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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观《算数书》 

邹大海 

（北京 100010，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最近《文物》发表1983、1984年之交在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墓出土的《算数书》的释文，使我们有机会领略到编成早于

《九章算术》一百多年以上的算书原貌，真是学术界的一大幸事。本文是初观《算数书》的一些感想，供大家批评、指

教。 

《算数书》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有《九章》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等类问题，涉及今天的整数

和分数四则运算、各种比例、面积、体积、负数、双设法的内容。 

《算数书》的时代，彭浩先生认为其大部分算题形成至迟不会晚过秦代，有的在战国时代。这一看法应该是正确的。《算

数书》中有一处在一题末写“王已雠”，一处在一题末写“杨已雠”，应分别是姓王的人、姓杨的人已校对的意思。另有

多处写“王”或“杨”字，这几处或去掉此二字不影响文意，或必须去掉才能读通，也应表示“王已雠”或“杨已雠”的

意思。这种情况说明《算数书》应是从别处抄的，不会是去世前墓主的作品，因为如果是墓主自己所著，只要他看一看就

行了，不必请人校对。所以《算数书》的年代应早于下葬的公元前186年若干年。 

一、《算数书》是撮编之作 

《算数书》有68个标题（另有一个《释文》没有用黑体字作为标题，算上此标题共69个），其中只有少量按数学方法的属

性取名，其他的有的从问题文字取三两个字命名，有的则以问题中的某个名词取名。此书没有一个分类体系，同类问题也

没有一个归类，体现出一种问题、方法的杂乱堆砌状态。如方田题不是《九章》方田章的问题，而是用双设法化为盈不足

术的应用。“乘分之术”在“相乘”的标题下，其下又有“分乘”一标题所列“分乘分术”的具体内容与之相同，与《九

章·方田》第21问后的“乘分术”相比少“实如法而一”。《算数书》“约分”条有约分术，但书中有些答案不约分，如

女织条、米粟并条。《算数书》有的答案计算错误，如税田条，贾盐条。《算数书》用到某类方法，但很多不是那类的本

术；同时《算数书》又不是用几个例子归纳出一个公共的方法，这种情况应看成是本术的应用。《算数书》程禾条引到秦

律，有糳米，而算题则不用糳米，而用粺米，其率等于糳米之率，这说明算题和秦律不是一个来源。《算数书》近70条，

取名方法各异，但大多数不是按方法取名。因此，《算数书》不是一本精心策划的数学专著，其性质属于一部撮编之书，

即使其本身有一主要来源，其主要母本也是撮编之书。它的各部分是其他更有系统的书之方法的衍生和应用。 二、《九

章算术》没有直接受到《算数书》影响 

《算数书》与《九章算术》的关系，是受大家关注的问题。由于它比《九章》早150年或更多，所以，人们很容易想当然

认为它是《九章》的一个来源。如彭浩先生就说《算数书》“对另一部数学巨著《九章算术》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影响”

（彭浩：“中国最早的数学著作《算数书》”，载《文物》2000年第9期）。但实际情况不是这么简单。 

《九章》是一部首尾一贯，精心编纂的书。该书除圆周率用3，宛田面积、球体积公式等极少量不准确或差误外，很少有

错误。《算数书》和《九章》有少量相同的内容（个别字词稍异），如前者的“分乘分”术（另一处作“乘分之术”）比

后者的“乘分术”只少“实如法而一”；前者的“合分术”大体把后者的“合分术”包含在内，但多一些针对某些具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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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说明。《算数书》的绝大部分算题不见于《九章》，有见于《九章》者，差异也很大。如少广条中的“少广”一部

分，虽相当于《九章》少广章第1-9题，但表达上差异很大：前者是一个整体，不象后者那样有题设、答案和术文的分

别，而是直接描述计算的过程。《算数书》的旋粟和囷盖都是圆锥问题，《九章》商功章有委粟和圆锥二问，但两种文献

的数值都不一样，而且旋粟是已知体积，委粟则是求体积；又二书的圆亭也数值不一样。《算数书》有灵活应用盈不足术

解题的例子，却不载盈不足本术。《算数书》的郓都按音读应与《九章》的壍堵是同类的几何体，但实际却相当于《九

章》的刍甍，而两者的数字却又不一样。二书都有刍童，但题设的数字不同，算法的步骤也有异。《算数书》中有少数题

目如果抽象为符号与《九章》的某题目从题设到解法都一样，但题目明显不同，《算数书》多数题目的方法虽然都可以在

《九章》的方法上变通或直接利用《九章》的方法解决，但题目却不见于《九章》，这说明编《九章》的人没有见过《算

数书》。特别是《九章》粟米章的开头的“粟米之法”，一直指导着全书，就连糳米和粺米两个比率弄颠倒了，也是全书

首尾一贯。而《算数书》既引秦律，有糳米之率，却在算题中不用，反倒用到前面没有提到的粺米，且粺米之率与秦律糳

米相同，却与《九章》不同。如果张苍、耿寿昌见到《算数书》，以他们编《九章》的精心，则一定会根据《算数书》所

引秦律修订数据。所以《算数书》对《九章》没有直接的影响，《九章》另有其来源。 

三《算数书》是已有方法的应用 

《算数书》近七十条，用到的方法不越于《九章》的范围，但涉及社会经济方面的很多方面，其题名不以方法而主要以涉

及的内容为名，因此《算数书》是一本以固有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作品。所以，合理的解释应为《算数书》是把一些经典

的方法用到实际工作中而形成的。对照《算数书》与《九章》相近的内容，可以看出，《算数书》有的地方是在阐发和应

用《九章》的方法。如关于乘分术、盈不足术即是如此，特别是其中盈不足问题，很难设想不知道《九章》术文时古人能

解答，其为提示如何用既有的盈不足方法解答问题的用意十分明显。所以，我们说《九章》的有些内容更具有原生态性

质。《算数书》没有今有术，但用到今有术解决比例问题；它没有衰分术，但用衰分术解决问题；等等。这些都说明《算

数书》是用既有方法解决应用问题的。至于《算数书》中与《九章》相异的部分，也都可以视为直接或变通地用《九章》

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刘徽注《九章》时说：周公制礼时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秦火使《九章》受到破

坏，张苍、耿寿昌收集《九章》遗文，采用当时的语言改写并进行删补而形成《九章算术》。把上面的分析和刘徽的记载

结合起来考虑，可见《九章》确有其在先秦的古老渊源。因此，可以想见《算数书》的作者们是在学习了《九章》的先秦

祖本或其衍生本后才写成《算数书》的各部分的。 四、《算数书》的意义 

上面的讨论说明了《算数书》与《九章》有共同的渊源，《九章》有着非常远久的渊源，其中有的部分比《算数书》更显

“原生态”性质，因此不仅可以肯定《九章》的数学方法大多产生于先秦，其文本在先秦也应有原型。所以，利用这份处

于战国和西汉之交的材料，结合社会背景和其他材料，建立战国至秦汉数学发展演化的历史是完全可能的。《算数书》引

到秦律，说明法家和当时的政治法律与数学的确有关系，但这种关系主要不是发生在汉代，而是在战国或最多延及秦代。

传世数学文献以成书于汉代的《九章》和《周髀》最早，以前人们在用它们追溯先秦的数学内容时，往往过于保守，《算

数书》能促进我们对以往研究思路的反思，它说明在用仅存的少量材料整理科学发展的脉络时，要根据大范围的历史背

景，给多种可能性留有适当的空间，不宜过多使用基于不完全归纳的默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