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九章算术》看古代数学与儒学的关系

乐爱国

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以汉代《九章算术》的出现为重要标志。《九章算术》实际

上是246道应用题及其解法的汇编，分为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

不足、方程、勾股九章。关于该著作的产生，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著的《九章

算术注》“序”中说：

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往者暴秦焚书，经术

散坏。自时厥后，汉北平侯张苍、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皆以善算命世。苍

等因旧文之遗残，各称删补。

刘徽的这段话包括了两个内容：其一，《九章算术》来自儒家经典《周礼》的“九

数”；其二，刘徽所注的《九章算术》是经过张苍删补过的。

《周礼》的“九数”指的是《周礼·地官司徒·保氏》所言：“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

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

九数。”这就是古代教育必须学习的礼、乐、射、御、书、数六门功课，“九数”是

指“数”学这门功课有九个细目。关于“九数”的细目，《周礼》并没有列出。东汉

的郑玄在他的《周礼注疏·地官司徒·保氏》中引郑司农（郑众）所言：“九数：方

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勾股

也。”这也许就是早期的《九章算术》的纲目，与其后刘徽所注的《九章算术》中的

纲目类似。

张苍（？—公元前152年），阳武（今河南原阳）人，“以善算命世”，是西汉时期

的数学家；同时他也是重要的天文学家，司马迁说：“汉家言律历者，本之张苍。苍

本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善律历。”[1]此外，张苍又是重要的经学家。

刘向曾在叙述《春秋左氏传》的传授系统时说：“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

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

卿授张苍。”[2]后来的班固所撰《汉书》说：“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

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3]

由此可见，作为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有着密切的

关系。关于这一点，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还作了详细的论证。他认为，“《九章

算术》的编集与东汉初年经古文学派的儒士有密切的关系”；他还说：“郑众、马

续、马融等人以为人民在生产实践中产生的数学概念和计算方法都是儒家六艺中‘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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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内容，因而把古代相传的算法分别隶属于‘九章’之内。”[4]钱宝琮先生还

认为，《九章算术》以实用“算术”的形式出现，与儒家文化也有密切的联系；他

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

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

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

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

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5]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

章算术》，其结构和实用性的特征是由于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

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

魏晋时期，刘徽作《九章算术注》，把数学与儒家经典《周易》联系在一起。他在

《九章算术注》“序”中认为，古代数学的产生可以进一步追溯到包牺氏画八卦；他

说：

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术，以

合六爻之变。暨于黄帝，神而化之，引而伸之，于是建历纪、协律吕，

用稽道原，然后两仪四象精微之气可得而效焉。

刘徽认为，数学是包牺氏为了“合六爻之变”而发明的，后来经由黄帝进一步发展，

以发挥《周易》“两仪四象”的功效。他还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

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

注。”也就是说，刘徽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

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显然，在刘徽看来，《九章算术》与《周

易》有着密切的关系。

然而，从现代的角度看，《九章算术》与《周易》之间似乎并没有严格的逻辑关系，

把二者牵扯在一起，似有牵强附会之嫌；即使是刘徽的《九章算术注》，我们也看不

出与《周易》有任何逻辑关系。但是，刘徽的确认为《九章算术》以及《九章算术

注》与《周易》有着密切的联系，认为古代数学起源于《周易》。对此，笔者认为，

《九章算术》以及《九章算术注》与《周易》之间的逻辑联系尚待进一步研究，不可

轻易视之为牵强附会而予以否定。

需要指出的是，刘徽把数学与《周礼》的“九数”以及《周易》联系在一起，并且通

过对前人的数学经典作注这一类似于经学研究的方式研究数学，使得数学与儒学密切

地联系在一起；这对于后来的数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以至于后来的数学家一直把

数学看成是儒家之学。

稍后于刘徽的《孙子算经》以提出“孙子问题（一次同余式问题）”以及“中国剩余

定理”而闻名。《孙子算经》“序”说：

夫算者，天地之经纬，群生之元首，五常之本末，阴阳之父母，星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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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号，三光之表里，五行之准平，四时之终始，万物之祖宗，六艺之纲

纪；稽群伦之聚散，考二气之升降，推寒暑之迭运，步远近之殊同；观

天道精微之兆基，察地理纵横之长短；采神祗之所在，极成败之符验；

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

在这里，《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五常之本末”，“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

之理，究性命之情”，显然是把数学与儒学联系在一起。

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他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

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夫为君上者

司牧黔首，有神道而设教，采能事而经纶，尽性穷源莫重于算。昔周公

制礼有九数之名，窃寻九数即《九章》是也；其理幽而微，其形秘而

约。

在这段表述中，王孝通讲到了儒家经典《尚书·洪范》的“九畴”、儒家的“六

艺”以及《周易·说卦传》的“穷理尽性”，并且与以往的数学家一样，也认为数学

来自《周礼》的“九数”。

《夏侯阳算经》则明确把包括数学在内的“六艺”看作是儒家必要的知识基础，

其“序”说：

夫博通九经为儒门之首，学该六艺为技术之宗。

其实，儒家学者也有类似说法。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撰《颜氏家训》，其中的“杂

艺”篇说：“算术亦是六艺要事，自古儒士论天道、定律历者，皆学通之。然可以兼

明，不可以专业。”儒家虽然并不主张以数学为专业，但认为数学是儒家必修的“六

艺”中的重要一科，应当通晓，可以兼明，这足以证明儒家对于数学的包容和重视。

注释：

[1] 《史记·张丞相列传》。

[2] 《春秋左传注疏》“序”。

[3] 《汉书·儒林传》。

[4] 钱宝琮：《〈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与哲学思想的关系》，载《钱宝琮科学史论

文选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5] 钱宝琮：《〈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与哲学思想的关系》。

（原载于拙著《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中华书局200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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