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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格审视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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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缓慢的解释有许多观点，有从表面的经济总量去解释的，有从数学本身的缺陷

去解释的，等等。这些观点基本上都是从内因外因的某个角度为出发点去解释古代数学发展的滞后，但也因为

只是从某个角度去解释，虽有其合理的部分，却难免存在以偏概全的不足。笔者认为中国人的性格与古代数学

的发展缓慢之间存在着一种关联性。从中国人的性格这个角度能够更加全面、深刻地从整体上阐释导致古代

数学发展缓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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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著作中，提出“在
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从而使数学
化的自然科学得以兴起？这种情况又为什么不在中国
出现呢？”[1]他认为阻碍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是因为数
学没有实现符号化，以及中国人对自然科学的不感兴
趣和缺乏抽象的思维。自从“李约瑟难题”的提出后，
中外许多学者对此做出了回应，但还没有统一的看
法。对于为什么中国古代数学在 13 世纪后发展停顿
的探讨，虽然学者们已经提出许多有益的观点，但都
只是从某个方面解释。因此，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是有
意义的。

一、关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缓慢的观点
针对中国古代数学 13 世纪以后发展缓慢的原

因，许多人进行解释，基本上都是从内因外因的某个
角度为出发点去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思维方式
中国古代重整体轻逻辑，重技轻理，重道轻器导

致科学精神的缺失，阻碍数学的发展。中国古代重视
直观整体的思维，缺乏实证分析的精神，轻视基础理
论的研究，数学的研究也都围绕着实际应用的问题，
缺乏发展的后劲。

（二）创新说
中国古代数学不能产生出近代数学其根源正是

在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匮乏和丧失,导致数学科学家缺
乏创新意识, 阻滞了数学家发明或创造新的数学方
法、思想和原理。[2]

（三）古代数学本身的缺陷
认为中国古代数学的停滞发展是因为数学没有

实现符号化，总是用文字描述，表现形式冗杂，没有发
展抽象简便的思维，不利于传播传承创新。计算工具
的局限，面对日益复杂的计算，筹算的不足也显示出
来，难以解决更加复杂的计算。

（四）政治背景
研究技艺的人的社会地位低下，通常是落魄的知

识分子才去研究技艺；社会的科举制度，选拨人才只
注重经书，使人学而优则仕，不注重求真，学习知识为
了求官。封建统治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及三纲五常的

伦理观念，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使社会发展
失去前进的后劲。

（五）文化选择说
封建社会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罢黜百家独尊

儒术，儒家文化仅仅关心现实的伦理社会的秩序。即
使封建社会中还存有道家等格物思想，但也都是为了
现实服务。

（六）环境决定论
中国是大陆国家，国土辽阔，资源丰源，无需对外

进行贸易，便能依靠自身资源满足生活的需求，也就
没有形成海上冒险的精神。环境决定经济的发展模式
是小农经济，自给自足，无需与外界进行贸易，决定社
会丧失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七）教育说
私塾蒙学的数学教育方式没有明确的教育制度

和教学目的，甚至缺乏必要的教学手段，这种以民间
私习为主的数学教学与研究，表现为典型的小农经济
格局，数学家之间交流十分有限，难以形成科学团体
或组织，无法完成大规模的数学课题研究。[3]

（八）小结
以上七种观点从内外因的某个方面去解释数学

发展缓慢的原因，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许多学者对中
国古代数学发展缓慢的解释也都只是这七种观点的
某一种，或是其中几种观点的任意组合。这些观点都
是导致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所以说决
定古代数学的发展缓慢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不是某一种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要从整体上把
握解释，就应该解释清楚这七种因素是通过什么样的
形式发挥作用，是什么更为根本的原因使多种因素共
同作用导致古代数学发展的滞后。

二、“七条”线索的检验
七种观点对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缓慢的解释是明

显易见的，但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寻找那个
无所不在，时时刻刻影响我们的东西，但未必是容易
看到的，却是经常被忽略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甚至
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七种观点是何以可能导致数学发
展的缓慢？这两者之间存在着裂缝。通过什么样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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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把裂缝弥合，这个更为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思维方式上重整体，轻视逻辑，总是以模糊的概

念蒙混过关，不对概念做进一步的解析，不探究概念
的来源，内涵及外延，缺乏精确的意识。追求眼前的实
际，仅仅满足于眼前的需要，目光短浅，看不到长远的
发展，一旦追求超出个人的能力之外，便将之归于天
命，等待命运的选择，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天拟
人，将不可知归于天知，天定胜人的思想，容易导致消
极的心态。

创新意识的缺乏是人这方面意识的缺乏，而创新
意识的缺乏与其他方面的意识是紧密相关的。知足常
乐的心态，在小农经济下容易滋生稳定，人们养成忍
耐的性格，逆来顺受，不会做出格的事，社会一般不会
出现大的变动，所以才导致封建专制的不断强化。人
们不断地受到统治者的压迫，促进人们隐忍性格的形
成，人们不敢发表自己的看法。在封建社会的教育制
度下，人们没有主见，人云亦云。在重农抑商的经济政
策，人们苟活着，勤劳节俭过日子。逆来顺受，畏惧权
威的性格使百姓无能推动社会的发展，也就失去数学
发展的社会动力。

数学没有实现符号化，用文字描述，在于中国人
日常生活的语言环境里常常是口语化，缺乏抽象的思
维，感性的人喜欢看文字的表达，而不是抽象的符号，
讲究集体的生活，使人们没有独立成长的空间。自我
意识培育环境的缺失，从而导致抽象思维的发展受
限。在这样以家族为单位的集体生活里，虽然表面和
睦，却暗地里互相猜疑，互不信任，形成以自我为中
心，盲目排外，从而导致没有真正的交流，不利于统一
作战完成高尚的目标。

人们因循守旧，遵守以前的条条框框，容忍的性
格，反而统治者更加肆无忌惮，人人自扫门前雪，只有
等灾难落到自己的身上才叫苦，不团结，导致没有反
思的思辨精神，使封建专制不断得到强化，也不断地
加深对百姓的迫害，使人们的思维、行动更加受限制。

人们的行为规范以三纲五常为基础，重伦理，这
与儒家文化相呼应，知足常乐，无所谓的态度与道家
有相通之处。迷信，但不是真有信仰，以为能通过迷信
获取利益，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反而盲目信仰，失去
自己对事物实际控制的能力。迷信则是换种方式来获
得控制权，实际上这样依附的思想无法推动数学研究
的发展。

以自我为中心，盲目排外，导致没有进行开疆扩
土，没有进行海上的贸易，即使在历史上出现过短暂
的对外的交流，但目的不是在向外学习，而是宣扬国
威。况且由于中国人的性格以温和为主，以及在自给
自足的环境下，自然不会想要变革发展。说是环境决
定人，不如说是人选择了环境。

人们缺少求索的精神，不会去追问到底为什么，
既不思考天上的星空，也不会怀疑伦理规范的合理性，
恰因为这样才发展出古代的教育模式，一代传一代，
师者不求创新，也不会想有作为，学生也不加追问就
接受。人们的性格导致这种教育模式的形成，反过来
这种教育模式又进一步抑制人的发展。春秋时期，百
家争鸣，就在于稍微有个人的意识，有个性，到后来磨
平个人的棱角，人人圆滑，自然不会要求变革，遵循守
旧，不利于教育的发展。

通过以上七种观点的分析，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结
论———中国人的性格，每一部分的分析都属于中国人

的性格的一部分，因此要全面看古代数学落后的原
因，必须从性格这个角度去了解。

三、中国人的性格
国民性格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其大多数人

在思想、心理及行为上所表现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形
态。[4]

在思想上。因循守旧，恪守古训，逆来顺受，没有个
性的特质。中国人的因循守旧观念充满着整个社会，世
代相传，完全压制了人们对于命运安排的不满。[5] 144 讲
求中庸之道，却常常沦为平庸，无所作为。没有精确的
意识，不注重量化，以“差不多”为常，习惯用事实解释
事实，重视整体把握，缺乏分析论证。思想刻板，抑制
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的发展。

在心理上。以自我为中心，不信任他人，好静恶
动，知足常乐。从社会的观点看，中国人的知足是对进
步的反动，是进步的绊脚石。[5] 146 对于别人关于自己
的看法十分敏感，爱耍小聪明，爱慕虚荣，讲究形式排
场，目光短浅。遇事常常畏惧，甘愿忍受，不求有功但
求无过，不敢多问，缺乏好奇心。

在行为上。采用双重标准，说法与想法不一致，互
相猜疑，互相不信任，圆滑为人，没有活力，他们就像
井底之蛙，看到的天空只是黑暗中的一块。[5]5 关心现
实伦理，讲究实际，无论遇到什么事，中国人考虑最多
的是两种东西———钱和粮食，它们是大部分中国人生
活的两个核心。[5]127 在原有的框架内谋求最大的利益，
仅限于在已有的规范里行动，不敢有所超越。

四、结语
李醒明指出，：“科学的实证精神和理性精神是科

学的鲜明标识，是科学的精神价值最基本的构成要
素”。[6]

中国人性格中不少成分与此相悖。思维上的重整
体，轻视逻辑分析；心理上的知足常乐，以自我为中
心；行为上的因循守旧，缺乏实证精神等形成一个互
动的系统，均为性格的表现特征，都通过人的性格表
现出来。中国人性格中的不少成分与科学精神是相悖
的，因此，由于这种性格特质与科学精神具有内在的
不相容性，致使古代数学的发展失去持续的力量。

从中国人的性格的角度解释古代数学的缓慢发
展，能够弥合各种观点与古代数学发展缓慢之间的隔
阂。通过性格而表现出来的一系列行为不利于数学的
发展，是中国人的性格特质与科学精神相悖的原因，
从而使数学失去持续发展的动力，致使 13 世纪以后
古代数学的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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