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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数学是中国古代最为发达的基础科学学科之一， 约公元前 ３世纪至公

元 １４世纪初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传统数学是当时世界数学发展的
主流。 中国传统数学的思想和方法既可用于现今的中小学数学教学， 也对
当前的数学研究有某些启迪作用。
本书根据对原始文献的深刻研究， 以重新划分的中国数学发展各阶段

为序， 试图系统论述远古至清末中国数学的主要成就、 思想、 理论贡献以
及重要的数学典籍、 杰出的数学家， 并探讨其产生的社会经济、 政治、 思
想和文化背景， 是对截止到 ２１ 世纪初中国数学史研究成果的最新全面
总结。
本书既是数学史专业工作者的参考读物， 也适合从事数学、 历史、 文

化、 教育工作的各界人士和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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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是世界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
要的贡献 ，这已是世所公认的事实 。

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支撑文明大厦的主要基干 ，是推动文明发展的重
要动力 ，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如果说中国古代文明是一棵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 ，中国古代的科
学技术便是缀满枝头的奇花异果 ，为中国古代文明增添斑斓的色彩和浓郁的芳香 ，又为世界科
学技术园地增添了盎然生机 。这是自上世纪末 、本世纪初以来 ，中外许多学者用现代科学方法
进行认真的研究之后 ，为我们描绘的一幅真切可信的景象 。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蕴藏在汗牛充栋的典籍之中 ，凝聚于物化了的 、丰富多姿的文物之中 ，
融化在至今仍具有生命力的诸多科学技术活动之中 ，需要下一番发掘 、整理 、研究的功夫 ，才能
揭示它的博大精深的真实面貌 。为此 ，中国学者已经发表了数百种专著和万篇以上的论文 ，从
不同学科领域和审视角度 ，对中国科学技术史作了大量的 、精到的阐述 。国外学者亦有佳作问
世 ，其中英国李约瑟（J ．Needham）博士穷毕生精力编著的枟中国科学技术史枠（拟出 ７ 卷 ３４
册） ，日本薮内清教授主编的一套中国科学技术史著作 ，均为宏篇巨著 。 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
的研究 ，已是硕果累累 ，成为世界瞩目的研究领域 。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 ，包涵一系列层面 ：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及其弱点 ；科学家 、发明家
的聪明才智 、优秀品德及其局限性 ；科学技术的内部结构与体系特征 ；科学思想 、科学方法以及
科学技术政策 、教育与管理的优劣成败 ；中外科学技术的接触 、交流与融合 ；中外科学技术的比
较 ；科学技术发生 、发展的历史过程 ；科学技术与社会政治 、经济 、思想 、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和
相互作用 ；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性以及经验与教训 ，等等 。总之 ，要回答下列一些问题 ：中国古
代有过什么样的科学技术 ？其价值 、作用与影响如何 ？ 又走过怎样的发展道路 ？ 在世界科学
技术史中占有怎样的地位 ？为什么会这样 ，以及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 还要论述中国科学技
术的来龙去脉 ，前因后果 ，展示一幅真实可靠 、有血有肉 、发人深思的历史画卷 。

据我所知 ，编著一部系统 、完整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大型著作 ，从本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 ，就
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工作者的愿望与努力目标 ，但由于各种原因 ，未能如愿 ，以致在这一方面显
然落后于国外同行 。不过 ，中国学者对祖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不仅具有极大的热情与兴趣 ，而
且是作为一项事业与无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代代相承地进行着不懈的工作 。 他们从业余到专
业 ，从少数人发展到数百人 ，从分散研究到有组织的活动 ，从个别学科到科学技术的各领域 ，逐
次发展 ，日臻成熟 ，在资料积累 、研究准备 、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等方面 ，奠定了深厚而又广大
的基础 。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审时度势 ，正式提出了由中国学者编著
枟中国科学技术史枠的宏大计划 ，随即得到众多中国著名科学家的热情支持和大力推动 ，得到中
国科学院领导的高度重视 。经过充分的论证和筹划 ，１９９１年这项计划被正式列为中国科学院
“八五”计划的重点课题 ，遂使中国学者的宿愿变为现实 ，指日可待 。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 ，我
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并能为此尽绵薄之力 ，感到十分荣幸 。



枟中国科学技术史枠计分 ３０卷 ，每卷 ６０至 １００万字不等 ，包括以下三类 ：
通史类（５卷） ：
枟通史卷枠 、枟科学思想史卷枠 、枟中外科学技术交流史卷枠 、枟人物卷枠 、枟科学技术教育 、机构与

管理卷枠 。
分科专史类（１９卷） ：
枟数学卷枠 、枟物理学卷枠 、枟化学卷枠 、枟天文学卷枠 、枟地学卷枠 、枟生物学卷枠 、枟农学卷枠 、枟医学

卷枠 、枟水利卷枠 、枟机械卷枠 、枟建筑卷枠 、枟桥梁技术卷枠 、枟矿冶卷枠 、枟纺织卷枠 、枟陶瓷卷枠 、枟造纸与印
刷卷枠 、枟交通卷枠 、枟军事科学技术卷枠 、枟计量科学卷枠 。

工具书类（６卷） ：
枟科学技术史词典卷枠 、枟科学技术史典籍概要卷枠（一） 、（二） 、枟科学技术史图录卷枠 、枟科学

技术年表卷枠 、枟科学技术史论著索引卷枠 。
这是一项全面系统的 、结构合理的重大学术工程 。各卷分可独立成书 ，合可成为一个有机

的整体 。其中有综合概括的整体论述 ，有分门别类的纵深描写 ，有可供检索的基本素材 ，经纬
交错 ，斐然成章 。这是一项基础性的文化建设工程 ，可以弥补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不足 ，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

诚如李约瑟博士在 １９８８年所说 ：“关于中国和中国文化在古代和中世纪科学 、技术和医学
史上的作用 ，在过去 ３０年间 ，经历过一场名副其实的新知识和新理解的爆炸”（中译本李约瑟
枟中国科学技术史枠作者序） ，而 １９８８年至今的情形更是如此 。在 ２０ 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 ，对
所有这些知识和理解作一次新的归纳 、总结与提高 ，理应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
责任 。应该说 ，我们在启动这项重大学术工程时 ，是处在很高的起点上 ，这既是十分有利的基
础条件 ，同时也自然面对更高的社会期望 ，所以这是一项充满了机遇与挑战的工作 。这是中国
科学界的一大盛事 ，有著名科学家组成的顾问团为之出谋献策 ，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
所和全国相关单位的专家通力合作 ，共襄盛举 ，同构华章 ，当不会辜负社会的期望 。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丰厚的科学遗产 ，它已经表明中国人在研究自
然并用于造福人类方面 ，很早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就已雄居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这当然是
值得我们自豪的巨大源泉 ，而近三百年来 ，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潮流 ，这
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自然是值得我们深省的重大问题 。理性地认识这部兴盛与衰落 、成功与
失败 、精华与糟粕共存的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 ，引以为鉴 ，温故知新 ，既不陶醉于古代的辉煌 ，
又不沉沦于近代的落伍 ，克服民族沙文主义和虚无主义 ，清醒地 、满怀热情地弘扬我国优秀的
科学技术传统 ，自觉地和主动地缩短同国际先进科学技术的差距 ，攀登世界科学技术的高峰 ，
这些就是我们从中国科学技术史全面深入的回顾与反思中引出的正确结论 。

许多人曾经预言说 ，即将来临的 ２１ 世纪是太平洋的世纪 。 中国是太平洋区域的一个国
家 ，为迎接未来世纪的挑战 ，中国人应该也有能力再创辉煌 ，包括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更大的
贡献 。我们真诚地希望这一预言成真 ，并为此贡献我们的力量 。圆满地完成这部枟中国科学技
术史枠的编著任务 ，正是我们为之尽心尽力的具体工作 。

卢嘉锡

１９９６年 １０月 ２０日

　 · ii · 中国科学技术史



前　　言
数学是中国古代最为发达的基础科学学科之一， 约公元前 ３ 世纪至公元 １４ 世纪初一直

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 我们常将中国古代数学称为中国传统数学， 它是这一期间世界数学发
展的主流。 本书试图全面系统论述自远古至清末中国数学的主要成就和数学思想、 作为这些
成就和思想载体的数学典籍、 完成这些成就和典籍的杰出数学家以及产生这些成就和思想、
创作这些典籍、 造就这些数学家的社会经济、 政治、 思想和文化背景。

关于中国数学史研究的内容、 方法和意义， 许多著述已经有详尽、 精辟的阐释①， 在此
不再赘述。 在这里， 我们主要就中国数学史的分期、 如何概括中国古代数学著作亦即中国古
代是不是存在数学家的数学、 中国古代数学有没有数学证明和数学理论， 或者更进一步， 中
国古代有没有纯数学研究、 中国传统数学的特征、 中国传统数学属不属于世界数学发展的主
流以及在研究中尊重原始文献等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

关于中国数学史的分期， 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 而且这些不同主要表现在自先秦至元中
叶数学的分期上， 因为对元中叶至明末中国传统数学的衰落、 明末至清末中西数学的会通，
大家大都遵从钱宝琮的观点， 在学术界是没有争议的。 关于先秦至元中叶数学的分期大体有
以下几种：

李俨将其分成三个时期： 先秦的数学称为上古期， 两汉魏晋南北朝称为中古期， 隋唐宋
元称为近古期。② 后来又将隋列入中古期。③

日本薮内清也将其分成三个时期： 古代的数学 （先秦）、 枟九章枠 的世界 （两汉至魏），
六朝至唐宋元的数学。④

钱宝琮考虑数学的发展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的关系， 打破按王朝革鼎分期的方法， 分成秦
统一以前、 秦统一以后到唐代中期、 唐代中期到明末时期几个阶段。⑤

李迪的分期相当细致， 将中国传统数学分成两个时期六个阶段， 这就是： 中国传统数学
的形成期 （自远古至西汉末期）， 这一时期分成三个阶段： 约公元前 ２０００ 年以前为中国数
学的 “史前期”， 约公元前 ２０００ ～前 ２２１ 年为中国数学的 “积累期”， 从秦汉之际至西汉末
期为中国数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中国传统数学的发展期 （自东汉初期至元朝前期），
这一时期也分成三个阶段： 从约公元 １ 世纪初期至 ８ 世纪初亦即东汉初至唐中叶为中国数学

①

②
③

④
⑤

钱宝琮主编， 中国数学史· 序， 科学出版社， １９６４ 年。 见： 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 第五卷， 辽宁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 李迪， 中国数学史大系· 总论。 见： 吴文俊主编， 中国数学史大系· 第一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

李俨， 中国算学史，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０ 年。 见： 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 第一卷， 辽宁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
李俨， 中国数学大纲， 上、 下册， 科学出版社， １９５８ 年。 见： 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 第三卷， 辽宁教育出版

社， １９９８ 年。
［日］ 薮内清， 中国数学史， 郑瑞明译， 南宏图书公司， １９８４ 年。
钱宝琮主编， 中国数学史， 科学出版社， １９６４ 年。 见： 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 第五卷， 辽宁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



· ｉｖ·
的 “理论期”， 从公元 ８ 世纪初至 １１ 世纪初即唐中叶至北宋初期为中国数学的 “滞缓期”，
从 １１ 世纪初至 １４ 世纪初为中国数学的高峰期。 此外， 李迪将 １３０４ ～１９３６ 年称为中国传统
数学向西方数学的 “过渡期”， 这一时期被分成四个阶段： １３０４ ～１６０６ 年即元中叶至明朝后
期为 “珠算期”， １６０７ ～１７６０ 年左右即明朝末期至清朝中期为 “融合期”， 约 １７６０ ～约 １８５０
年即清朝中后期之间为中国数学的 “复古期”， 约 １８５０ ～１９３６ 年为 “西化完成期”。①

还有一些别的分期方法。
我们认为， 钱宝琮的分期思想是可取的。 数学史的分期应以数学内部的发展为主要依

据， 同时考虑相应时期的社会经济、 政治的变革和思想、 文化背景。 我们根据钱宝琮的思
想， 结合近 ３０ 年中国数学史的研究成果， 对中国数学史的分期提出以下看法：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相当早， 然而夏、 商、 周三代没有任何数学著作流传到现在。 不
过， 完成当时世界上最方便的记数制度———十进位值制记数法， 创造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计算工具———算筹， 是两项具有世界意义的成就。 一些文史典籍中的鸿爪雪泥说明当时人们
的数学知识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枟九章算术枠 在西汉先后由张苍、 耿寿昌删补成书， 它奠定了中国传统数学的基本框
架， 在分数四则运算、 比例和比例分配算法、 盈不足算法、 开方法、 线性方程组解法、 正负
数加减法则、 解勾股形和勾股数组等方面走在世界的前面， 有的超前其他文化传统数百年，
甚至上千年， 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数学著作。 人们不禁要问， 枟九章算术枠 这么高深的著
作是突然冒出来的吗？ 当然不可能。 根据刘徽 枟九章算术注序枠 “九数之流， 枟九章枠 是
矣” 的提示和 枟九章算术注枠 所提供的资料 （包括物价） 的分析， 枟九章算术枠 的主体部
分及主要成就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完成了。 换言之， 中国传统数学的第一个高潮出现在春秋
战国， 西汉完成 枟九章算术枠、 枟周髀算经枠 等著作的编纂， 只是这个高潮的总结。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出土的竹简 枟算数书枠 虽然不是 枟九章算术枠 的前身②， 却为上述看法提供了佐证。

因此， 不能将春秋战国的数学与夏、 商、 西周混为一谈。 它们应该是两个阶段。 也就是
说， 从远古到夏、 商、 西周是第一个阶段， 数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形成一个学科。 而春秋战
国秦汉是以 枟九章算术枠 为代表的第二个阶段。 西汉末年至东汉中叶， 数学进展不大。

东汉末年之后， 一直到唐中叶， 中国数学最主要的成就体现在刘徽 枟九章算术注枠 中。
由于这是一部注解 枟九章算术枠 的著作， 人们往往将其与 枟九章算术枠 归于一个阶段。 实
际上， 刘徽 枟九章算术注枠 “析理以辞， 解体用图”， 提出了许多严格的数学定义， 并以演
绎逻辑为主要方法全面证明了 枟九章算术枠 的算法， 奠定了中国传统数学的理论基础。 他
对圆面积公式和刘徽原理的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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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贡献主要是数学理论方面的。 刘徽 枟九章算术注枠 无论是从数学的研究方向看，
还是从理论高度、 逻辑方法看， 都与 枟九章算术枠 时代有明显的不同， 应该属于另一个阶
段。 祖冲之父子的数学水平不会低于刘徽， 可惜对他们的数学造诣， 我们只知道只鳞片爪。
此外， 枟数术记遗枠、 枟孙子算经枠、 枟张丘建算经枠、 枟缉古算经枠 等在计算工具的改进、 不
定方程解法、 三次方程上有贡献。 然而， 隋唐数学明显落后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对中国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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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迪， 中国数学史大系· 总论， 见： 吴文俊主编， 中国数学史大系· 第一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
郭书春， 关于 枟算数书枠 与 枟九章算术枠 的关系， 曲阜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０８， ３４ （３） ：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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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最高的数学著作 枟缀术枠， 隋唐 “学官莫能究其深奥， 是故废而不理”①， 导致 枟缀术枠
失传。

自唐中叶起， 人们简化乘除运算， 创造各种口诀， 导致珠算最迟在南宋诞生。 北宋贾
宪、 刘益， 南宋秦九韶、 杨辉， 金元李冶、 朱世杰等在高次方程、 高次方程组解法、 一次同
余方程组解法、 垛积术和招差术等高深数学的许多分支取得了超前其他文化传统几个世纪的
成果。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宋元数学高潮。

元中叶到明末， 继续改进筹算、 珠算技术， 珠算得到普及， 并最终在明中叶之后取代筹
算。 除此之外， 中国传统的高深数学急剧衰落。 中国数学遂失去了世界领先的地位。

明末之后， 西算传入中国， 开始了中西数学融会贯通的阶段。 这是学术界都知道的。
我们认为， 数学的发展， 既有数学内部的自身因素， 也必然受社会经济、 政治、 思想和

文化背景的制约。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 世界数学研究的重心发生了几次大的变化。② 先
是约公元前 ３１ 世纪开始的尼罗河流域数学和约公元前 ２４ 世纪开始的两河流域数学。 自公元
前 ７ 世纪起， 希腊取代了上述地区， 数学非常发达。 约公元前 ３ 世纪至公元 １４ 世纪初， 中
国取代古希腊， 成为世界数学研究的重心； 公元 ８ 世纪之后， 印度、 阿拉伯地区的数学也发
展起来。 １６ ～１７ 世纪， 欧洲数学伴随着文艺复兴， 度过了中世纪的黑暗， 进入变量数学时
代。 从此欧洲以及 ２０ 世纪的苏联、 美国一直占据着世界数学研究的重心位置。 不难看出，
世界数学的重心都发生在某一种社会形态最完备， 经济、 政治和思想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值
得注意的是， 中国传统数学发展的几个不同阶段， 与当时社会经济、 政治、 思想和文化的变
革亦即中国古代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有某种对应关系。 中国历史学界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
不管持什么观点， 都认为，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了领主制崩溃并向地主制过渡的激烈社
会变革， 思想界出现诸子林立、 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 东汉末至魏晋， 庄园农奴制占据经济
政治舞台的中心， 思想界以谈 “三玄” （ 枟周易枠、 枟老子枠、 枟庄子枠） 为主的辩难之风取代
了烦琐的两汉经学， 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唐中叶至宋初， 庄园制逐步解体， 土地可
以自由买卖， 地主阶级由按等级占田变成靠购买扩大土地占有， 思想界也还比较宽松； 元中
叶之后， 宗法地主制度走向没落， 理学占据思想界的统治位置， 思想禁锢严酷。 两相对照，
就会发现， 在中国社会发生某种变革的初期， 都给数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 从而带来数学
发展的高潮。 而在某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后期， 数学不仅发展缓慢， 甚至低于其前期， 东
汉、 隋唐、 元末至明末的数学就是这种情形。

由于这种原因， 我们将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分成以下几个阶段：
中国数学的兴起———原始社会到西周时期的数学； 中国传统数学框架的确立———春秋至

东汉中期的数学； 中国传统数学理论体系的完成———东汉末至唐中叶的数学； 中国传统数学
的高潮———唐中叶至元中叶的数学； 传统数学主流的转变与珠算的发展———元中叶至明末数
学； 西方数学的传入与中西数学的融会———明末至清末的数学。

显然， 这种分期方法是在钱宝琮基础上的修正。 本书各编正是基于这种分期思想和方法
设置的。 本书除了论述各个阶段的数学成就和特点外， 还力图探索各个时期数学的发展与当

前　　言

①
②

唐· 李淳风， 枟隋书· 律历志上枠 ， 见： 魏征等， 枟隋书枠 ，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３ 年。
郭书春， 略谈世界数学重心的三次大转移，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１９８６， （１） ： ４４ ～４８。 又见： 李文林， 数学史教

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第 ３６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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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社会经济、 政治、 思想、 文化的关系。

二

中国古代传统数学重视实际应用， 以解决人们生产生活中产生的数学问题为主要目的，
以数学理论密切联系实际为其特点。 许多中国数学史著述进而将中国古代数学著作统统概括
为 “应用问题集”， 特别将 枟九章算术枠 概括为 “应用问题集”。 实际上， 这种概括不符合
实际情况， 因而并不恰当。 不言而喻， “应用问题集” 是以问题为中心的， 而 枟九章算术枠
等著作的主体部分则是以术文为中心的。 “应用问题集” 这种不恰当的概括造成了许多误
解。 例如， 许多没有读过 枟九章算术枠 或虽读过而不求甚解的人， 误以为 枟九章算术枠 等
中国古代所有的数学著作都是 “一题、 一答、 一术”， 其术文都是应用问题的具体解法， 而
不了解 枟九章算术枠 中许多术文是几道、 十几道甚至是几十道题目的总术， 大部分术文是
非常抽象的、 具有普适性的严谨算法。 许多学者没有认真考察数学著作本身， 而从 “应用
问题集” 的片面概括出发， 推想中国古代数学著作中的术文都是具体问题的演算细草。 既
然是演算细草， 当然都是 “一题、 一答、 一术”。 甚至有的中国数学史著述将 枟九章算术枠
中明显属于几道题目的总术都说成是专属于某一题目的术文， 并且以讹传讹， 谬种流传。

实际上， 中国传统数学著作之间的差别相当大。
第一， 它们的体例不同。 枟九章算术枠 的主体部分是以术文为中心的， 我们称之为术文

（算法） 统率例题的形式。 在这里， 术文是一类数学问题的普适性、 抽象性算法， 含有一
道、 几道、 十几道甚至几十道例题， 相当大的部分根本不是 “一题、 一答、 一术”。 而 枟孙
子算经枠 等著作不仅是 “一题、 一答、 一术”， 而且术文都是应用问题的具体解法。

第二， 它们的内容高深程度不同。 枟周髀算经枠、 枟九章算术枠、 枟海岛算经枠、 枟缉古算
经枠、 枟黄帝九章算经细草枠、 枟数书九章枠、 枟测圆海镜枠、 枟详解九章算法枠、 枟算学启蒙枠、
枟四元玉鉴枠 等是具有高深内容的著作， 枟孙子算经枠、 枟张丘建算经枠、 枟五曹算经枠、 枟夏侯
阳算经枠、 枟杨辉算法枠、 枟算法全能集枠、 枟详明算法枠、 枟九章算法比类大全枠、 枟算学宝
鉴枠、 枟算法统宗枠 等是浅显的或普及性的著作。

第三， 抽象程度不同。 抽象性是数学的重要特点。 中国古代数学著作的数学表达方式的
抽象性也有分野。 枟九章算术枠 主体部分的术文大都是抽象性非常高的公式、 算法， 刘徽
枟九章算术注枠、 贾宪 枟黄帝九章算经细草枠 和杨辉 枟详解九章算法枠 等进一步抽象了 枟九
章算术枠 抽象得不够的术文。 枟海岛算经枠、 枟张丘建算经枠、 枟缉古算经枠、 枟杨辉算法枠、
枟算学宝鉴枠 等的术文是关于一种数学问题的比较抽象的算法。 枟测圆海镜枠 卷一展示了全
书所需的基本理论， 其 “圆城图式” 用汉字记点， 是个创举； 其 “识别杂记” 提出 ６００ 余
条抽象命题， 集中国勾股容圆知识大成； 卷二在 “洞渊九容” 基础上以非常抽象的形式表
示了勾股形与圆的十种基本关系。 许多著作都有不同程度的抽象命题， 而 枟九章算术枠 的
一小部分以及 枟孙子算经枠、 枟五曹算经枠、 枟夏侯阳算经枠、 枟九章算法比类大全枠、 枟算法统
宗枠 等的术文大都是具体问题的演算细草。 例如， 枟九章算术枠 和 枟孙子算经枠 都有开方
术， 前者是非常抽象的对任何开平方问题都适用的程序， 而后者只是演算细草。

第四， 严谨性不同。 严谨性也是数学的一大特点， 是数学著作的生命线。 就算法的严谨
程度而言， 枟九章算术枠、 枟海岛算经枠、 枟孙子算经枠、 枟张丘建算经枠、 枟缉古算经枠、 枟夏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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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算经枠、 枟黄帝九章算经细草枠、 枟数书九章枠、 枟测圆海镜枠、 枟详解九章算法枠、 枟杨辉算
法枠、 枟算学启蒙枠、 枟四元玉鉴枠、 枟算学宝鉴枠、 枟勾股算术枠、 枟测圆海镜分类释术枠、 枟弧
矢算术枠、 枟测圆算术枠 等都是算法严谨的著作。 而 枟五曹算经枠、 枟算法全能集枠、 枟详明算
法枠、 枟九章算法比类大全枠 等错误比较多， 甚至重复某些已被前人纠正了的错误……

此外， 在是不是有数学推理和证明上， 当然更是不同的。 这在下面还要谈。
因此， 起码从以上几个方面看， 中国古代数学实际上存在着数学的学术研究与普及的分

野。 枟九章算术枠 及其刘徽注、 枟海岛算经枠、 枟黄帝九章算经细草枠、 枟数书九章枠、 枟测圆海
镜枠、 枟详解九章算法枠、 枟算学启蒙枠、 枟四元玉鉴枠、 枟算学宝鉴枠、 枟勾股算术枠、 枟测圆海
镜分类释术枠、 枟弧矢算术枠、 枟测圆算术枠 等是数学的学术研究著作， 而 枟五曹算经枠、 枟夏
侯阳算经枠、 枟算法全能集枠、 枟九章算法比类大全枠、 枟算法统宗枠 等是普及应用著作。

中国古代某些数学家实际上也发现了这一区别。 刘徽在阐发了自己求 “弧田密率” 的
方法之后说： “然于算数差繁， 必欲有所寻究也。 若但度田， 取其大数， 旧术为约耳。”① 寻
究弧田密率， 是学术研究； 用来度田， 是民间应用， 用不到弧田密率。 南宋初年的数学家荣
棨说， 当时的许多数学著作 “或隐问答以欺众， 或添歌彖以衒己。 乖万世益人之心， 为一
时射利之具。 以至真术淹废， 伪本滋兴。 学者泥于见闻， 伥伥然入于迷望， 可胜计邪！ 居仁
由义之士， 每不平之”②。 金元大数学家李冶在批评了某些著作 “惟恐学者得窥其仿佛” 的
错误倾向之后， 接着说： “不然， 则又以浅近粗俗无足观者， 致使轩辕隶首之术， 三五错综
之妙， 尽堕于市井沾沾之儿， 及夫荒村下里蚩蚩之民， 殊可悯悼。”③ 荣棨、 李冶这里所指
责的， 便是在宋元时期得到高度发展的筹算乘除捷算法， 这当然是普及应用的数学。 抛开荣
棨、 李冶等鄙视筹算乘除捷算法的错误态度不谈， 显然在他们的头脑中， 数学的学术研究与
普及是泾渭分明的。 至于就某一个数学家而言， 到底是从事学术研究还是普及工作， 得具体
分析。 像张苍、 刘徽、 祖冲之、 王孝通、 贾宪、 李冶、 秦九韶、 顾应祥等这样的学者， 当然
是致力于数学的学术研究。 也有一些数学家， 如赝本 枟夏侯阳算经枠 的作者和唐中叶以后
从事乘除简化运算的许多数学家以及丁巨、 贾亨、 安止斋、 吴敬、 程大位等， 则主要关注数
学知识的普及应用。 但是， 也有一些数学家， 如杨辉、 朱世杰、 王文素等， 则在这两方面都
做了杰出的工作。

三

与 “中国古代数学著作都是应用问题集” 这一不恰当的概括相联系， 国内外数学界和
学术界， 包括对中国古代数学成就十分推崇的学者在内， 多认为 “在古代中国的数学思想
中， 最大的缺点是缺少严格求证的思想”， 中国古代数学没有形式逻辑， 尤其没有演绎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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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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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魏· 刘徽， 九章算术注· 方田章。 见： 郭书春， 汇校 枟九章算术枠 增补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台湾九章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

南宋· 荣棨， 九章算经序， 见： 枟详解九章算法枠 、 枟诸家算法及序记枠 。 见： 郭书春， 汇校 枟九章算术 枠 增补版
附， 辽宁教育出版社， 台湾九章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

元· 李冶， 益古演段自序， 见： 郭书春主编， 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 · 数学卷， 第一册， 河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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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 “在从实践到纯知识领域的飞跃中， 中国数学是未曾参与过的”①， 所谓成就都是经验的
积累， 没有推理和证明。 总之， 没有数学理论。 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数学理论主
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具有普适性、 抽象性的正确算法。 其次是关于这些算法的推理和论证
以及数学定义， 并且其推理和论证主要是演绎的。 对前者， 前已指出， 在 枟九章算术枠 等
著作中有大量关于一类数学问题的具有正确性、 普适性和抽象性的术文， 这本身就是数学理
论。 许多学者没有认真考察数学著作本身， 而 “应用问题集” 的概括造成中国古代所有术
文都是具体问题的演算细草的错觉， 从而 “顺理成章” 地得出 “中国古代数学没有理论”
的错误看法。 对后者， 确实， 枟九章算术枠 等大多数中国古代数学著作都没有数学定义、 推
理和论证。 然而， 这不是中国古代数学著作的全部， 只是其中一部分， 尽管是大部分。 即使
是以大部取代全部， 也是一种以偏概全， 当然是不恰当的。 事实上， 刘徽的 枟九章算术注枠
和贾宪的 枟黄帝九章算经细草枠、 李冶的 枟测圆海镜枠 和 枟益古演段枠、 杨辉的 枟详解九章
算法枠 和 枟杨辉算法枠、 王文素的 枟算学宝鉴枠 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定义、 推理和论证。

李约瑟已经指出， 杨辉有演绎推理的倾向。② 实际上， 刘徽 枟九章算术注枠 中的演绎推
理和数学证明比杨辉高明得多， 深刻得多。 我们经过考察发现， 现今形式逻辑教程中关于演
绎推理的几种主要形式， 刘徽都娴熟地使用过， 而且没有任何循环推理。 刘徽的数学证明是
相当严谨的。 说中国古代数学没有演绎逻辑， 大约是没有读或者没有读懂刘徽的 枟九章算
术注枠。 西方有远见的学者， 如以研究古希腊数学著称的英国罗界 （Ｇ畅Ｌｌｏｙｄ） 爵士多次与
我讨论刘徽的证明问题， 他对刘徽的评价极高。③ 法国伦理与政治科学院院长 Ｅ畅Ｐｏｕｌｌｅ 教授
等认为， 刘徽在数学证明及其意义的概念上有新的突破。

我们认为， 刘徽等数学家的数学证明表明， 中国古代存在着纯数学研究， 也就是为数学
而数学的活动。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 就实际应用而言， 枟九章算术枠 和许多数学著作提出的
公式、 算法， 只要能够无数次应用， 并且在应用中表明它们正确就够了， 不在数学上证明它
们， 根本不会影响它们的应用。 刘徽的 枟九章算术注枠 对 枟九章算术枠 的公式、 算法进行
了全面而且基本严谨的证明， 并在证明中追求逻辑的正确、 推理的明晰， 这显然是纯数学的
活动。 杨辉、 王文素等的论证工作， 也属于纯数学的范畴。

此外， 对计算中精确度的追求， 也是纯数学的工作。 例如， 对开方不尽的情况， 在刘徽
之前， 人们用 a ＋A －a２２a ＋１或 a ＋

A－a２
２a 表示平方根的近似值。 在实际应用中， 一般说来， 这已

经足够了。 刘徽认为这不精确， 提出求 “微数” 的思想， 以十进分数逼近无理根。 然而，
这在实际应用中意义不大。 刘徽、 祖冲之将求 “微数” 的思想用于求圆周率， 祖冲之将其
精确到 ８ 位有效数字， 更不是实际应用所需要的。 实际上， 祖冲之后 １０００ 多年间， 在工艺
技术和历法的计算中， 人们还大多使用 “周三径一”， 除了数学著作中的计算外， 甚至连徽
率
１５７
５０ 也未必使用。 王恂、 郭守敬制定明以前最精确的历法 枟授时历枠， 仍然使用圆周率 ３。

中国科学技术史· 数学卷

①

②
③

［英］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 第 ３ 卷， 科学出版社， １９７８ 年， 第 ３３７ ～３３８ 页。 其中关于中国数学缺少 “严
格求证” 的说法， 是李约瑟转引日本的中国数学史家三上义夫的话。 见： Ｙ畅Ｍｉｋａｍｉ （三上义夫 ） ， The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s in China and Japan （ 枟中国和日本数学之发展枠 ） ， Ｌｅｉｐｚｉｇ： Ｔｅｕｂｎｅｒ， １９１３畅

［英］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 数学， 科学出版社， １９７８ 年。
Ｇ畅Ｌｌｏｙｄ， Ｐｒéｆａｃｅ ａｕｘ Neuf Chapitres： Le Classique math砪matique de la Chine ancienne et ses commentaires （中法对照本

枟九章算术枠 序） ， Ｋ畅Ｃｈｅｍｌａ （林力娜） ， Ｇｕｏ Ｓｈｕｃｈｕｎ （郭书春） 译， Ｄｕｎｏｄ Ｐａｒｉ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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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 即使使用祖率３５５
１１３或 ８ 位有效数字的圆周率计算出需要的数值， 没有近现代的精密

加工技术， 古代加工技术所造成的误差， 会远远超过圆周率不精确造成的误差。 显然， 追求
圆周率的精确值， 不是人们日常生产、 生活的需要， 而是纯数学活动。

四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前， 中国数学史界一般将中国古代数学的特征概括为强烈的位值制，
以计算为中心， 数学理论密切联系社会实际……这是非常明显的， 也是正确的。 钱宝琮等前
辈已经做了充分的论述。 然而， 进一步问， 中国古代数学的算法有什么特点？ 提出并解决这
个问题的是吴文俊。 他说： “我国古代数学， 总的说来就是这样一种数学， 构造性与机械
化， 是其两大特色。”① 构造性和机械化的思想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数学的始终。

所谓构造性数学， 是指从某些初始对象出发， 通过明确规定的操作展开的数学理论。 中
国古代的方程术即线性方程组解法、 刘徽求圆周率的程序、 开方术和求高次方程正根的增乘
开方法、 大衍总数术即一次同余方程组解法等成就都是典型的构造性方法。

所谓机械化， 就是刻板化和规格化。 枟九章算术枠 中的分数四则运算法则， 开平方、 开
立方程序， 方程术等， 刘徽的求圆周率程序、 解方程的互乘相消法和方程新术以及由 枟九
章算术枠 的开方术发展起来的贾宪、 秦九韶的增乘开方法， 秦九韶的求解一次同余方程组
的大衍总数术， 宋元数学家设未知数列方程的天元术， 元朝朱世杰等求解多元高次方程组的
四元术， 等等， 都具有规格化的程序， 是典型的机械化方法。

另外， 吴文俊特别重视中国传统数学中几何问题的代数化思想特征。 自 枟九章算术枠
起， 勾股测望问题都要化成算术、 代数问题求解。 到宋元时期， 数学家发明了天元术， 将几
何问题通过天元多项式化为一元高次方程。 后来， 又发展为二元术、 三元术、 四元术， 即二
元、 三元、 四元高次方程组。 四元术的核心是四元消法， 即将四元高次方程组化为三元， 再
化为二元， 最后化为一元高次方程。 这就是几何学代数化。

吴文俊从中国传统数学的构造性和机械化特征得到启发， 开创了数学机械化理论。

五

吴文俊关于中国传统数学特征的论述， 为在理论上回答什么是世界数学发展的主流、 彻
底解决中国传统数学属不属于世界数学发展的主流等问题开辟了道路。 文艺复兴之后， 欧洲
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 跃居世界前列， 并向亚非及美洲扩张， 使他们养成了欧洲中心论思
想， 加之近代中国数学落后， 西方人一般鄙视中国古代数学。 当他们从日本学者三上义夫的
书②上知道了中国古代数学的许多成就时， 由于他们固守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或其变种，
便不顾起码的编年史， 也不要任何证据， 就说中国数学是从巴比伦、 希腊甚至比中国晚出的

前　　言

①
②

吴文俊， 吴文俊论数学机械化， 山东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 本文凡引吴文俊语， 均据此。
［日］ Ｙ畅Ｍｉｋａｍｉ （三上义夫） ， The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s in China and Japan （ 枟中国和日本数学之发展 枠 ） ，

Ｌｅｉｐｚｉｇ： Ｔｅｕｂｎｅｒ， １９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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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等传入的。 他们编著的数学史著作， 大都根本不提中国古代数学， 甚至将中国与日本、
玛雅的数学一道列入 “对于数学思想的主流没有重大的影响” 而略而不论。① 英国科学史家
李约瑟 （１９００ ～１９９５） 根据自己以及李俨、 钱宝琮、 严敦杰等学者的中国数学史研究成果
指出， 在数学上， “在公元前 ２５０ 年到公元 １２５０ 年之间， 从中国传出去的东西比传入中国的
东西要多得多”②， 批驳了中国古代数学源于古巴比伦、 古希腊和印度的谬说。 吴文俊根据
钱宝琮的思想， 将中世纪数学发展过程概括为：

中国
５c
印度

希腊
９c
阿拉伯

１０ c
欧洲

c表示世纪。 后来， 他进而指出： “贯穿在整个数学发展历史过程中有 “两个中心思想”， 一
是公理化思想， 一是机械化思想。” 不久， 他又将 “两个中心思想” 改成 “两条发展路
线”： “一条是从希腊欧几里得系统下来的； 另一条是发源于中国， 影响到印度， 然后影
响到世界的数学。” 接着， 他提出这两条发展路线互为消长： “从数学有史料为依据的几
千年发展过程来看， 以公理化思想为主的演绎倾向以及以机械化思想为主的算法倾向互
为消长。” 两年后， 他更明确地指出了数学发展的主流问题： “在历史长河中， 数学机械
化算法体系与数学公理化演绎体系曾多次反复互为消长交替成为数学发展中的主流。” 这
就在理论上回答了什么是世界数学发展的主流的问题。 而 “中国古代数学， 乃是机械化
体系的代表”， 从而彻底解决了中国传统数学属于世界数学发展的主流， 并且是主流的两
个主要倾向之一的问题。 这就是说， 在吴文俊看来， 数学发展的主流并不像以往有些西
方数学史家所描述的那样———只有单一的希腊演绎模式， 还有与之平行的中国式数学， 而
就近代数学的产生而言， 后者甚至更具有决定性的 （或者说是主流的） 意义。③ 正是以中国
数学为其源头和重要组成部分的东方数学， 包括数学方法和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传统， 传
到欧洲， 与发掘出来的古希腊数学相结合， 导致数学模式和数学家的数学观改变， 重视数学
计算， 走向几何问题的代数化， 从而开辟了文艺复兴后欧洲数学的繁荣， 并开辟了通向解析
几何和微积分的道路。

古希腊数学与中国传统数学各有所长， 厚此薄彼， 褒一贬一， 不是恰当的态度。 正确的
态度是取两者之长， 兼收并蓄。 如果现代数学家既能施用古希腊的抽象方法， 又长于中国式
的算法， 便可以同时进行深入的证明和准确的计算， 对当今数学的发展可能会起到无法预料
的作用。 这是中西数学思想的一种新的融会贯通， 可以说是较明末至清末更高的、 完全不同
的一种融会贯通。

总之， 只要了解并客观、 公正地评价中国传统数学， 就会发现， 它是世界数学主流中极
其重要的一部分。

中国科学技术史· 数学卷

①

②
③

［美］ Ｍ畅Ｋｌｉｎｅ （克莱因） ， 古今数学思想 · 序。 见： 古今数学思想， 第 １ 册，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７９ 年，
Ⅴ。

［英］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 数学， 科学出版社， １９７８ 年。
李文林， 古为今用的典范———吴文俊教授的数学史研究， 见： 林东岱、 李文林、 虞言林主编， 数学与数学机械

化， 山东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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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数学史是历史学的一部分。 它要求研究者站在现代数学的高度， 用历史学的方法整理此
前产生的数学遗产。 不言而喻， 反映这些遗产的载体———原始文献， 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对
象， 是数学史研究的出发点。 因此， 尊重并认真研读原始文献， 是对数学史工作者的起码要
求。 这不是杞人忧天。 事实上， 不认真研究原始文献， 以自己现有的知识理解甚至取代古
文； 对原始文献弃而不用， 只靠自己的臆测得出某些结论； 读不懂古文， 便对古文乱加改
窜； 因原始文献的记载与自己的观点相左， 便对古文进行曲解， 甚至不加说明便随意删节，
强古人以就我的态度……在我们的数学史研究中并不鲜见。 中国数学史研究经常发生一些争
论， 原因当然各异。 然而， 不尊重原始文献， 甚至有意无意地篡改古文， 曲解古义， 是一个
重要原因。 我们以清中叶以来学术界对 枟九章算术枠 的编纂、 刘徽的割圆术及求圆周率的
程序、 对秦九韶大衍总数术的认识、 李冶 枟测圆海镜枠 为何而作、 对天元式的认识等问题
的偏颇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刘徽关于 枟九章算术枠 是 “九数之流”， 张苍、 耿寿昌等在秦火遗残基础上 “各称删
补” 而成的论述不仅是最早的， 而且被对 枟九章算术枠 的结构和体例的分析①、 对 枟九章
算术枠 所反映的物价的分析②所证实， 因而是最正确的。 自清中叶戴震整理 枟九章算术枠
（１７７４） 时开始否定刘徽的说法③起， 此后整整 ２００ 年间， 人们不再考虑刘徽的说法是不是
正确， 却沿着戴震的思路走下去， 提出一些或者似是而非， 或者毫无根据、 纯属臆测的
枟九章算术枠 成书说。 事实上， １９８３ 年底张家山汉墓中与 枟算数书枠 同时出土了关于 “均
输律” 的竹简④之后， 刘徽的说法不再与任何历史事实相矛盾， 是不能轻易怀疑的。

我们认为， 今天的研究者不能将刘徽关于 枟九章算术枠 编纂的论述与近人、 今人关于
枟九章算术枠 成书的一些猜测放在同等的位置上来考察。 只有首先驳倒刘徽， 才能再考虑其
他说法。 因为刘徽的话是在 枟九章算术枠 成书二三百年后， 而戴震等的话则在 ２０００ 多年之
后。 刘徽去古未远， 他不仅能师承前辈关于 枟九章算术枠 编纂的可靠说法， 而且能看到比
近人、 今人多得多的资料。

乾嘉学派特别是戴震等的考据功夫极深， 但是， 疑古倾向太严重。 且不说当时大规模的
文物考古发掘尚未展开， 只就典籍而言， 由于时代久远及各种天灾人祸， 古代出现过的典籍
能流传到清中叶的百无一二； 有幸流传到清中叶的， 一个人即使如戴震这样聪明博学的大
才， 能读到的亦百无一二。 因此， 戴震等以一己之知识， 便随意否定历史文献的记载， 其偏
颇是显而易见的。 尊重原始文献， 走出疑古， 这就是结论。

中国传统数学在 ２０ 世纪初中断， 从事中国数学史研究的学者绝大多数是受西方现代数
学教育的， 这就存在着一个既站在现代数学的高度， 又回到中国古代的问题。 然而， 在研治
中国数学史的时候， 往往囿于自己的知识修养， 离开原始文献， 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我们所熟

前　　言

①
②
③

④

郭书春， 古代世界数学泰斗刘徽，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又见： 繁体字修订本， 明文书局， １９９５ 年。
［日］ 堀毅， 秦汉物价考， 见： 秦汉法制史论考， 法律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 第 ２６８ ～３０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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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的希腊的或现代的方法取代中国传统的方法， 从而造成误解。 即使是一些造诣相当高的学
者的某些严肃的论著在使用原始文献方面也会造成失误。

对刘徽割圆术及求圆周率程序的理解偏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刘徽为 枟九章算术枠
圆田术写了一个很漂亮的注。 这个注首先记述了前人用出入相补原理对圆田术的论证方法，
当然是不严格的。 接着， 刘徽创造了用极限思想和无穷小分割方法严格证明圆田术的方法，
其画龙点睛之处是 “以一面乘半径， 觚而裁之， 每辄自倍。 故以半周乘半径而为圆幂”。 这
几句话清楚地表明刘徽完成了对 枟九章算术枠 圆面积公式的证明。 然后， 刘徽指出， 枟九章
算术枠 圆田术中的周、 径 “谓至然之数， 非周三径一之率也”。 因此需要求这个 “至然之
数”， 就是圆周率。 他在批评了前人沿用 “周三径一之率” 的错误之后， 提出了求圆周率近
似值的程序。 他从直径为 ２ 尺的圆的内接正六边形逐步割圆， 计算出 ３１４ 寸２

作为圆面积的

近似值。 将其代入圆田术， 反求出圆周长的近似值 ６２８ 寸。 将其与圆直径 ２０ 寸相约， 便得
到圆周率

１５７
５０ 。 刘徽的整个圆田术注， 论点明确， 论据充分， 逻辑清晰， 没有任何费解之处。

显然， 刘徽割圆术的主旨和他的几个极限过程是为了证明 枟九章算术枠 的圆田术。 可
是， “文化大革命” 前约半个世纪， 几乎所有关于刘徽割圆术的文章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甚至一篇逐字逐句用现代汉语翻译圆田术注的文章①对上面提到的画龙点睛的几句话， 竟然
略而不译。 并且由于这个失误， 人们对刘徽求圆周率的程序也统统搞错了。 首先， 误以为整
个割圆术， 特别是几个极限过程， 就是为了求圆周率。 实际上， 求圆周率是极限思想在近似
计算中的应用， 用不到极限过程。 其次， 误以为求出圆面积近似值 ３１４ 寸２

之后， 使用现今
中学数学教科书中的圆面积公式 S ＝πr２ 求圆周率。 这不仅背离了刘徽注， 而且还会把刘徽
置于他从未犯过的循环推理错误的境地。

对刘徽割圆术的误解延续时间之长， 涉及范围之广， 是罕见的。 究其原因， 除了离开原
文并囿于自己的知识结构外， 对许多作者而言， 是犯了 “天下文章一大抄” 的错误。 研究
数学史， 认真研读原著是第一要务。 在这里， 没有捷径可走。

人们常把南宋数学家秦九韶 枟数书九章枠 中求解一次同余方程组的方法称为 “大衍求
一术”。 实际上， 这是一个误解。 秦九韶求解一次同余方程组的方法是 “大衍总数术”， 它
包括四个部分： 诸问数的定义、 将不两两互素的问数化为相当于两两互素的定数的程序、 求
乘率的程序即 “大衍求一术”、 求率数即答案的程序。 “大衍求一术” 只是其中一部分， 尽
管是其相当重要甚或核心的一部分， 但不是一次同余方程组解法的全部。 自清中叶以来， 许
多推演秦九韶方法的著作②及 ２０ 世纪的数学史著述③大都将 “大衍求一术” 说成是秦九韶的
一次同余方程组解法， 这是不恰当的。

自清阮元 （１７６４ ～１８４９） 提出 “ 枟测圆海镜枠 何为而作也？ 所以发挥立天元一之术
也”④ 的说法之后， 许多中国数学史著述便将 枟测圆海镜枠 说成是一部研究天元术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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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励乃骥， 枟九章算经枠 圆田题和刘徽注的今释， 数学教学， １９５７， （６） ： １ ～１１。
清中叶之后推演秦九韶求解一次同余方程组方法的著作几乎全部冠以 “求一术 ” 之名， 如张敦仁的 枟求一算

术枠 、 焦循的 枟大衍求一术枠 、 时曰醇的 枟求一术指枠 、 黄宗宪的 枟求一术通解枠 等。
钱宝琮， 秦九韶 枟数书九章枠 研究， 见： 钱宝琮等， 宋元数学史论文集， 科学出版社， １９６６ 年， 第 ６７ ～７７ 页。
清· 阮元， 重刻 枟测圆海镜细草枠 序， 见： 郭书春主编， 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 · 数学卷， 第 １ 册， 河南教育

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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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李冶的 枟益古演段枠 是一部普及天元术的著作。 诚然， 枟测圆海镜枠 和 枟益古演段枠 是
现存使用天元术的最早的两部著作， 人们重视它们关于天元术的内容， 这是完全正确的。 但
是， 说它们是李冶为天元术而写的， 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实际上， 李冶自序已经说明他的
枟测圆海镜枠 是为了阐释洞渊九容， 而 枟益古演段枠 是在 枟益古集枠 上 “移补条段， 细翻
图式”， 为了使初学数学者能看懂。 在李冶自序中， 没有一个字谈到天元术。 在他的朋友和
子侄辈为他的两部书写的序跋中， 也都没有一个字谈到天元术。 可见， 枟测圆海镜枠 是阐释
勾股容圆的著作， 枟益古演段枠 是阐发 枟益古集枠 中田亩问题的著作， 二者都不是以阐述天
元术为目的的著作。 天元术只是李冶在这两部著作中使用的主要方法， 当时业已成熟。

对天元式的表示自清中叶以来也有一些模糊认识。 应当指出， 天元式主要是指含有
“天元” 的多项式或单项式， 而不是指开方式。 许多数学史著述说， 在天元术中， 开方式也
称为天元式， 甚至称为 “天元开方式”， 说 “ ‘天元开方式’ 就是一元高次方程”， 并在开
方式中以 “元” 字或 “太” 字表示一次项或常数项。 这是不恰当的。 一般说来， 在天元术
中， 经过 “如积相消”， 得出的开方式中的常数项或天元的一次项便不再标以 “太” 或
“元”。 有的学者在引用开方式时加上原文没有的 “元” 字， 是上述误解所致。

经过李俨、 钱宝琮等中国数学史学科奠基者和历代数学史工作者的努力， 中国数学史研
究有相当深厚的基础和成就。 在这种情况下， 更应该力求准确地表述这些成就， 既不夸大，
也不缩小。 为此， 除了尊重原始文献之外， 别无他途。

同时， 中国传统数学成就虽然辉煌， 然而历史上产生的尤其是元中叶以前的大量数学著
作， 流传到现今的只是极少一部分。 就是说， 我们实际上只知道中国数学史的几个 “点”。
如何将这些 “点” 串联成 “线”、 “面” 或 “体”， 成为一部完整的中国数学史， 是数学史
工作者的任务。

李俨、 钱宝琮、 严敦杰等前辈站在现代数学的高度， 用历史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数学
的辉煌成就， 为中国数学史奠定了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 吴文俊进而提出了 “古证复原”
的 “三原则”：

原则之一， 证明应符合当时本地区数学发展的实际情况， 而不能套用现代的或其他地区
的数学成果与方法。

原则之二， 证明应有史实史料上的依据， 不能凭空臆造。
原则之三， 证明应自然地导致所求证的结果或公式， 而不应为了达到预知结果以致出现

不合情理的人为雕琢痕迹。
这里虽然讲的是复原古证的问题， 但对数学史研究的其他问题也是适用的。 我们认为，

这 “三原则” 的核心是尊重历史， 尊重原始文献。
只有尊重原始文献， 深入研究这些 “点”， 才有可能做好串联成 “线”、 “面” 或 “体”

的工作， 形成完整、 准确的中国数学史。 这是本书力求达到的目标。 正因为如此， 本书凡是
阐述重大成就或重要观点， 必定引征古文献的原文艺为佐证。

郭书春

己丑年 （２００９） 雨水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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