海洋
水产资源的开发。
尽管世界上临近海
洋 的 国 家 均有吃
海、用海的历史，但
在海洋资源开发利
用的 广 度和深 度
上，古代中国是遥
遥领先的。今日广
布于辽东半岛直至
广东沿海的贝丘实
是原始人食用海产
后的贝壳等物堆积
而成，可见当时食

用规模之大。先秦时，“海王之国”就知道“历心于
山海而国家富”（《韩非子·大体篇》），重视开发
鱼、盐之利。古代渔场遍布渤海、黄海、东海、南
海，产量高规模很大。与西方传统海洋文化的商
业性不同，农业性是中国传统海洋文化最明显的
特点，内涵博大精深。古代重农抑商的政策以及

“以海为田”的观念，从高层次上推动了海洋资源
的开发。在当代这一传统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要
大大加强。

古代“以海为田”观念并非只指“蚝田”、“蚶
田”、“蛏田”、“种珧”、“鯔池”、“珠池”的海洋水产
养殖，也不仅包括海洋捕捞，而是一种大农业思
想，内容涉及广泛的资源开发。当代中国的海洋
资源开发要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向更广更深
发展：不仅发展近海捕捞，还要大力发展远洋捕
捞；海产养殖除了传统的贝类、鱼类，还要大幅度
引进新的品种；海洋资源开发除了食物资源，还
要发展药用、宝货、建材、工艺品原料等资源；盐
田要继续扩大，更要大力开发海底石油、天然气、
锰结核、可燃冰等新的海洋矿物资源。

古代在海洋资源开发的同时，也重视资源的
保护。传说夏禹治国已有“四时之禁”，如“夏三
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逸周书·大
聚解》）先秦政治思想家十分重视资源开发的可
持续性，推颂“四时之禁”；还主张限制鱼网的网
眼以保护幼鱼，提出：“网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
财而成也。”（《管子·八观篇》）在今天看来，海洋
资源开发中古老的严禁滥捕、滥捞，维护生态平
衡的思想和政策，仍是远见卓识的。在海洋资源
减少、海洋环境退化的今天，制订具体的海洋资
源保护和合理开发的政策已是迫在眉睫。

古代的重农政策和抑商政策是紧密结合、相
辅相成的。尽管抑商政策在中国古代，对于沿海
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及合理开发海洋水
产资源等方面有着积极作用，但商业较弱也对资
源进一步开发有着一定阻碍作用。繁重的土贡、
渔税、盐税以及盐、珍珠等生产的官营也严重阻
滞了海洋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当前为了推动海洋
资源的开发，必须调动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对
海产品的市场起到促进作用。

□巧妙的海洋技术思路、整体论的海洋理
论，在当前与还原论科学结合将成为海洋科技创
新的重要源泉

中国古代是海洋大国，海洋活动频繁，海洋
事业宏伟：海洋渔业、养殖业异常发达；航海活动
频繁、海洋丝绸之路开拓；造船业发达；风暴潮严
重、海塘雄伟坚固；潮灌发达、潮田广布等。这孕
育了异常丰富的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技术和巧妙
的技术思路。例如，特殊捕鱼法探鱼法、鱼汛捕
鱼、小船捕鲸法、多种种蚝法、人工养珠法、蛎房
固基、风暴潮综合预报（“天神未动，海神先动”）；

五纵五横鱼鳞筑塘法、潮闸的多功能法、潮灌技
术、潮汐起重机、水密隔舱、综合地文导航法、季
风航海以及航海罗盘、潮汐表、莲子比重计等等。

与先进巧妙的海洋技术相关的是中国传统
有机论自然观的整体论海洋学理论。这些理论在
古代世界是遥遥领先的。例如，元气自然论潮论
的月潮同步理论及其高潮间隙、天气下地气上的
水分海陆大循环理论、海市成因的气映说、多种
海洋活动周期的海洋圜道观、海陆变迁概念、生
态平衡论与四时之禁、台风为旋转风说、感潮河
段海水河水交汇的动力模型、区域水产志、区域
海洋学（古代称小海区为“洋”）、海滩生物生态学
等。

近代还原论的科学崛起是科学史上一大进
步。但还原论思维一家独大也暴露出自身的缺
陷。当前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和科技的新
的进步，已呼唤整体论科学的全面崛起。中国古
代巧妙的海洋技术和技术路线、整体论的传统海
洋理论，如深入开发并在实践中与还原论科学技
术结合（或优势互补）将带来巨大的创新灵感，成
为中国当前海洋科技事业新飞跃的动力，也有力
推动人与海洋的协调发展。

□对重农抑商千年国策的总结和反思，引导
我们必须同时以海为途，大力发展国际贸易，建
设外向型经济

中国古代海洋文化是农业性的，强调“以海
为田”，开发本国资源，而不提倡“以海为途”去海
外获取别国资源。几千年来，重农抑商已成为国
策。封建统治者限制老百姓经商，更不让他们出
国经商。古代虽有对外海洋贸易，但大多限于港
口贸易；古代虽有海上丝绸之路，但中国公开活
动的是使臣和宗教徒等，大量民间商人常被迫以
走私形式。明代因倭寇之乱，统治者更实行“寸板
不许下海，寸货不许入番”的海禁政策。民间商人
更被逼走私，乃至武装走私。封建伦理常把出洋
贸易的中国商人和水手视为弃民。官府对发生在
吕宋、爪哇等地屠杀华侨的严重事件置若罔闻。
与欧洲海洋国家的统治者支持老百姓出外经商，
保护他们的海外权益相比，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在
这方面是保守落后的。

当代中国已全面改变了传统的闭关锁国政
策。改革开放30年，对中国人放眼世界，正确了解
世界各国，发展中外交流，对中国的经济、科技、
文化、军事的现代化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中国古代的对外海洋贸易主要是港口贸易。
改革开放以来，沿海相继开放的港口城市和经济
特区，大都是与古代对外贸易港有联系。以这些
开放的港口城市为依托，利用附近海岸带发展起
沿海开放带。同时依靠伸入内地的大江、铁路发
展了由沿海向内地扩展的开放带。形成了由东向
西，由沿海向内地的梯级开发，带动全国的开放

和经济腾飞，充分发挥了海洋文化的优势。这种
发展势头在21世纪是只会加强不会减弱的。

古代对来华的外国商人采取十分友好的欢
迎态度。当前中国继承并发扬这种优良传统，推
动了世界各国的朋友来华投资、经商、留学和旅
游观光。

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常过分地把港口贸易
作为一种万国朝贡的形象，明代竟一度实行朝贡
贸易制度。结果被利用，大量关税漏失，国库空
虚，最后又不得不限制各国来华朝贡次数。当代
的改革开放中，我们仍要欢迎外商来华投资经
商，但不能被假象所迷惑，要算好经济账，使这种
开放活动真正有利于民族经济发展和国力的增
强。

古代港口贸易中，贪污、受贿、腐化之风十分
严重。清代广州港负责中外贸易事务的十三行与
不法外商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坑害国家。鸦片就
是在十三行帮助下偷偷运进中国的。当代要吸取
惨痛教训，严防涉外人员中的少数败类损害民族
利益。

□博大精深的海洋文化遗产，引导当代海洋
文化的全面建设

中国古代是海洋文化大国，在航海和经略海
洋上有着众多伟绩。这不仅记录在大量文献中，
还在广阔的沿海地区和众多的海岛上留下许多
遗址、文物。目前部分资源已得到开发，如蓬莱丹
崖山、海宁海神庙、湄州天后宫、佛山祖庙、泉州
九日山、杭州六和塔等都已成为古迹名胜。中国
古代航海家还在东西洋航线的国外也留下许多
遗址、文物，有待我们系统调查收集。

由于长期以来学术界受所谓中国没有海洋
文明的谬论所束缚，沿海广大地区的海洋文化遗
产没有被作为一个系统完整的文化体系来研究，
长期以来也没有对历史海洋文化进行统一的调
查和开发。这些海洋文化遗址、文物的开发、保护
和修复，可以展现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风采，大
力促进沿海地区的文化旅游和文化建设，带动地
方经济发展。反过来，沿海文化旅游事业和地方
经济发展，将促进传统海洋文化的系统整理和研
究，使海洋文化遗址的修复得到可靠的物质保
证。

沿海地区是开发较早、人口密集、农业发达
的地方，但也是海洋自然灾害集中的地方，主要
有台风、风暴潮、咸潮倒灌、海岸侵蚀等。由于天
人合一观和有机论自然观的影响，古代有着大量
的海洋自然灾害、异常现象的记录，这是中国古
人留给今人、贡献给世界的海洋史信息宝库。及
时对这一宝库进行全面系统的收集、整理、研究，
对当代海洋灾害规律的探索和海洋工程的远景
规划是十分必要的。

在沿海十分富庶的河流三角洲，风暴潮灾能
量集中，危害十分严重。为了保卫富庶的三角洲
和广大的海岸平原的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古代
建设起宏伟的滨海长城——— 海塘，在世界减灾史
上树起了一座座丰碑。自东汉以来历代努力建立
起来的雄伟的江浙海塘如今已与长城、大运河齐
名，被称为中国古代三项伟大工程。当今尽管海
塘建设和其他海洋减灾活动已有加强，但对海洋
灾害的危害性还是要十分警惕。人类在改造开发
不利的自然条件的同时，也往往存在尚未认识的
导致灾害增长的新因素。当前，要确保沿海地区
经济腾飞，减灾防灾必须得到高度重视。

中国传统海洋观以及悠久的海洋开发历史，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对当代中国全面发展海洋文化，建设海洋强国十分重要要

古代海洋文化及其现代意义

□ 周光华

太阳的半径是695990千米，是地球半径的109
倍，太阳的身躯能装进130万个地球。科学研究认
识到，太阳的表面温度5770K（“K”是国际温度单
位，与摄氏温度计的单位刻度一致，但是K的绝
对零度是-273 . 15摄氏度），这样的高温，地球上
的任何物质不等落到太阳，便“升华”消失得无影
无踪，太阳因此是炽热的火球，天文学称呼这种
炽热的能发光的火球叫“恒星”。

古代关于太阳黑子的记载

人们在观察太阳的时候，看到炽热光亮的太
阳表面，常常出现黑色的斑点（有时候肉眼也能
看到），这些黑色的斑点，有时候多，有时候少，天
文学称为太阳的“黑子”。战国时期天文学家甘德
和石申的《甘石星经》记载石申说：“日中有立人
之象”（《开元占经》卷六）；就是说太阳里的黑子，
像站立着的人那样大。石申是战国中期的魏国天
文学家，今河南开封人，大致生活在公元前350年
左右，距今2360多年。从历史的进程来说，石申记
述的太阳黑子，是世界最早的太阳黑子纪录。

西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记载“日中
有王字”（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22卷）。汉
武帝（公元前140～前88年）时，淮南王刘安写成
的《淮南子·精神训》记载：“日中有踆（cūn）乌”；
西汉晚期，汉元帝时期的天文学家京房也记载
说：“日中有乌见（xiàn）”（《开元占经》卷六）。这
样的记载在古籍资料里还有许多。1971年，湖南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彩绘帛画,画的右上
方是一轮红色的太阳，太阳中间有一只三趾的乌
鸦。这就是古人解释说的，太阳中有三足乌鸦，传
说中的太阳神鸟。天文学认为，是密集的太阳黑
子群。天文学家京房说：“日中有黑云”（《开元占
经》卷六）；就是说，太阳里有黑色云那样的黑子。

《汉书·五行志》卷二十七下之下记载，西汉成帝
的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三月乙未，日出黄，
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就是说，太阳的黑子
如铜钱那么大，出现在太阳的表面中心。这是国
际天文学界公认，明确记载太阳黑子具体时间的
最早纪录。《开元占经》卷六还记载东晋的《晋中
兴书》说：“升平三年（公元359年）十月丙午，日中
有黑子如卵……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十月乙
未，日中有黑子”等。

关于太阳黑子，《汉书·五行志》卷二十七下
之下记载这样的现象：“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
年）四月，日色青白，无景，正中时有景无光，是夏
寒，至九月，日乃有光……日白六十日，物亡

（wú）霜而死”。这段话里，“日色青白”说太阳呈

现灰白色；“无景”是没有明亮的光；“正中时有景
无光”，到中午的时候太阳明亮但是无刺眼的光
芒；“是夏寒”，正当夏天的气温却寒冷，直到九
月，太阳才有刺眼的光芒：“日乃有光”。这个现
象，当时的天文学家京房称为“日白”；这种“日
白”的现象持续60天（两个朔望月），使大量的植
物在没有霜冻出现的环境里死亡：“物亡霜而
死”。其后记载：“日白不温明不动”，灰白的太阳
不明亮、无温度，看不到活动的景象；又说：“厥异
日黑，大风起，天无云，日光晻（yān，阴暗）”，异
常的太阳变黑，刮起大风，天上没有云彩遮蔽，太
阳却是阴暗无光的。随后说：“日黑居仄，大如弹
丸”；引句的“仄”，有倾注狭窄的含义；“日黑居
仄”，是说太阳表面倾注有黑子，“大如弹丸”，黑
子如同弹丸那么大。前面的话说，整个太阳阴暗
变黑：“日光晻”，后面的话又明确“日黑居仄”，因
此可以理解为太阳的表面有很多黑子群，使太阳
的光线弱，温度低，变黑。可见这次太阳黑子的活
动，影响到太阳的发光和发热。而且这个时间很
长，持续60天，造成大量的植物死亡，成为重大的
灾难，可见太阳黑子的活动对地球生命的影响是
巨大的。从地球上看太阳的整体，因为光线弱，所
以显示灰白无光，呈现灰白色的“日白”。这段资
料，记载太阳被黑子群干扰的罕见现象，需要天
文学界深入地探索研究。

类似的记载例如太阳中：“有黑气如飞鹊，数
月乃销”（《后汉书·五行六》）；“青气入白，如老人
黑帽黑衣，杖刀立日中”（《开元占经》卷六，下
同）；“青气入日……日无精光”等。这些引据说
明，中国古代天文学家把太阳黑子的各种奇异现
象记载于书册，从而保留下珍贵的天文资料，中
国因此是最早记录太阳黑子的族群国家。根据天
文学家的统计，从公元前28年（西汉成帝的河平
元年）到明朝末年，共1672年，中国的古籍，内容
可靠，明确记载到年、月、日的太阳黑子记录，有
100多次。从《甘石星经》的战国时代算起，中国比
欧洲记录太阳的黑子早1100多年，比亚洲的朝鲜
乃至日本也早900多年。

太阳黑子的活动与形成

根据古籍记载，中国古代天文学家记载的太
阳黑子形状，可以归纳为圆形、椭圆形、人或鸟形
三类。太阳黑子的这些形态说明，太阳黑子的形
态是变化多样的，并无固定的形状，因此与太阳
自身的活动状况有关。

中国古人认识到，太阳黑子的出现不是短暂
的，出现的时间有长有短。有的出现一天或几天，
有的出现数月。例如《后汉书·五行志》六记载，东
汉灵帝中平年间的：“五年（公元188年）正月，日

色赤黄，中有黑气如飞鹊，数月乃销。”太阳的黑
子，几个月才消失。这与公元前43年，西汉元帝永
光元年发生的，太阳黑子群延续60天的情况类
同。例如《明史·天文志》卷二十七记载，明熹宗天
启四年（公元1624年）：“正月癸未，日赤无光，有
黑子二、三荡于旁，渐至百许，凡四日。”从两三个
黑子，逐渐出现100个左右的黑子群，存在4天。需
要注意的是，明朝末年天启四年的太阳黑子十分
活跃，不仅正月太阳黑子活跃，“二月壬子，日淡
黄无光。癸丑，黑日摩荡日旁。四月癸酉，日中黑
气摩荡。十二月辛巳，午刻，非烟非雾，覆压日上，
摩荡如盖如吞，通天皆赤。”二月、四月的太阳黑
子群仍然活跃，使得太阳“淡黄无光”、“黑气摩
荡”，十二月更是“非烟非雾”地遮蔽着太阳，使得
失去强光威力的太阳把整个天空照射得“皆赤”。

天文学认为，太阳黑子的温度为4500K，比太
阳表面温度的5770K低1270K，因此在地球上看太
阳温度低的地处，成为光线暗的黑子。

观测太阳的黑子，以北天极为地球自转方
向。从地球看太阳，发现太阳的黑子是从西往东
移动的，这说明太阳与地球同样是从西往东自转
的。通常的天文科学理论认为，太阳黑子大致是
在太阳南北纬40°出现（设定用地球的经纬度标
准给太阳划分经纬度），逐渐向太阳的赤道转移；
黑子数量多到鼎盛时，移到太阳南北纬十几度的
地处，逐渐在离太阳赤道南北纬5°的地处消失，
也就结束这次太阳黑子活动的周期。当太阳黑子
活动周期在低纬度处尚未消失的时候，下个周期
的太阳黑子又会在太阳南北纬40°的中纬度区
出现，因此太阳黑子的出现是不停息的，连续的
活动。而且长期的观测积累发现，有的年份太阳
黑子出现的数量多，有的年份太阳黑子出现的数
量少。因此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大量的太阳黑子活
动的观测记录证明，太阳黑子的活动是有周期性
的。1843年，德国业余天文学家塞瑟尔·海因里
希·施瓦布经过17年观测太阳黑子的出现，证实
太阳黑子活动的周期最长为17年，最短为7 . 3年，
平均约为11年，认为这是太阳的活动周期。1975
年，云南天文台利用中国古代的太阳黑子活动记
录，编纂西汉元帝永光元年的公元前43年，到清
太宗（皇太极）崇德三年的公元1638年，这1681年
间，中国古代记录太阳黑子106条，计算出太阳黑
子的活动周期是10 . 6±0 . 43年；同时还存在着62
年和250年的长周期。根据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对
太阳黑子活动的纪录，云南天文台研究认为，太
阳黑子的活动周期为11年，不仅证明德国19世纪
的天文学家施瓦布计算太阳黑子活动周期为11
年是正确的，同时深刻地证明中国古代天文学家
对太阳黑子活动的大量天文记录是准确的，是珍
贵的天文资料，因此中国古代的天文科学为世界

天文科学作出巨大的贡献。
根据天文学家的观测，大多数的黑子群是由

两个主要黑子组成，沿着太阳的自转方向从西往
东移动，天文学称前面的黑子叫“前导黑子”，后
面的黑子叫“后随黑子”。也就是说，太阳黑子的
出现是成对的。太阳黑子自身有很强的磁场，成
对的黑子磁性相反；在同一个太阳黑子的活动周
期，黑子对的排列次序不变，但南北半球相对黑
子对的磁极的排列次序却是相反的。下一个太阳
黑子活动周期，黑子对的磁极排列次序却是颠倒
的。就是说，某太阳活动周期里，若太阳北半球的

“前导黑子”是南极，“后随黑子”就是北极；南半
球的“前导黑子”就是北极，而“后随黑子”就是南
极。因此天文学家从理论上认为，如果按照太阳
黑子的磁极变化测算，太阳黑子的活动周期为22
年。另外，天文学家还注意到，少数黑子群的黑子
只有一个磁极，也有极性排列复杂的多极性黑子
群。因此可以说，当前对太阳黑子的研究理论并
不周到，尚需深入探索。

以上引据太阳黑子的记录说明，中国古代的
汉朝、明朝，太阳黑子活跃频繁，出现太阳无光、
黑日、不热的异常现象，也就为当代天文科学的
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因此欧美的天文学家对中
国古代的天文学成就，给予震惊似的赞誉认同。
因为受当时科学环境的局限，中国历代天文学
家，只是记录下多次太阳黑子的出现，却没能探
索出太阳黑子的形成原因。

当代天文科学认为，太阳似核爆的炽热的气
体球，受太阳南北极磁场的影响作用，这是形成
太阳黑子，乃至出现黑子群的重要原因。

太阳是气体球，因此自转出现气体流不同步
运动的扭曲现象。以地球的自转天数为基准，计
算太阳南北两极区的太阳气体流35天自转一圈，
太阳赤道区的气体流约25天自转一圈，这就使得
太阳两级区的气流转速慢，赤道区的气流转速
快，因此扭曲的太阳气体流，便把太阳南北两极
的磁力线搅乱，从而导致太阳自身热核活动的气
流体，在杂乱的气流环境里，形成黑子的风暴式
气旋。这些黑子的风暴式气旋，因为两极区气流
转速慢，赤道区气流转速快，所以太阳的黑子气
旋，便伴随着太阳从西往东的自转方向，从中纬
度区向低纬度区，由西往东移动。当移动的黑子
接近太阳赤道时，因为太阳自转速度快于黑子气
旋的自转速度，黑子的气旋速度因此被太阳赤道
自转速度的强大力量化解，所以由靠近两极的中
纬度区移动来的黑子气旋，便在太阳赤道附近消
失。1904年，英国天文学家蒙德（1851～1928年）与
妻子研究太阳黑子，以太阳纬度为纵坐标，以移
动的时间为横坐标，绘制出太阳中纬度区黑子的
移动图，很像蝴蝶，被天文学界称为“蝴蝶图”。

太阳黑子对地球和人类的影响

中国古代天文学家认为，太阳黑子群对地球
和人类生活的影响巨大。太阳黑子群大量的出
现，会使太阳表面异常昏暗、变黑，影响到刮风，
甚至夏天无光亮、无热量，连续两个月乃至“数
月”光照弱、温度弱，大量的植物因缺少阳光和太
阳的热量而死亡，因此严重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
的生存利益，这是很恐惧的自然灾难。

天文科学认为，太阳黑子产生的带电离子，
破坏地球高空的电离层，使大气发生异常，因此
干扰地球磁场，从而使电讯中断。1859年8月28日，
大量的黑子群聚集在太阳表面，爆发超强的太阳
风暴，使地球磁场发生扭曲和变形。这就是天文
学界的“卡灵顿事件”。太阳黑子群聚集活动的现
象，使地球上的通信系统、电力系统遭到严重毁
坏，需要经过数周乃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正
常。

2003年11月4日，太阳表面大黑子群聚集，包
括中国在内的多国通信遭受严重干扰。但是2006
年至今，太阳黑子不活跃，表明太阳的内部，正在
发生重大的变化。1975年，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日地水文学的创始人王涌泉教授研究发现，明末
清初的1638～1641年，中国发生特大干旱；1653～
1679年，出现多次大地震；1662～1679年，长江、淮
河、黄河、海河等河流，多次出现特大洪水，这些
灾变现象，与英国天文学家蒙德认为，1645年至
1715年的70年间，太阳黑子缺少，非常不活跃的
“蒙德极小期”在时间上重合，而且这期间中国的
冬季异常寒冷。也就是说，太阳冬眠，可能给地球
带来灾难，从而影响人类的历史足迹。

天文学家发现，太阳表面运送高温气体的
传送速度加快，内部循环有异样。引发天文学
家关注的是，太阳黑子活动量的降低和寒冷的
冬天是否有关系，这些深刻的天文学课题，显
示中国古代天文学家记录太阳黑子活动的大量
宝贵资料，仍然是天文学家探索研究的重要导
向依据。

中国古人眼里的太阳黑子

太阳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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