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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徽研究】

刘徽的籍贯是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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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利用史料分析法对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数学家刘徽的籍贯进行了考证，认为刘徽的籍

贯是淄乡，淄乡在今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境内，即刘徽的籍贯是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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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魏景元四年（公 元２６３年）刘 徽 注《九 章

算术》，奠定了中国传统数学的理论基础。刘徽提

出率是计算的纲纪的思想，他的率的理论至今在中

小学数学教材的改革中发挥着有益的作用；他发展

了传统的出入相补原理，至今仍是处理多边形和多

面体问题的一种重要方法；他在世界数学史上首次

将极限思想和无穷小分割方法引入数学证明，成功

地完成了对《九章算术》圆面积公式和自己提出的

刘徽原理的证明，后者将多面体体积理论建立在无

穷小分割基础之上，比高斯早１６００年就考虑了不

借助于无穷小分割是不可能解决四面体体积的问

题，这个问题后来发展成为指导２０世纪数学发展

的希尔伯特２３个数学问题的第３个问题；他将极

限思想应用于近似计算，创造求圆周率的科学方法

和开方不尽求“微数”的方法，奠定了我国关于圆周

率精确值的计算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千余年的基础；

他的《九章算术注》主要使用了演绎逻辑，登上了中

国古代逻辑学的最高峰［１］。刘徽是中国古 代 当 之

无愧的最伟大的数学家［２］。

可是很遗憾，这样伟大的数学家，除了 他 自 述

“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

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

所见，为 之 所 注”［３］，以 及《隋 书·律 历 志》① 《晋

书· 律历志》② 记载他于魏陈留王景元四年注《九

章算术》外，关 于 他 的 生 平 资 料，我 们 几 乎 一 无 所

知。前辈 中 国 数 学 史 家 严 敦 杰（１９１７－１９８８）于

１９４０年发现《宋史·礼志》算学祀典中有刘徽被封

为淄乡男的记载，认为刘徽系淄川人［４］。后来他又

认为以《宋史》祀典来论证不够充分，认为“还是订

不可考为好”［５］。笔者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重新考

察了这个问题，认为淄乡在今山东省邹平县，确定

刘徽 的 籍 贯 在 邹 平［６］，日 渐 得 到 两 岸 学 术 界 的

认可。

１　淄乡是刘徽的籍贯

严敦 杰 先 生 发 现 的 载 有 刘 徽 封 号 的《宋 史·

礼志》算学祀典是：

时又有算学。大观三年（１１０９年），礼部、

太常寺请以文宣王为先师，兖、邹、荆三国公配

享，十哲从祀；自昔著名算数者画像两庑，请加

赐五等爵，随所封以定其服。于是中书舍人张

邦昌定算学：封风后上谷公，箕子辽东公，周大

夫商高郁夷公，大挠涿鹿公，隶首阳周公，容成

平都公，常仪原都公，鬼俞区宜都公，商巫咸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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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公，晋史苏晋阳伯，秦卜徒父颖阳伯，晋卜堰

平阳伯，鲁梓慎汝阳伯，晋史赵高都伯，鲁卜楚

丘昌衍伯，郑裨灶荥阳伯，赵史墨易阳伯，周荣

方美阳伯，齐甘德甾川伯，魏石申隆虑伯，汉鲜

于妄人清泉伯，耿寿昌安定伯，夏侯胜任城伯，

京房乐平伯，翼奉良成伯，李寻平陵伯，张衡西

鄂伯，周兴慎阳伯，单飏湖陆 伯，樊 英 鲁 阳 伯，

晋郭璞闻喜伯，宋何承天昌卢伯，北齐 宋 景 业

广宗伯，隋肖吉临湘伯，临孝恭新丰伯，张胄玄

东光伯，周王朴东平伯，汉邓平新野子，刘洪蒙

阴子，魏管辂平原子，吴赵达谷城子，宋祖冲之

范阳子，后魏商绍长乐子，北齐信都芳乐城子，

北齐许遵高阳子，隋耿询湖熟子，刘焯昌亭子，

刘炫景城子，唐傅仁均博平子，王孝通介休子，

瞿昙罗居延子，李淳风昌乐子，王希明琅琊子，

李鼎柞赞皇子，边岗成安子，汉郎岂页观阳子，襄

楷隰阴子，司马季主夏阳男，落下阔阆中男，严
君平广都男，魏刘徽淄乡男，晋姜岌成纪男，张
丘建信成男，夏侯阳平陆男，后周甄莺无极男，

隋卢大翼成平男。寻诏以黄帝为先师。①

这里所封不妥之处甚多，比如在数学上“未能通类”

的荣方被封为美阳伯，而他的老师，天文、数学造诣

甚高的陈子，编纂《九章算术》的张苍等却被排除在

外。在所封的数学家中其爵位的高低与其数学贡

献也很不相称，在数学、天文上贡献杰出的刘洪、刘
徽、祖 冲 之 的 爵 位 都 很 低，刘 徽 竟 然 是 最 低 一 阶。

然而这项资料却为我们提供了考察刘徽籍贯的不

可多得的线索。这里共封６６人，其中春秋以前１０
人，其籍贯不可考。春秋之后共５６人，其 中 史 苏、

卜徒父、卜 堰、梓 慎、史 赵、卜 楚 丘、裨 灶、史 墨、甘

德、石申、夏侯胜、京房、翼奉、李寻、张衡、单飏、樊

英、郭璞、何承天、宋景业、肖吉、临孝恭、张胄玄、王
朴、刘洪、管辂、赵达、祖冲之、殷绍、信都芳、许遵、

耿询、刘焯、刘炫、襄楷、落下闳、严君平、姜岌、张丘

建、甄鸾、卢大翼等４１人，其封爵均以现存史籍所

载其籍贯为之。另有瞿昙罗，印度人，封居延子，大
概取其入 境 之 路。而 周 兴、郎 岂页、司 马 季 主、傅 仁

均、李鼎柞、李淳凤等６人的爵号与现传史籍所载

其籍贯不同：李淳风生前被封为昌乐县男，此晋为

昌乐子；郎岂页，安丘人，封为观阳子，观阳汉属胶东，

即今海阳县，盖因郎 岂页 曾耕于海滨；司马季主是 楚

人，封为夏阳男，夏阳是司马迁故里，不属楚，大概

把夏阳认作司马氏郡望。受封畴人中笔者在史籍

中未查到其籍贯的有鲜于妄人、耿寿昌、邓平、王孝

通、王希明、边冈、刘徽、夏侯阳等８人。他们正史

中无 传，除 耿 寿 昌 之 外，生 前 的 社 会 地 位 都 不 高。

其中邓平、王希明可能是按郡望封爵，东汉名医邓

晨、邓禹都是新野人，而琅琊向来是王姓郡望。

可见，《宋史》算学祀典受封的春秋之后５６人

中，所封爵名的来源有四种情形：（１）根据其籍贯，

已查到其籍贯的４７人中，有４１人的封号与其籍贯

相同，占７０％ 以上。（２）少数根据其郡望。（３）少

数根据其生前活动地区。（４）个别的按其生前爵号

晋爵。因此，刘徽等８人的爵号亦不出上述四种情

况。其中（２）（３）两项不排除其郡望或活动地区就

是其籍贯。刘徽被封为淄乡男，他生前社会地位不

高，不可能有封号；魏承汉祚，两汉统治中国四百余

年，刘姓王侯遍布全国，除刘邦故里沛县外，其他地

方谈不到刘姓郡望。因此，淄乡男既不是生前爵号

晋爵，也不是其郡望。淄乡只能是刘徽的籍贯或者

是生前活动地区。这两种情形中，我们认为前者的

可能性更大一些。北宋时可能还保留有刘徽的某

些 生 平 资 料，其 中 包 含 了 刘 徽 的 籍 贯 是 淄 乡 的

记载。

２　淄乡在邹平县

淄乡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呢？我们作一些考察。

淄乡，又作甾乡，或菑乡。古代淄、甾、菑三字相通。

《尚书· 禹贡》：“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其

道。”②《汉书· 地理志》作：“海岱惟青州，嵎夷既

略，惟、甾其道。”颜师古曰：“惟、甾，二水名。皆复

故道也。惟水出琅琊箕屋山，甾水出泰山莱芜县。

惟字今作潍，甾 字 或 作 淄，古 今 通 用 也。”③许 慎 在

６５

①

②

③

［元］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

尚书。见：阮元校《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１９７９年。
［汉］班固，等：汉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本文凡引《汉书》原文，均据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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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 解 字》中 说，菑“从 艸，甾。”又 说：“菑，或 省

艸。”①淄水，又称菑水。《周礼·夏官》曰：“其浸菑

时，其利渔盐”。郑玄注：“菑出莱芜，时出般阳。”②

同样，临淄，又称为临甾。《汉书·地理志》齐郡条

下有临淄，“齐地”条下又有：“临甾，海岱之间一都

会也。”因此，淄乡、菑乡、甾乡三者实为同一地方。

那么，淄乡在什么地方呢？宋朝邹平县有一淄

乡镇。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淄州条载：“中下邹

平，州西北七十里，二乡，孙家、赵岩口、淄乡、临河、

啀婆五镇。”③淄乡在金朝仍为镇，《金史·地理志》

淄州条：“邹平，镇三。淄乡、齐东、孙家岭，旧 有 啀

店镇，后废。”④元、明、清三朝情况不清。清顺治朝

及其后几次修《邹平县志》，均引《金史》资料，却未

云淄乡在 当 时 何 处。⑤ 《元 丰 九 域 志》成 书 于 元 丰

三年（１０８０年），刘徽受封于大观三年（１１０９年），

两者相去不足３０年。因此，算学祀典所封之淄乡

男，当指此淄乡，即淄州邹平县淄乡。

邹平县淄 乡 源 于 何 时，书 简 有 缺，不 得 而 知。

魏、晋不见有淄乡的记载。

西汉却有菑乡之名。据《汉书·王子侯表》载：

菑乡是西汉 菑 乡 厘 侯 刘 就 于 建 始 元 年（公 元 前３８
年）的封国，后子逢喜嗣，免。而刘就是梁敬王刘定

国之子。据《汉书·诸侯王表》，文帝前元二年（公

元前１７８年）封子刘武为代王，次年徙淮阳王，公元

前１７０年徙梁，是为梁孝王。其玄孙便是 梁 敬 王。

也就是说，菑乡侯刘就是梁孝王刘武的六世孙，文

帝刘恒的七世孙。

进一步的问题是：汉朝菑乡侯的封国 在 何 处？

《汉书· 地理志》载山阳郡有一淄乡，为县级侯国：

山阳郡，（故梁，景 帝 中 六 年 别 为 山 阳 国。

武帝建元五年别 为 郡。莽 曰 钜 野。属 兖 州。）

户十七万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万一千二百

九十人。县二十三：昌邑，南平阳，成武，湖陵，

东糸昏，方舆，槖，钜野，单父，薄，都关，城都，黄，

爰戚，郜成，中 乡，平 乐，郑，瑕 丘，甾 乡，侯 国。

栗乡，曲乡，西阳。

山阳郡原为梁国故地，景帝平吴楚之乱后，分梁为

梁、济川、济东、山阳、济阴五国，由刘武的五个儿子

分别为国王。山阳哀王刘定九年薨，无后，汉武帝

遂将山阳国改为山阳郡。根据《山东通志》，其所属

县可考者分别位于今山东省的金乡、鱼台、成武、单
县、曹县、巨野、嘉祥，以及兖州、邹县、鄄城、郓城、

范县的一 部 分⑥。《中 国 历 史 地 图 集》则 将 黄 标 在

河南省民权县附近，而将甾乡及中乡、郑、栗乡、曲

乡列入无考者（未提西阳）⑦。实际上，自《后汉书》

起的史籍中山阳郡就无这些县级行政单位的记载。
《汉书· 王子侯表》却在菑乡侯、曲乡侯、栗乡

侯、西阳侯栏下标出了它们的封国所在地：菑乡、曲
乡在济南郡，栗乡在金乡（山阳郡），西阳在东莱郡。

中乡侯、郑侯则未标明。此外，黄侯在济阴郡，爰戚

在济南郡，而 城 都、郜 成《地 理 志》注 明 是 侯 国，在

《王子侯表》上却查不到封侯情况。这说明《王子侯

表》与《地理志》并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在其他郡县

中还有。这不足为怪。《汉书》的《地理志》与《王子

侯表》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后汉 书·列女传》云：

班固（３２—９２）奉 诏 修《汉 书》，“其 八 表 及 天 文 志

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⑧

因此，《地理志》出自班固之手，而《王子侯表》是其

妹班昭（约４９—约１２０）在班固殁后参考东观藏书

完成的，自然会纠正班固所写的不准确之处，因此

应当更可靠些。就是说，菑乡侯的封地在济南郡的

记载是正确的。

同时，《地理志》列入山阳郡的侯国并不都是梁

王的后代，比如瑕丘是 鲁 共 王（景 帝 子）之 子 刘 政

的封国，爰戚是赵敬肃 王（景 帝 子）之 子 刘 当 的 封

国，栗乡、西 阳 均 是 东 平 思 王（宣 帝 子）之 子 的 封

国。反之，《王子侯表》所列梁敬王的１４个王子侯

也不全是封在原梁国分成的五国中，除上面指出的

７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

周礼．见：阮元校《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１９７９年。
［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
［元］脱脱：金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

邹平县志。顺治年间修，康熙、道光、嘉庆年间重修。

山东通志·疆域志。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１５年。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北京：中华地图学社，１９７５年。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列女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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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乡侯在济南郡外，东乡节侯方、陵乡侯诉、傈阳侯

钦、厘乡侯国、高柴节侯发，各栏下均注封在沛郡，

但《地理志》沛 郡 无 陵 乡、深 阳、厘 乡；临 都 节 侯 未

央，高质侯舜，未说明封何郡，而《地理志》载明属沛

郡；至于贯乡侯平，乐侯义，《王子侯表》既未说明其

封国属何 郡，《地 理 志》也 无 记 载。春 秋 时 宋 国 有

贯，在今曹县南。总之，当时存在着交叉分封侯国

的情况。梁王的后代不一定全封在原梁国之内，有
的封在济南郡，有的封在沛郡；同样，原梁国境内也

有其他王子侯的封国。另外，汉代侯爵有县侯、乡

侯、亭侯之 别，“大 者 食 县，小 者 食 乡、亭”。① 乡 侯

应是在某一县境内的独立行政单位（相当于县级）。

因此，淄乡侯作为梁王的后代不在山阳郡，而在济

南郡某一县境内是可信的。

根据以上分析，联系到宋、金两朝邹平 县 有 一

淄乡镇，而汉代邹平县属济南郡，笔者认为，菑乡候

的封地就是宋、金时代的淄乡镇，在邹平县境。菑

乡候二世而免。但菑乡的名称则保留了下来。东

汉班固著《汉书》，大约因菑乡侯是梁敬王之子而将

其入山阳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断定：刘徽是文帝 子 梁 孝

王刘武五世孙菑乡侯的后代，淄乡人，其地在今山

东省邹平县境。

邹平县王红先生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元丰九

域志》所载邹平县的孙家、赵岩口、淄乡、临河、啀婆

五镇，《金史·地理志》中所载邹平县的淄乡、齐东、

孙家镇三镇及已废的啀店镇，除淄乡外，皆在邹平

县的西部、西北部、北部，唯独东南部没有镇。他从

县境内古镇的区位分布来看，淄乡镇当在古梁邹县

治所，即 现 在 邹 平 县 韩 店 镇 旧 口 村 一 带。此 可 为

一说。

３　刘徽是齐鲁文化的奇葩

由于史籍中没有刘徽任何传记资料，考察他的

籍贯，可以提供他的生平与社交的某些线索，了解

他成长的文 化 传 统 和 环 境，增 强 对 刘 徽 的 理 性 认

识，因而是十分有意义的。

首先，齐鲁地区自先秦到魏晋经济、文化发达，

历代思想家辈出，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之一。邹鲁之

乡是中国正统思想孔孟之道的发祥地。战国中期，

齐国在临淄设稷下学宫，各方文人学士云集，前后

延绵１５０余年。据认为，《管子》一书集中了稷下学

派的学术成果，荀卿则是荀派儒学的创始人，对中

国学术思想的影响极大。秦汉之后，齐鲁文化余胤

不断，两汉经学是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

所创立的注经、解经成为此后思想家、史学家、科学

家阐发自己的思想和创造的重要形式。两汉时期

齐鲁地区出现了许多思想家，高密的郑玄是综合今

古文经学的大师，郯（今郯城）人王肃、剧（今昌乐）

人徐干、高平（今金乡）人仲长统、曲阜孔融、东平刘

桢、高平王粲也都是经学大家，徐干、孔融、刘桢、王
粲名列“建安七子”。总之，齐鲁地区良好的文化传

统，对刘徽学习各种文化典籍，汲取有效的文化遗

产，用于数学创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其次，汉末魏晋，经学衰微，辩 难 之 风 兴 起，齐

鲁地区是其中心之一。魏晋玄学创始人之一，辩难

大师王弼是高平人，王粲的侄孙。刘徽深受辩难之

风的影响，他的许多话都与王弼、嵇康、何晏等辩难

之风的头面人物相近或是他们的论述的改造。刘

徽注《九章算术》的宗旨是“析理以辞，解体用图”，
“析理”就是辩难之风的要件。顺便说一句，根据刘

徽受王弼、嵇康等影响极大，大体可以推断刘徽注

《九章算术》时的年龄。王弼生于公元２２６年，嵇康

是２２４年，那么刘徽应该生于３世纪２０年代或其

后，换言之，他注《九章算术》时，至多３０余岁。有

人将他画成满脸皱纹的耄耋老人，是有悖于历史事

实和魏晋时代精神的。

更重要的，两汉魏晋时期齐鲁地区的数学很发

达，居于全国的前列。有人认为《九章算术》是齐人

所做，根据当然不充分，然而《九章算术》有两个题

目提到齐地，与首都长安在全国是最多的。汉末在

泰山周围还形成了一个以刘洪为首的以研究《九章

算术》和《亁象历》为主的数学中心，郑玄、徐岳等都

通《九章算术》，他们都是刘洪的学生。此外，王粲

也通《九章算术》。他们关于《九章算术》的著述虽

都亡佚，但无疑会成为刘徽注《九章算术》时“采其

所见”的素材，为刘徽的杰出数学创造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８５

① ［唐］杜佑：通典· 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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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齐鲁地区地形复杂，高山、河谷、丘陵、平
原，应有尽有。泰山雄踞华北大平原，居五岳之首。

这为刘徽创造重差术，设计各种测望题目，提供了

有利的环境。笔者认为，刘徽《海岛算经》第一问海

岛的原型实际上是泰山［７］。刘徽将率的应 用 拓 展

到《九章算术》若干术文和大部分题目，他的重差术

将中国古代的测望技术发展得十分完备，对当时地

图学的影响极大。刘徽的同代人裴秀（２２４－２７１）

提出《制图 六 体》，在 明 末 西 方 地 图 学 传 入 中 国 之

前，一直被奉为地图学的圭臬。《制图六体》一是以

率的理论为基础，其中的分率、准望、道里都离不开

刘徽率的理论。二是要解决峻山巨海之隔，绝域殊

方之回的测望，必须借助于重差术。裴秀是魏晋时

期重要政治家，因功被封为济川侯，在今山东省博

兴县西南，距淄乡不远。刘徽与裴秀是否有直接交

往，他是否参 加 了《制 图 六 体》的 制 定，不 得 而 知。

但裴秀的封地距刘徽的故乡这么近，无疑给裴秀接

受当时最先进的数学知识，用于地图学的创造，提

供了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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