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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数书》与先秦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 作者 ] 邹大海 

[ 单位 ]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 摘要 ]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资助下，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办的“《算数书》与先秦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经过

“《算数书》与先秦数学”课题组(主持人：邹大海)及有关同事的充分筹备和组织，于2004年8月12-14日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

研究所举行。会议由吴文俊先生、李学勤先生任名誉主席，郭书春先生、道本周先生（J. W. Dauben）任主席，来自中国海峡两岸、美

国、日本、英国的学者约30余人参加了会议。原定参加会议的吴文俊、李学勤两先生因临时有重要活动未能到会，两位先生来电话来信向

与会学者问好，并祝大会成功。吴先生在电话中表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很有意义的学术会议。李先生在来信中表示赞成彭浩先生关于

《算数书》出于当时行政管理需要而编辑、至少有些算题源于秦律的观点，同时也认为“《算数书》全书的形成年代似应以定在汉初为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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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资助下，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办的“《算数书》与先秦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经过

“《算数书》与先秦数学”课题组(主持人：邹大海)及有关同事的充分筹备和组织，于2004年8月12-14日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

研究所举行。会议由吴文俊先生、李学勤先生任名誉主席，郭书春先生、道本周先生（J. W. Dauben）任主席，来自中国海峡两岸、美

国、日本、英国的学者约30余人参加了会议。原定参加会议的吴文俊、李学勤两先生因临时有重要活动未能到会，两位先生来电话来信向

与会学者问好，并祝大会成功。吴先生在电话中表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很有意义的学术会议。李先生在来信中表示赞成彭浩先生关于

《算数书》出于当时行政管理需要而编辑、至少有些算题源于秦律的观点，同时也认为“《算数书》全书的形成年代似应以定在汉初为

好”。在开幕式上席泽宗院士、刘钝所长做了讲话，并由郭金海博士宣读了李学勤先生的来信。辽宁教育出版社向与会者赠送了刚刚出版

的郭书春先生的汇校《九章算术》增补版，作为对会议的支持。席泽宗院士通过介绍陈方正先生对中国古代科学所持观点比较极端的文

章，说明《算数书》的研究，不仅要研究整理、校勘和解读，而且要开阔视野，与埃及、巴比伦的数学材料进行对比研究。刘钝所长从过

去疑古派影响下对汉儒说法的质疑到考古发现对古人成就的证实这一角度，说明“古人往往比我们想像的还要聪明”，《算数书》的盈不

足问题令人震惊地证明比较高深数学知识确实是早就有了。这是一次小型专题学术讨论会，因此采取特邀有关专家与会的形式，并在会前

通知了京津地区的所有数学史方向的在读博士生，他们大部分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就《算数书》的数学成就及其整理和研究、出土文献

中的数学知识、先秦数学的发展概貌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报告和讨论。《算数书》的主要整理者，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的彭浩研究员应邀首先

做了题为“关于张家山汉简《算数书》整理工作要点的说明”的报告。彭先生介绍了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的出土情况，出土后竹简的

处理和分组，释读、编连、注释等整理工作的流程，使大家对出土文献的整理和释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彭先生还纠正了当初整理工作中

存在的若干差错，如原释为郓都的“郓”字，应释为“斩”，假借为“堑”；“饮桼”条中原释为“槃”的两个字，应从胡平生先生释为

“極”，以及“少广”中的错简，等等。除《算数书》的整理外，彭浩先生还做了一个题为“《河堤简》校读”的报告。“河堤简”是指

香港中文大学所藏有关河堤的24支木质简牍，由整理者命名。彭先生对整理者的释读和简文记载的错误作了全面的校读；对简文中的古算

术语作了简要的解说；分析了《河堤简》的性质与组成。同时，他考证了《河堤简》的年代、一些主要地名的地望及其行政隶属关系。这

为早期数学史的研究提供很有价值的材料。国际数学史协会前主席、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的道本周（J. W. Dauben）教授做了题为

“Five Problems in Collating,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ng the Suan Shu Shu”的报告。他介绍自己对《算数书》中的“以睘材方”、“以方材

睘”、“负炭”、“卢唐”、“羽矢”五个问题的研究，不仅涉及校勘，亦涉及解读和英译。他着重讨论了“以睘材方”、“以方材睘”

两个问题，首先分析前人校释这些问题的优缺点，然后提出了自己的新的看法。按照这种新的解释，古人在这两个问题上没有犯方法和推

理上的错误（虽然与原文本还有出入）。会后他还分别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郭书春、邹大海、田淼、郭金海等进一步讨论了这个问题。



体现了海外学者严谨的态度和学风。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陈良佐教授做了题为“从《算数书•方田术》试论战国到秦代的一些几何的问

题”的报告，把《算数书》中“方田”题用到盈不足方法和《九章》的开方术及其刘徽注结合起来考虑，认为不可能如有人所解释的那样

古人由二次函数得到盈不足术，《算数书》方田题构造非常巧妙，不仅有代数的意义，也有几何的意义，它为我们提供了盈不足术来源的

线索。陈先生进而谈到从战国到汉代中国数学的转折，是把几何学完全算术化，并把理论和证明完全删除掉。日本大阪産業大学的大川俊

隆先生代表他同来参会的同事田村誠、張替俊夫先生报告了他领导的《算数书》研究会对《算数书》四个算题的研究。他首先提出了两个

原则：一是除有明确证据外，绝对不应改文字，二是用图版确定文字。以此为出发点，他们对《算数书》中的“女织”、“除”、“饮

桼”和“大广”四个问题进行了新的校释。其中，对“女织”问题的解释可以不改动原文而读通原文。对“除”条，他们利用原简照片改

正了整理者释文中的一个汉字，并利用出土秦墓形状相参照，确定题中羡除的形状，这样就能不改动原文而使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释，使

人有豁然开朗之感，得到大家的赞同。上海交通大学的纪志刚教授做了两个报告，一个是关于《算数书》“少广”和“大广”两个问题的

校读。一个“从《算数书》到《计算之书》”。在前一个报告中，他比较了《算数书》与《九章》的少广术的不同，并解释《算数书》少

广术中的若干问题。同时利用计算机找出了校勘“大广”问题的若干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选择，做了新校释。在后一个报告中，纪

先生由《算数书》中的盈不足问题引出盈不足术在世界历史上的传播这一重要问题，特别强调了斐波拉契对传播这一数学方法的作用。在

台湾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工作的日本学者城地茂先生，做了题为“日本的研究潮流与《算数书》〈方田〉（开平方术）”的报告。他介绍了

《算数书》在日本的研究情况，回顾日本学者在《九章算术》和《周髀算经》等中国古代数学经典等方面的研究历史，认为他们在《九

章》研究上的成就不太多，但在《周髀算经》的研究上曾取得很大成就，因此进行《周髀》和《算数书》的比较研究对于日本学者来说是

一个很有前途的选题。辽宁师范大学的王青建先生介绍了他对《算数书》记数法的研究。他对《算数书》中记数法进行了分类，结合甲骨

文的记数法，着重考虑了一些特别的分数、合文、负数的记法等问题。他认为《算数书》记数法多种多样，比较混乱，说明《算数书》确

实如邹大海所提出的那样是撮编之书。他参照世界数学史上其他文明中的记数方法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十进位值制记数法、分数记法、

负数记法的世界意义。郭书春先生做了题为“关于《算数书》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从《算数书》的年代和编纂、《算数书》的数学

成就、《算数书》的数学表达方式、《算数书》的体例、《算数书》的证明与理论贡献、《算数书》的校勘、《算数书》与秦汉政府的管

理职能、《算数书》与秦简、《算数书》与《九章算术》的关系、《算数书》在中国数学史上的地位、《算数书》的外文翻译等方面回顾

了多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算数书》的概况,不仅介绍学者们对同一问题所持的不同观点,而且就若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另外,他还指

出关于《算数书》的数学成就的认识,可以说相当清楚了；关于其校勘的研究也有较大的进展，但结合出土文物研究《算数书》，《算数

书》与先秦、秦汉社会的关系，重新认识与架构先秦数学史等课题的研究，虽然也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但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和全面展

开。邹大海先生做了题为“先秦数学的两种倾向”的报告。他首先提出阐释史料的两个原则：1现存材料中的数学思想和内容，不被作为

其编作者的成就，而只是作为当时存在的数学思想和内容的反映；除非有证据表明其为编作者的成就。2现存材料中的数学思想和内容，

不被视为代表当时数学所达到的水平，而只是作为估价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依据；除非有证据表明其能代表当时数学的最高水平。他认为

先秦数学存在算法和理论两种互相影响的倾向。算法式数学有两个系统：一是从西周“九数”发展而来同时又处于变动中的汉代《九章算

术》之祖本这一经典系统，二是学习和应用《九章》祖本而撰写的适用各种需要的非经典系统（如《算数书》之类），两个系统又互相影

响，而以前者影响后者居多。理论倾向有两方面：一是借鉴已有算法式数学，发展出一些注重概念、推理，讨论数学对象之间关系的数学

知识；二是抽象概念、逻辑推理在实用算法式数学中的应用，使算法式数学高度发展。从秦代开始理论倾向受挫，算法倾向加强，在此情

况下形成了西汉后期编成的《九章》，一直流传至今。内蒙古师范大学李迪先生做了题为“从数学题简到《九章算术》成书”的报告。李

迪先生强调假说的重要性。他认为《九章算术》有很多来源，《算数书》是其中之一。在春秋以后诸侯国出现了一些数学题简，这些题简

在秦统一时集中到咸阳，是《算数书》出现的前提。西汉时张苍对这批数学题简进行整理，编成一本书（但他同时承认自己以前提出的出

土《算数书》的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为张苍墓的观点有误）。后来又经过桑弘羊、耿寿昌、许商、杜忠等学者的加工整理、增补删节，最

后由刘歆编定了现传本的《九章算术》。所有报告完成后，最后是一个自由发言和讨论专题。华东师范大学的周翰光先生从科学思想的思

维模式这一角度，将盈不足术联系《墨经》、《老子》等很多古代文献中的多余和不足的思想，考虑了盈不足术产生的思想背景。天津师

范大学李兆华先生认为这种小型专题会议，可以深入讨论一些问题，避免了大型会议泛泛而论的弊病；并且从中国数学史研究在时段上向

前向后延伸的角度，指出这次会议对于先秦数学研究有很重要的价值。与会的年轻学者和在读博士生就有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谈

了参加会议的收获。这次会议集中讨论《算数书》和先秦数学，与会者大都是科学史界和文物考古界有成就的专家，会议为每个报告安排

了比较充裕的时间，因此，与会者都认真参与，热情极高，讨论从会上延伸到会后休息，延伸到饭桌甚至宾馆，会上会下学术气氛浓郁，



大家就很多重要问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讨论，不仅开阔了思路、加强了沟通，也解决了一些问题。虽然还有很多问题存在不同意见，但

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已达成了共识。如《算数书》中的数学内容，一些问题的校勘，《算数书》是撮编之作，《算数书》不是《九章》的母

本，出土《算数书》的张家山二四七号墓的墓主不是张苍，先秦时期存在着数学理论、公式推导，等等。许多学者建议今后能继续召开这

样的小型专题学术讨论会，以达到真正促进学术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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