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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在76个蒸馏水盘中保存的清华简。清华大学供图 

 

5年前，清华大学入藏一批流散海外多年的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昨天（1月7日），清华大学

公布了这批竹简第四次研究成果。此次共发布了3篇清华简文献，其中，《算表》文献不仅被数学史专家

认定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实用算具，还拥有超过以往如里耶秦简九九表、张家界汉简九九表和西北出

土汉简九九表等古代乘法表的计算功能，被称作“中国数学史乃至世界数学史上的一项重大发现”。 

 

□成果 

 

《算表》为我国最早实用算具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介绍，《算表》由21支竹简组成，其中17支保存

完整，另有4支入藏时已有些残缺，不过根据分析研究，可以对残缺部分的内容进行补全。 

 

李学勤说，经过研究发现，该《算表》不仅可以将复杂的乘法转变为简单的加法，还可用于除法运

算和开方运算。利用这套《算表》，不仅能够快速计算100以内的两个任意整数的乘积，还能计算包含分

数“半”的两位数乘法。计算功能超过了以往我国发现的“里耶秦简九九表”和“张家界汉简九九表”

等古代乘法表。 

 

全国数学史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郭书春介绍，经对同批竹简的碳14测

定及自身的文字特征判断，确定《算表》当撰成于战国中期偏晚时，是目前所见到的我国最早的数学文

献实物。同时也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实用算具。 

 

“《算表》形成于公元前305年左右，比此前发现形成于公元前200多年的里耶秦简九九表还要

早。”负责《算表》整理工作的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李均明告诉记者。 

 

价值：郭书春认为，该《算表》填补了先秦数学文献的空白，是目前所见到的中国最早的数学文献

实物，比目前能够见到的古代十进制乘法表年代都早，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也是相当先进的，是中国数学

史乃至世界数学史上的一项重大发现。 

 

《算表》为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传统数学的一个高潮，而且是第一个高潮提供了佐证，使国内外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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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中国古代数学成就的虚无主义态度不攻自破。 

 

“八卦图”系楚国卜筮工具 

 

第四辑中还包括一篇题为《筮法》的文献，记载了一种盛行于战国时代楚国、不同于《周易》的卜

筮方法。 

 

据李学勤介绍，这篇文献保存良好，没有明显缺损。在2008年入藏清华时就发现，该竹简全篇大部

仍维持原来成卷的状态。记者了解到，清华简由于年代久远，又因保存于地下，竹简大部分都散断。正

因为如此，《筮法》的成卷状态非常难得，更为难得的是，该卷竹简都有次序编号，为内容的整理提供

了极大的便利。 

 

《筮法》全篇文字分栏书写，并且附有插图和表格，体例犹如一幅帛书。简文详细记述卜筮的原理

和方法，包含大量以数字卦表现的占例。数字卦的形式与天星观、包山、葛陵等楚简中的实际卜筮记录

一致。 

 

三篇文献中另一篇题作《别卦》，形制较小，本来是有8支，但是有一支缺失。该组竹简没有序号排

列，也无背部的印痕可作参考，只能根据内容进行排序。 

 

价值：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认为，《筮法》中有将八卦分置八方的挂

位图，在迄今所见《易》图中是最早的。其中八经卦的卦名类同于《归藏》。这为先秦三《易》的研究

提供了重要线索。 

 

此外，《別卦》文献记载了六十四卦卦名，对于《周易》卦象、卦名、卦序以及经卦的衍生研究都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释疑 

 

清华简何时发现 

 

流散海外多年校友5年前赠 

 

2008年7月，清华大学接受校友赵伟国捐赠，入藏了一批在海外流散多年的战国竹简，总数约为2500

枚。其中整简所占的比例很大，而且简上一般都有文字。简的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46厘米，最短的10

厘米左右。这批由清华收藏的竹简被称为“清华简”。 

 

清华简是一批有关经、史类经典的竹简，包括《尚书》《诗经》《易经》等儒家经典和许多历史著

作。清华简经过整理编排，总共约有64篇文献，总数近6万字，涉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其中大

多数篇章已经失传2000多年，十分珍贵。 

 

经碳14测定证实，清华简是战国中晚期文物，文字风格主要是楚国的，在迄今发现的战国竹简中为

数较多。因清华简在秦之前就被埋入地下，没有受到“焚书坑儒”影响，所以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现先秦

古籍的原貌，研究它们有助于了解中华文化的初期面貌和发展脉络。 

 

《算表》如何计算 

 

利用孔中穿线连接数字计算 

 

李均明表示，《算表》通过竹简交叉构成21行、20列，行、列交叉再形成400余个长方格，由此可分

为三个功能区，包括乘数和被乘数的个位、十位区，引线区及运算结果区。《算表》按照十进制运算，

就乘法而言：若要计算时，只需用孔中穿出的引线横平竖直把相关的乘数与被乘数联系在一起(按乘法对

加法的分配律，个位数与十位数分别引线)，再将诸线在结果区交叉点上的数字加在一起，即是最后的运

矿床的棋盘格式分类:从铝(A)到锆(Z)的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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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结果，便利快捷。 

 

“这样不仅能得出运算结果，还能显示中间的运算过程。”郭书春说，《算表》不仅能直接用于两

位数的乘法运算，亦可用于除法运算，“可能还可以用于开方运算，但还需进一步研究探索”。 

 

清华简怎么保存 

 

库房环境恒温放置蒸馏水中 

 

清华简研究团队研究员赵桂芳告诉记者，现在的清华简放置在库房内76个七八厘米的水盘中，盘内

装有蒸馏水，每个水盘内放置20多支竹简。竹简放于消毒清洁过的玻璃条上方，其中字面朝下，此举主

要是为了防止光线对字迹表面造成影响。每支竹简都标有不锈钢的标签，便于后期的研究整理。 

 

“库房的窗帘就拉了两层，一层专门用于防止紫外线照射。”赵桂芳说，在水盘上方贴有一层塑料

薄膜，一是为了防止水分过快蒸发，二是为了防止携带微生物的尘埃进入竹简，对竹简造成伤害。薄膜

上方覆有有机玻璃盖，对塑料薄膜进行保护。 

 

赵桂芳介绍，这个库房的环境保持恒温恒湿，并有温湿度记录仪对库房环境进行监测记录。“我们

每周都要对库房内竹简检查三次，根据条件不同，每年换水两到三次，保证竹简的稳定状态。” 

 

清华简有何成果 

 

之前研究成果修正史学错误 

 

2011年1月5日，清华简首批成果发布，包括《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

《皇门》《祭公》《楚居》9篇文献。首批文献重现了《尚书》及类似典籍，澄清了一些学术史上长期争

论的疑难，发现了前所未知的周代诗篇，复原了楚国历史及地理，提供了古文字特别是楚文字研究的珍

贵材料。 

 

2011年12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出版，收入失传2300多年的历史著作，清华大学出土文

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将之命名为《系年》。《系年》一共有138支竹简，全篇共分为23章，记录了

从西周初年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其中有许多事件不见于传世文献，可能对《左传》《国语》《史

记》等典籍有订正作用。 

 

2013年1月，清华简第三批研究成果在京发布，其中《傅说之命》三篇与东晋时期古文《尚书》中的

《傅说之命》内容完全不同，由此证明东晋文人梅赜所献的孔传本古文《尚书》系伪造。 

 

(原标题：中国发现2300年前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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