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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算木》中“ 均输 ” 、
“ 方田” 等算法的由来…

杜 石 然

《九 章 算 木 》是 《算 经 十 书 》中最重要的一部。提起《算 经 十 书 》，人们当然 
不 会 忘 记 、也 很 怀 念 前 贤 和 当 代 诸 贤 达 的 工 作 。《算 经 十 书 》这一名称乃是 
乾 嘉 学 派 的 戴 震 ( 1 7 2 - 4  -  1 7 7 7 ) , 孔 继 涵 （1 7 3  9 - 1 7  8  3 ) 等人在整 理 出 版 中 国 古  
典 算 书 过 程 中 首 先 ^^用 的 。到了上 一 世 紀20 年 有 李 俨 （U 9 2 - 1 9 W ) 、钱宝琮 

( 1 8  9 2  -  1 9  7 4 ) ，稍 后 又 有 严 敦 杰 （1 9 1 7 - 1 9 U ) 三 先 生 先 后 开 展 了 中 国 数 学 史  
的 研 究 工 作 。特 别 是 在 6 0 年 代 钱 先 生 出 版 了 经 他 校 点 的 《算 经 十 书 》，成为 
继 乾 嘉 戴 震 戴 东 原 之 后 的 又 一 阶 段 性 工 作 。到了 70 — 8 0 年 代 有 吴 文 俊 先  
生 ，之 后 又 有 白 尚 恕 、李 继 闵 （可 惜 两 位 已 经 过 早 去 世 ）、沈 康 身 、李 迫 、梅荣 
照 、何 绍 庚 、郭 书 春 等教授，也都 作 了 许 多 出 色 的 工 作 。之后 就 是 当 代 的 王  
渝 生 、刘 钝 、李 兆 华 、罗 见 今 教 授 以 及 许许多多虎虎生气的更新的一代的新 
人 。从 上 个 世 紀 5 0 年 代 的 薮 内 清 、别 廖 兹 金 娜 起 ，许多外国学者参加到中算 
史 的 研 究 工 作 中 来 了 。著 名 的 例 子 还 可 以 举 出 当 代 的 “ 巴 黎 三 剑 客” ：林丽 
娜 、'詹 嘉 玲 、马 若 安 三 位 教 授 。著 名 的 工 作 可 以 举 出 川 原 秀 城 的 《九章算木》 
日译本，C l o u s  l y  — 沈 康 身 的 《九 章 算 木 》的 英 译 本 ，林 丽 娜 一 郭 书 春 的 《九章 
算 木 》的 法 译 本 。《九 章 算 木 》是 《算 经 十 书 》中 最 重 要 的 一 部 著作，它当然地 
吸 引 了 全 世 界 学 者 的 注 意 ，今 后 ，我 想 它 也仍将会是如此。

(一 ）关 于 《九章算木》成 书 的 时 代 背 景 一一两汉 
《九 章 算 木 》成 书 于 两 汉 时 期 。两 汉 时 期 的 数 学 ，和两汉时期的其他科学

技 术 一 样 ，都 有 着 一 些 特 有 的 时 代 特 点 。其 重 要 特 点 之 一 ，就是许多门类的 
科 学 技 术 ，大 都 在 其 各 自 发 展 的 过 程 中 ，在 两 汉 时 期 形 成 ‘了 各 自 的 体 系 。除 
了 各 个 学 科 本 身 的 内 在 的 原 因 之 外 ，从 总 体 上 讲 ，有 那 么 多 的 学 科 都 在 同 一  

的 两 汉 时 期 形 成 了 自 己 的 体 系 ，应 该 说 存 在 着 一 种 明 显 的 趋 同 现 象 。他们应 
该 都 是 来 自 一 个 共 同 的 原 因 一 一 两 汉 时 期 所 共 有 的 时 代 背 景 。

上 承 横 扫 六 合 完 成 统 一 大 业 的 秦 帝 国 ，并 且 吸 取 了 秦 王 朝 短 命 二 世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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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 的 教 训 ，经 过 楚 汉 相 争 而 夺 得 天 下 的 汉 王 朝 ，虽 说 是 “ 秦 皇 汉 武 ，略输文 
采” ，但却以其雄浑 刚 健 的 气 魄 ，不只是开创了汉王朝它自己的四百年家业天 
下 ，而 且 也 开 创 并 且 构 筑 了 其 后 持 续 了 大 约 二 千 年 之 久 的 封 建 国 家 方 方 面  
面的基本模式。两汉时期，从作为社会基 础 的 经 济 形 态 （以小农经济为主的 
农 本 主 义 ）、国 家 型 制 （中央集权的皇帝独裁）、到 官 僚 体 系 （六 部 、百 官 、以 
及 从 中 央 到 地 方 的 各 级 官 员 ），甚 至 它 的 罢 黜 百 家 独 尊 儒 术 的 意 识 形 态 政 策 ， 
都无不成为其后 持 续 大 约 二 千 年 历 朝 历 代 封 建 帝 国 所 效 法 的 模 式 和 样 板 。

两 汉 时 期 ，从 中 国 悠 久 的 历 史 来 说 ，就 是 这 样 一 个 开 创 模 式 和 树 立 样 板  
的 时 代 。在 科 学 技 术 方 面 ，也 是 如 此 。科 学 技 术 的 许 多 门 类 ，多 是 在 两 汉 时  
期 ，定 下 其 后 影 响 悠 久 的 模 式 并 且 出 现 了 实 际 上 是 为 后 世 树 立 了 样 板 的 著  
作。

例 如 ，汉 武 帝 时 期 编 制 的 《太 初 历 》 ，通 过 西 汉 末 年 刘 歆 编 制 的 《三 
统 历 》，在 《汉 书 •律 历 志 》中 记 录 流 传 下 来 ，成 为 后 世历代各种历法的模式和 
样 板 。阴 阳 合 历 的 模 式 ，其 中 包 括 了 气 、朔 、闰、交 食 、五 星 、晷漏等完备的 
具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历 法 体 系 。虽 然 中 国 历 法 在 漫 长 的 发 展 的 进 程 中 ，其计算方 
法 和 观 测 技 术 曾 经 不 断 地 得 到 改 进 、不 断 地 取 得 成 就 ，但 是 其 基 本 的 模 式 、 
框 架 则 一 直 被 遵 循 下 来 ，甚 至 在 西 方 近 代 历 法 已 经 传 人 的 明 清 时 代 （《大统 
历 》、《时宪历》），也 没 有 改 変 。

其 次 ，数 学 方 面 则 出 现 了 以 算 筹 为 主 要 计 算 工 具 、以解决实际应用问题  
为 主 要 目 的 、以《九 章 算 木 》为 模 式 范 本 的 体 系 。其 影 响 所 及 ，直到 明 朝 中  
叶。

再 次 ，医 药 学 方 面 ：形 成 了 以 《内 经 》、《伤 寒 论 》为 代 表 经 典 的 医 学 理  
论 ，和 以 《神 农 本 草 经 》为 代 表 的 传 统 药 物 学 体 系 。到 了 现 代 ，这些著作依然 
被 奉 为 中 医 界 的 经 典 。

还 有 ，在 地 理 学 方 面 ：则 形 成 了 以 《汉 书 •地 理 志 》为 模 式 样 板的疆域沿 
革 地 理 学 体 系 ，成 为 后 世 渚 “ 正 史 ” 中《地理志》的楷模。

还 有 ，中 国 古 代 地 图 学 也 自 成 一 个 独 特 体 系 并 取 得 很 大 成 就 。它一直采 
取 的 是 直 交 网 格 法 ，这 是 一 种 将 大 地 视 作 平 面 来 绘 制 地 图 的 投 影 方 法 ，而较 
少 考 虑 大 地 是 一 球 面 。

对 后 世 产 生 久 远 影 响 的 各 个 学 科 体 系 ，如 上 所 述 ，大 都 在 两 汉 时 期 形 成 ， 
这 虽 然 不 能 牵 强 的 论 断 为 汉 代 大 一 统 局 面 的 出 现 是 有 直 接 的 联 系 。但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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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统 作 为 一 个 时 代 的 潮 流 ，它 不 可 能 不 影 响 到 整 个 社 会 的 方 方 面 面 。特别是 
这 种 统 一 局 面 的 形 成 ，使 得 融 合 、综 合 、归 纳 、立 法 式 、定规程等等在社会上 
形 成 了 一股 强 劲 的 社 会 思 潮 ，于 是 人 们 总 结 前 人 经 验 ，创立新的构架,继往开  
来 ，创 制 各 自 学 科 的 体 系 。

(二 ）均 输 、方田等算法大都来自先秦 
虽 然 《九 章 》成 书 于 两 汉 ，但 是 其 中 的 一 些 算 法 很 多 都 是 先 秦 时 代 早 已

有 之 。
人 尽 皆 知 ，例 如 均 输 、方 田 等 都 是 《九 章 算 木 》的 章 名 ，同时它们也又都 

是 一 种 算 法 。九 章 算 木 中 的 章 名 虽 然 只 有 九 个 ，但 是 各 章 之 中 所 记 述 的 算  
法 ,却 有 更 多 。关 于 《九 章 算 木 》（当 然 也 包 括 其 中 的 那 许 多 算 法 ）的 源 流 ，刘 
徽 在 《九 章 算 术 序 》中说 “ 按 周 公 制 礼 而 有 九 数 ，九 数 之 流 ，则 九 章 是 矣 ” 。刘 
徽 认 为 《九 章 算 木 》以及其中的那些算法，其 来 源 都 可 能 是 相 当 久 远 的 。现代 
的 数 学 史 家 们 也 大 都 认 为 ，《九 章 算 木 》的 成 书 年 代 虽 然 在 东 汉 时 期 （采用钱 
宝 琮 先 生 说 ），但 是 其 中 的 许 多 算 法 都 可 能 早 已 产 生 。例如 钱 先 生 就 曾 论 述  
过 ，西 汉 时 期 武 帝 均 输 法 令 的 颁 行 就 在 《九 章 算 木 》“ 均 输 ” 一 章 成 书 之 前 。实 
际 上 《周 礼 》中 所 记 载 的 “ 均 人 ” 和 “ 土 均 ” 这 两 种 官 员 的 工 作 ，已经需要用到 
类 似 “ 均 输 ” 的 算 法 。同 样 ，“ 方 田 ” 章 的 面 积 计 算 ，也应 当 和 政 府 官 员 按 田 亩  
面 积 进 行 税 收 工 作 有 关 ，因 此 它 的 出 现 也 应 该 更 早 。如 此 等 等 。由于《算数 
书 》的 出 土 以 及 对 它 的 研 究 ，使 人 们 可 以 更 加 肯 定 地 说 ：《九 章 算 木 》中的大 
部 分 算 法 ，大 多 来 源 于 先 秦 。其 中 最 早 的 ,甚 至 可 以 追 溯 至 春 秋 时 代 或 者 更  
早 。下 面 仅 就 其 中 的 若 干 算 法 ，略加讨论。

1，“ 方 田 ” 和 “ 初税亩 ”
《九 章 算 木 》“ 方 田 ” 章 共 有 3 8个 问 题 ，除 第 5 至 第 18题是有关分数计算 

的 各 种 算 法 之 外 ，其 余 各 题 所 叙 述 的 都 是 和 面 积 计 算 有 关 的 算 法 。例 如 ： 
“ 方 田 （直 田 ）术 ” （求 矩 形 田 面 积 的 算 法 ）、“ 里 田 术 ” （大 面 积 矩 形 田 面 积 ）、 
“ 乘 分 木 ’’ （长 宽 为 分 数 的 矩 形 田 ）、“ 大 广 田 木 ” （长 宽 为 带 分 数 的 矩 形 田 ）、
“ （圭 田 ）木 ” （三 角 形 田 的 面 积 ）、‘‘ 邪 田 木 ” “ 箕 田 木 ” （梯 形 田 面 积 ）、“ （圆 
田）术 ” （圆形 田 面 积 ），此 外 还 有 “ 宛田木” 、“ 弧 田 木 ” 、“ （环田）木 ” 。

计 算 田 亩 面 积 ，从 古 代 的 社 会 需 求 来 说 ，大 致 上 可 以 有 三 个 方 面 。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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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是 通 过 面 积 大 小 来 估 算 产 量 ;其 二 就 是 按 面 积 大 小 来 征 收 农 业 税 ；其三 
就 是 进 行 土 地 买 卖 。

如 果 说 估 算 产 量 （有 的 学 者 认 为 甲 骨 文 中 的 “ 相 田 ” 即是进行估产）是否 
必 须 进 行 计 算 田 亩 面 积 还 抱 有 怀 疑 的 话 ，那 么 征 收 农 业 税 ，特別是按面积大 
小 征 收 农 业 税 ，就 必 须 进 行 面 积 计 算 了 。按 田 亩 面 积 大 小 收 税 ，即 所 谓 “ 履 亩  
而 税 ” 的 税 法 ，按 现 在 已 知 的 文 献 资 料 ，最 早 ，春 秋 时 的 鲁 国 便 施 行 了 按 占 有  
田 亩 实 数 来 征 收 田 赋 的 赋 税 制 度 。人 们 经 常 引 用 的 一 条 资 料 就 是 ：鲁宣公 
十 五 年 （前 5 9 4 ) 实 行 “ 初 税 亩 ” （《左 传 •宣 公 十 五 年 》）。《谷 梁 传 》中 还 有 ： 
“ 古 者 三 百 步 为 里 ，名 曰 井 田 。井 田 者 ，九 百 亩 ，公 田 居 一 ” ，“ 初 税 亩 者 ，非公 
之 ，去 公 田 而 履 亩 ，十 取 一 也 ” 。这也可以 看 作 是 对 左 氏 传 的 解 释 和 补 充 。“ 初 
税 亩 ” 推 翻 过 去 农 民 助 耕 公 田 为 官 府 財 源 的 旧 制 度 ，创造了不分公田私田以 
土 地 面 积 为 根 据 ，向 田 主 征 收 实 物 税 的 新 制 度 。这一重大社会变革所需要的 
却 是 对 田 亩 面 积 的 计 算 。当 然 ，最 初 可 能 是 矩 形 田 面 积 的 测 算 ，其 次 则 是 三  
角 形 田 面 积 的 测 算 。虽 然 天 上 的 日 月 ，地 上 的 陶 轮 、车 轮 ，尤 其 是 后 者 ，更可 
能 启 发 人 们 的 “ 一 中 同 长 ” 的关于“ 圆 ” 的概念。但 是 圆 形 面 积 的 计 算 ，似乎应 
该 是 更 晚 一 些 时 候 才 可 能 产 生 的 事 。各 类 图 形 面 积 的 测 算 所 使 用 的 方 法 ，似 
乎 都 应 该 是 累 叠 单 位 方 形 的 网 格 法 。关 于 网 格 法 的 发 生 和 发 展 ，则应另行讨  
论 。

关 于 “ 履 亩 而 税 ” 的 资 料 还 可 以 举 出 :、〈く国语 •齐语》中 的 ：“ 相衰而征 
之 ，’ '

继 鲁 国 之 后 ，中 原 各 国 也 大 都 采 用 了 按 亩 征 税 的 税 法 。只 有 秦 国 ，直到 
秦 简 公 （前4 0 8 )方 才 施 行 “ 初租禾” （见《史 记 •六 国 年 表 》），是各国之间最晚  
的。但 是 《汉 书 •食 货 志 》说 ：秦 商 鞅 变 法 “ 除 井 田 ，民得买卖 ” ，《史 记 •秦 始 皇  
本 纪 》中记载 说 ：“ 始 皇 三 十 一 年 （前 2 1 6 )，使 黔 首 自 实 田 ” ，那 么 ，秦国却成 
了 施 行 土 地 买 卖 制 度 的 先 驱 。 ， \

当然，当 边 长 不 是 整 数 而 是 分 数 时 ，也 就 是 说 关 于 分 数 计 算 的 历 史 ，是需 
要 另 行 讨 论 的 。

2 ，“ 均 输 ”
《史 记 •平 准 书 》、《前 汉 书 •食 货 志 》并 称 ：“ 桑 弘 羊 为 大 司 农 。管诸会计  

事 ，稍 稍 置 均 输 ，以 平 货 物 矣 。” 《史 记 •秦 始 皇 本 纪 》：“ 调 郡 县 ，转 输 菽 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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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 ” 。宋 代 时 （王 ）安 石 创 新 法 ， 苏 轼 上 书 论 其 不 便 时 说 ：“ 汉武帝以财力匮  
竭 ，用 古 人 桑 羊 之 说 ，买 贱 卖 贵 ，谓 之 均 输 。” “ … …昔 于 时 商 贾 不 行 ，盗贼滋 
炽 ，几 至 于 乱 。孝 昭 既 立 ，霍 光 顺 民 所 欲 而 予 之 ，天 下 归 心 ，遂 以 无 事 。不意今 
日 此 论 复 兴 ，立 法 之 初 ，其 费 以 厚 ，纵 使 薄 有 所 获 ，而 征 商 之 额 ，所 损 必 多 ” 
( 《宋 史 •苏 轼 传 》，见 中 华 校 点 本 《宋 史 》1 0 8 0 6 页 ）。这 些 都 说 明 早 在 《九章 
算 木 》均 输 章 成 书 之 前 ，西 汉 时 期 的 武 帝 就 曾 经 颁 行 过 均 输 法 令 。其 实 ，早在 
武 帝 之 前 ，在 《周 礼 》中，就 曾 经 记 载 有 “ 均 人 ” 和 “ 土 均 ” 两 种 官 员 。他们的エ 
作 ，已 经 需 要 用 到 某 些 类 似 “ 均 输 ” 的算法了。

《周 礼 •地 官 》中 关 于 “ 均 人 ” 这 种 官 员 的 数 目 记 述 说 ：“ 均 人 ：中士二 
人 、下 士 四 人 、府 二 人 、史 四 人 、胥 四 人 、徒 四 十 人 。” 关 于 “ 土 均 ” 的 人 数 ， 
《周 礼 •地 官 》的 记 载 是 ：“ 土 均 ：上 士 二 人 、中 士 四 人 、下 士 八 人 、府 二 人 、 
史 四 人 、胥 四 人、徒 四 十 人 。”

关 于 “ 均 人 ” 的 职 务 范 围 ，《周 礼 •地 官 》的记载 说 ：“ 均 人 掌 均 地 政 ，均地 
守 ，均 地 职 ，均 人 民 牛 马 车 辇 之 力 政 。凡 均 力 政 ，以岁上下，丰年则公旬用三日 
焉 ，中 年 则 公 旬 用 二 日 焉 ，无 年 则 公 旬 用 一 日 焉 ，凶 札 则 无 力 政 、无 财 赋 、不 
牧 地 守 地 职 、不 均 地 政 。三年大比，则 大 均 。”

关 于 “ 土 均 ” 的 职 务 范 围 ，《周 礼 •地 官 》的记载 说 ：“ 土 均 掌 平 土 地 之 政 ， 
以 均 地 守 ，以 均 地 事 ，以 均 地 贡 。以 和 邦 国 都 鄙 之 政 令 刑 禁 ，与其施舍礼俗丧  
纪 祭 祀 。皆以地撒 恶 为 轻 重 之 法 ，而行之掌其禁令。”

“ 均 人 ” 职 务 中 的 ：“ 均 地 政 ，均 地 守 ，均 地 职 ，均 人 民 牛 马 车 辇 之 力 政 ” ， 
以及“ 土 均 ” 职 务 中 的 “ 均 地 守 ” 、“ 均 地 事 ” 、“ 均 地 贡 ” ，都是使各种赋税均平 
的工作。其 实 ，这 也 就 是 “ 均 输 ” 的工作。

关 于 《周 礼 》的 成 书 年 代 ,虽 然 曾 有 汉 刘 歆 伪 造 之 说 ，但经杨向奎先生研 
究 ，最 迟 不 会 晚 于 战 国 时 齐 人 所 作 之 说 已 成 公 认 定 论 。根 据 近 年 学 者 的 研  
究 ，将 西 周 金 文 中 所 见 官 制 与 《周 礼 》所 言 相 参 证 ，则《周 礼 》中记载的官制有 
相 当 成 分 为 西 周 官 制 之 实 录 ，当 然 其 中 也 不 是 没 有 后 人 理 想 化 的 成 分 。（见 
陈汉评《西周册名制 度 研 究 》学林 出 版 社 ，1 9 8 6 ,2 4 1 页）由此可见，“ 均 输 ” 的 
思 想 由 来 甚 早 ，“ 均 输 ” 的算法也应该是相当早的。

3 ，“ 句 股 ” 章中的算法和中国早期的地图绘制 
根 据 下 述 《周 髀 算 经 》中 的 文 字 ，这 些 文 字 是 以 周 公 和 商 高 的 对 话 的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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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来 记 述 的 ，则 “ 句 股 ” 章 中 的 一 些 算 法 ，其 起 源 可 能 也 是 比 较 早 的 。我们想 
引 用 的 第 一 段 文 字 是 ：“ 商 高 曰 ：数之法出 于 圆 方 ，圆处 于 方 ，方 出 于 矩 ，矩出 
于 九 九 八 十 一 。以 为 句 广 三 ,股 修 四 ，径 隅 五 … …禹 之 所 以 治 天 下 者 ，此数之 
所 由 生 也 。” 我 们 想 引 用 的 第 二 段 文 字 是 ：“ 周 公 曰 ：大 哉 言 数 ，请 问 用 矩 之  
道 。商 高 曰 ：平 矩 以 正 绳 ，偃矩以望高，覆 矩 以 测 深 ，卧矩以知远，环 矩 以 为 圆 ， 
合 矩 以 为 方 ，方 属 地 ，圆属天，天圆地方。…… 知 地 者 智 ，知 天 者 圣 。智 出 于 句 ， 
句 出 于 矩 。夫 句 之 于 数 ，其 裁 制 万 物 ，唯所为耳。”

从 以 上 两 段 文 字 来 看 ，早 期 的 水 利 工 程 、天 文 測 量 、地 图 的 绘 制 等 等 ，都 
有 需 要 用 到 “ 句 股 ” 章 中 的 一 些 算 法 。下面，利用已经出 土 的 地 图 实 物 ，来进  
行 一 些 验 证 。

现 在 已 知 ，在 考 古 发 掘 中 曾 发 现 的 中 国 早 期 的 古 代 地 图 ，有马王堆地图  
和 放 马 滩 地 图 。

1 9 7 3 年 湖 南 长 沙 马 王 堆 3号 墓 中 ，和 许 多 出 土 文 物 一 道 ，曾经出土了 3 
幅 古 地 图 。其 中 以 “ 地 形 图 ” 最 为 精 美 ，科 学 价 值 也 极 高 。“ 地 形 图 ” 是绘制在 
长 宽 都 是 9 6 c m 的 正 方 形 的 丝 絹 上 的 。地 图 所 描 绘 的 范 围 是 东 经 111 — 11 
2 .5度 ，北 纬 2 3 —2 6 度 之 间 ，即 相 当 于 是 现 在 的 广 西 全 州 、灌 阳 一 线 以 东 ，湖 
南 新 田 、广 东 连 县 一 线 以 西 ；北起新田、全 州 ，南 至 广 东 珠 江 口 的 大 片 地 区 。 
从 水 系 方 面 讲 ，其 范 围 属 于 今 湘 江 上 游 的 潇 水 流 域 ；从 山 系 方 面 讲 ，则是属 
于 岭 南 九 嶷 山 及 其 附 近 地 区 ；其 中 最 大 的 市 镇 是 深 平 。所 以 这 幅 地 图 出 土  
后 即 被 考 古 人 员 命 名 为 ：“ 西 汉 初 期 长 沙 国 深 平 防 区 地 形 图 ” （简 称 ：地形 
图）。“ 地 形 图 ” 中 各 地 理 要 素 的 相 対 位 置 ，即 使 用 现 代 科 技 水 准 来 看 ，绘制 
得 也 是 相 当 准 确 的 。以其所描绘的实际面积来推算，此 图 的 比 例 尺 约 为 1:
17万 至 1: 18 万 （图的中心 部 分 比 较 准 确 ，周 边 地 区 比 较 粗 糙 ）。地图史研究 
者 在 评 论 此 图 时 说 ：“ 可 以 说 长 沙 马 王 堆 汉 墓 出 土 的 ‘ 地 形 图 ’ 是一幅接近 
现 代 绘 制 技 术 水 平 的 大 比 例 尺 地 形 图 ，… …可 见 当 时 測 量 技 术 之 发 达 。” （卢 
良 志 ：《中国地图学史》2 8 ,3 1 页 ，测绘 出 版 社 ，1 9 8 4 )“ 我 们 知 道 ，潇水流域的 
地 形 是 比 较 复 杂 的 ，因 此 测 量 地 物 的 距 离 不 能 以 人 行 的 路 线 为 准 ，需要求出 
水 平 直 线 距 离 才 能 准 确 。间接 测 算 极 高 和 极 远 ，在西汉主张盖天说的学者已 
用 ‘ 重 差 法 ’ … …地 形 图 的 测 绘 已 利 用 当 时 数 学 的 光 辉 成 就 ，所以精度比較 
高 。” （中 国 科 学 院 自 然 科 学 史 所 地 理 史 组 编 ：《中 国 古 代 地 理 学 史 》，15 页 ， 
科 学 出 版 社 ，19 8 4 ) 根 据 与 “ 地 形 图 ” 同 时 出 土 的 记 有 年 号 月 日 的 木 牍 来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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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 地 形 图 ” 的 绘 制 时 间当不会晚于西汉文帝12年 （前 168年 ）。
另 外 ，1 9 8 6 年 在 甘 肃 天 水 放 马 滩 1号 秦 墓 中 又 出 土 了 时 间 早 于 马 王 堆

汉 墓 的 木 板 地 图 实 物 。这 些 图 是绘制在4 块 长 2 6 .5 -2  6 .81厘 米 ，宽 15 —18. 
1厘 米 的 7 幅 地 图 （2 幅 行 政 图 、3 幅是地 形 图 ）。地图的绘制年代被推定为秦 
始 皇 8 年 （前 2 3 8 ) 。经 过 研 究 ，地 图 所 描 绘 的 地 区 乃 是 战 国 晩 期 秦 国 属 下 的  
郢 县 ，先 当 现 代 天 水 市 秦 城 区 、北 道 区 、清 水 区 、清 安 县 ，东部进人到陕西省 
宝 鸡 市 ，南 部 已 进 人 两 当 县 和 徽 县 的 边 缘 。7 幅地图中有2 幅 是 行 政 图 ,3 幅是 
地 形 图 ，2 幅 是 经 济 图 。其 中 绘 有 居 民 点 、乡 里 治 所 的 位 置 ，还 有 地 形 、地 貌 、 
河 流 走 向 、道 路 、关 口 等 等 ，有 的 地 方 还 注 有 各 地 之 间 的 距 离 ，和现在的天水 
市 地 图 相 比 ，多 有 相 合 。尤 其 是 以 郵 丘 为 中 心 ，与 周 围 个 地 点 的 距 离 ，和现今 
里 程 大 体 相 合 。因 此 有 人 认 为 ：晋 代 人 裴 秀 总 结 绘 制 地 图 的 “ 制 图 六 体 ” （分 
率 、准 望 、道 里 、高 下 、方 斜 、迂 直 ）中“ 対 照 放 马 滩 秦 墓 出 土 的 木 板 地 图 ，除 
没 有 明 确 的 分 率 外 ，其 他 诸 项 皆 已 具 备 。而 且 经 济 图 中 所 标 明 的 历 程 ，与现 
今 里 程 多 有 符 合 ，说 明 这 些 地 图 相 当 准 确 ，是 经 实 地 测 量 后 绘 制 的 。” （何双 
全 ：《天 水 放 马 滩 秦 墓 出 土 地 图 初 探 》，载《文 物 》1 98 9 年 2 月 号 。又 见 ：周谷 
城 等 編 ：《中华文明史》第2 巻 ，131、249—2 50 页 ，河 北 教 育 出 版 社 ，1992)

出 土 地 图 实 物 证 明 ，“ 句 股 ” 章 中 的 一 些 算 法 ，最 迟 不 晚 于 战 国 时 期 ，即已 
存 在 。

以 上 不 过 是 两 三 例 子 而 已 ，不 过 从 中 已 可 看 出 《九 章 》中的许多算法确  
实 来 自 先 秦 时 期 。

《注 釋 》
(1 )本 文 是 在 第 22 届 国 际 科 学 史 大 会SC12分 会 （北 京 ，2 0 0 5 — 7 —2 5 )上所 

宣 读 论 文 基 础 上 改 写 而 成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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