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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初，国内外出现了新一轮传统文化热。
广大百姓以从未有过的热情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国学热。
世界各国也以从未有过的热情，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联合国设立孔子奖，各国雨后春笋般地设
立孔子学院或大学中文系。
很显然，人们开始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是中华
民族振兴、腾飞的基础。
面对近几百年以来没有过的文化热，要求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并从新的高度挖掘和认识中国传统
文化。
我们这套《自然国学丛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自然国学是我们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科技前沿探索中如何发挥重要作用
的理论研究”中，提出的新研究方向。
在我们组织的、坚持20余年约1000次的“天地生人学术讲座”中，有大量涉及这一课题的报告和讨论
。
自然国学是指国学中的科学技术及其自然观、科学观、技术观，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久以来由于缺乏系统研究，以致社会上不知道国学中有自然国学这一回事；不少学者甚至提出“中
国古代没有科学”的论断，认为中国人自古以来缺乏创新精神。
然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中国古代不但有科学，而且曾经长时期地居于世界前列，至少有甲骨文
记载的商周以来至17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一直居于世界前列；在公元3～15世纪，中国科学
技术则是独步世界，占据世界领先地位达千余年；中国古人富有创新精神，据统计，公元前6世纪至
公元1500年的2000多年中，中国的技术、工艺发明成果约占全世界的54％；现存的古代科学技术知识
文献数量，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因此，自然国学研究应是2上世纪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的新的研究方向。
它的深入研究，不仅能从新的角度、新的高度认识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传统文化获得新的生
命力，而且能从新的角度、新的高度认识和弘扬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有助于当前的科技创新，有助于
走富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现代化之路。
    本套丛书是中国第一套自然国学研究丛书。
其任务是：开辟自然国学研究方向；以全新角度挖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传统文化获得新的
生命力；以全新角度介绍和挖掘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知识，为当代科技创新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提供一系
列新的思维、新的“基因”。
它是“一套普及型的学术研究专著”，要求“把物化在中国传统科技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挖掘出来，把
散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国传统科技整理出来”。
这套丛书的特点：一是“新”，即“观念新、角度新、内容新”，要求每本书有所创新，能成一家之
言。
二是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既强调每本书“是各位专家长期学术研究的成果”，学术上要富有个性
，又强调语言上要简明、生动，使普通读者爱读。
三是“科技味”与“文化味”相结合，强调“紧紧围绕中国传统科技与中国传统文化交互相融”这个
纲要进行写作，要求科技器物类选题着重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进行解读，观念理论类选题注重从中
国传统科技的角度进行释解。
    由于是第一套自然国学丛书，加上我们学识不够，本套丛书肯定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乃至出
现这样或那样的差错。
我们衷心地希望能听到批评、指教之声，形成争鸣、研讨之风。
    《自然国学丛书》主编    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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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潮汐文化、潮汐学充分发展，博大精深，在世界独树一帜，是以海为田中国传统海洋农
业文化中的又一耀眼的领域。
本书通过追溯中国古代关于潮汐现象的各种记载，提炼出其中涉及的各种科学思想，对中国古代潮汐
学史和潮汐文化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是对充分发展独一无二的中国传统潮汐文化和潮汐学成果进行全面性学术总结的第一本专著。
本书是全面总结中国传统潮汐文化的第一本学术著作。
包括绚丽的观潮文化、先进的潮汐理论、严重的潮灾、雄伟的海塘、广泛而巧妙的潮汐利用、种类繁
多的潮汐表以及独有的潮汐文物等领域。
本书还对元气自然论潮论与天地结构论潮论的千年争鸣；传统潮论为什么没有产生出近代潮论；潮汐
表的进化脉络和走向繁荣；与长城、大运河齐名的海塘的发展历程；气势非凡绚丽夺目的观潮文化；
展示潮汐文物精品的潮文化长廊等进行了重点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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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正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主要从事地理学史、海洋学史与海洋文化、科学史理论、历史自然学、天地生人综合等研究。
发表论文和重要文章500篇；出版专著和主编论文集20余部；主编丛书2套。
为推动我国科学综合潮流，1990年在北京创办“天地生人学术讲座”，至今22年，将办到1000讲。
内容涉及宇宙-地球-生命-人类社会之间的大交叉、大综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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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广陵观涛是汉代名胜    中国古代有涌潮的河口不止一处。
最著名观潮风俗是广陵观涛和钱塘观潮。
由于这两处观潮风俗的发展，古代对涌潮的描述十分形象，对它的成因也有较高水平的描述。
    西汉时，长江扬州的广陵涛已闻名全国，西汉辞赋家枚乘在《七发》中第一次对涌潮作了十分生动
的描写。
枚乘在景帝时为吴王刘濞的郎中，刘濞为西汉刘邦侄，封地在长江下游一带，建都广陵(今江苏扬州)
。
刘濞在其封地内图谋篡夺帝位，枚乘上书吴王进行规劝，指出“游曲台，临上路，不如朝夕之池”(《
汉书·枚乘传》)，意思是吴国的潮汐比长安名胜曲台的景色更为壮观，吴王应该满足。
枚乘又写《七发》赋，对刘濞进行规劝，赋中提到广陵观涛，还对广陵怒潮作了十分生动的描述。
    (一)对广陵涛的描述    《七发》：“将以八月之望，与诸侯远方兄弟，并往观涛于广陵曲江。
”可见当时广陵观涛的时间是阴历八月十五日左右。
接着，《七发》又细腻生动地描绘了广陵怒涛的壮观：“其起始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
其少进也，浩浩澧澧，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
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
其旁作而奔起者，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
六驾蛟龙，附从太白⋯⋯凌赤岸，簦扶桑，横奔似雷行。
诚奋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浑浑，状如奔马。
混混庉庉，声如雷鼓⋯⋯”    东汉王充《论衡·书虚篇》有“广陵曲江有涛，文人赋之”的记载，说
明广陵观涛之风日盛。
唐代也有赞美广陵涛的，崔颢《长干曲》诗：“逆浪故相邀，菱舟不怕摇。
妾家扬子住，便弄广陵涛。
”这表明唐代仍有观赏广陵涛之风，且已有弄潮活动。
    (二)广陵涛的地点    《论衡·书虚篇》中的“广陵曲江有涛”，曾引起后世对广陵涛地点的长期争论
。
    一种观点认为是浙江西兴的钱塘江。
这首先是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提出的。
他在《水经注·渐江水》中引《七发》所述之曲江时说：“潮水之前扬波者伍子胥，后重水者大夫种
，是以枚乘日涛无记焉。
然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于是处。
”这段话将《七发》所述之曲江用来作浙江水(即浙江、钱塘江)的注，可见他认为，广陵涛在浙江的
钱塘江。
清代周春《海潮说》则论证广陵曲江在西兴，即今浙江萧山县(今杭州市萧山区)境内，曲江即钱塘江
。
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卷三、三十一中论证广陵曲江是钱塘江。
卷三即《谒广陵侯庙》中还引述了元代钱思复“试罗刹江赋，证曲江即浙江”的结论。
    另一种观点认为是江苏扬州附近的长江。
唐代徐坚不同意郦道元等学者的钱塘江说，他在《初学记》卷六中指出：“枚乘《七发》曰：‘观涛
于广陵之曲江’，曲江今扬州也。
”清代汪中《广陵曲江证》也认为：“曲江之为北江(即长江)非孤证矣。
”1781年，清代潮汐学史家俞思谦在《海潮辑说·入江之潮》中，确认广陵涛即长江扬州段的潮水，
而非指钱塘江的潮水，并指出郦道元在作《水经注》时，由于“据当时所闻，偶未深考”，造成此误
解。
而“后人泥于郦注，遂以广陵之涛，移诸钱塘”，从而引发后世之争。
    目前学术界公认涌潮形成条件是源于喇叭形河口和拦门沙坎等的存在，潮流受阻而激发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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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历史地理研究认为，西汉时长江扬州段正具备形成涌潮的条件。
陈吉余对南京一吴淞段的长江进行历史水文地理学考察，其论文指出：“可推断在公元前后一、二世
纪甚至到四、五世纪，江口的形势与现在有着本质的差别。
当时长江口是一近喇叭形的河口，一直到圃山以上扬州附近，才见收缩。
也就是说扬州以上，江已形成，扬州以下为海湾形状，在骤然开阔的扬州湾内，散布着沙洲。
当中以开沙最大，使江流分叉，北支在扬州城东形成曲江。
海潮上溯，至圃山以上，奔腾澎湃，形成涌潮，历史上称之为广陵潮。
”论文中又绘出《2000年前长江河口图》(见图1-2)。
1982年，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所描绘的西汉长江河口轮廓也是这样。
杨迈里《广陵涛》中指出：“广陵曲江指的是长江扬州、镇江河段。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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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自然国学丛书》第一辑(9种)终于出版了。
    《自然国学丛书》于2009年5月正式启动，当即受到众多专家学者的支持。
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有近百名专家学者商报选题，邮来撰写提纲，并写出40多部书稿。
经反复修改，从中挑选9部作为第一辑出版。
    在此，我们深深地感谢专家学者的支持和厚爱，没有专家学者的支持，《自然国学丛书》将是“无
源之水，无本之木”；深深地感谢“天地生人学术讲座”及其同仁，是讲座孕育了“自然国学”的概
念及这套丛书；深深地感谢支持过我们的武衡、卢嘉锡、路甬祥、黄汲清、侯仁之、谭其骧、曾呈奎
、陈述彭、马宗晋、贾兰坡、王绶珀、刘东生、丁国瑜、周明镇、吴汝康、胡仁宇、席泽宗等院士，
季羡林、张岱年、蔡美彪、谢家泽、罗钰如、李学勤、胡厚宣、张磊、张震寰、辛冠洁、廖克、陈美
东等资深教授，没有这些老专家、老学者的支持和鼓励，不会有“天地生人学术讲座”，更不会有“
自然国学”的提出及其丛书；深深地感谢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公司及其海天出版社，特别是深圳出版发
行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兼海天出版社原社长陈锦涛，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公司现总经理兼海天出版社现社
长尹昌龙，海天出版社总编辑毛世屏和全体责任编辑，他们使我们出版《自然国学丛书》的多年“梦
想”变为了现实；也深深地感谢无私地为《自然国学丛书》及其出版工作做了大量具体工作的崔娟娟
、魏雪涛、孙华。
    当前，“自然国学”还是一棵稚苗。
现在有了好的社会土壤，为它的茁壮成长创造了最根本的条件，但它还需要人们加以扶植，予以浇水
、施肥，把它培育成为国学中一簇新花，成为发扬和光大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一个新增长极。
“自然国学”的复兴必将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
    《自然国学丛书》主编    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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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传统潮汐文化博大精深，在世界独树一帜，宋正海的这本《潮起潮落两千年(灿烂的中国传统潮汐
文化)》是全面总结中国传统潮汐文化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包括绚丽的观潮文化、领先世界的古代潮汐
理论，两大潮论的千年争鸣，丰富多彩的潮汐文物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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