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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风暴、问卷调查等方法。当然，如能搞出个数理模型，确定相应的边界值，通过计算（甚至计算机计算），

倒可以为具体发明事项的确定提供参考。

普及中国发明创造，任重而道远

郭书春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培根、马克思等科学与思想巨擘推崇中国古代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等三大发明（后来人们又加

上了造纸术，成为四大发明），认为它们改变了整个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预告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

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们以及当时整个欧洲社会，对中国的科学贡献知之甚少。

实际上，从公元前二三世纪《九章筭术》成书到14世纪初，中国传统数学一直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

我们的先民在世界上最早使用了十进位值制，创造了当时最方便的计算工具—算筹。“运筹于帷幄之中，

决胜于千里之外”。运用算筹，取得了分数四则运算法则、比例及比例分配算法、盈不足算法、圆周率计算、

解勾股形、开方法、线性方程组解法和多元高次方程组解法、垛积招差、同余方程组解法等具有世界意

义的重大成就，这就是所谓“筹算”。三世纪刘徽更是在世界数学史上首次将极限思想和无穷小分割方法

引入数学证明，他提出的刘徽原理及其证明方法已经接触到1900年希尔伯特第三问题。金元数学家还创

造了半符号代数学“天元术”和“四元术”。更先进的计算工具珠算盘在宋元产生并在明代普及，至今在

中国和东亚流传、使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数学的算法体现了程序化和机械化思想，对今天的数

学教学和数学研究仍有启迪作用。

值得高兴的是，不仅中国数学史界，即使许多日本和欧美的学者，只要不带欧洲中心论的偏见，也

对中国传统数学表现出异常的兴趣，做出客观的评价。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

动向中国科学院提出，将中法对照《九章算术》列入中法科学合作计划。该书在2004年出版后，很快脱销，

不到一年就第2次印刷，并获法国学士院奖。国际数学史学会前主席 J. W. Dauben（道本周）教授在上世

纪80年代中期接触中国古代数学，不久便约请北京、台北、新加坡的学者，向美国人文科学基金会申请

了将中国传统数学奠基时期的数学典籍总集《算经十书》译成英文的课题。最近我们合作完成了汉英对

照《九章筭术》。可见，只要是真正的学者，在了解了中国传统数学之后，是会采取恰当的态度的。

可是，由于欧洲中心论在学术界根深蒂固，也由于中國近代数学落后，贬低中国的思潮随处可见，

即使某些表面上褒奖中国的东西，其前提仍是中国古代数学落后的偏见。所谓“中国剩余定理”便是一例。

《孙子算经》“物不知数”问的同余方程组解法在西方称为“中国剩余定理”。南宋秦九韶《数书九章》提

出“大衍总数术”将这一方法发展到17世纪以前登峰造极的程度，近代数学大师欧拉、高斯才在有的因

素上超过秦九韶，有的还未达到秦九韶的高度。著名数学家关肇直审查《中国大百科全书 ·数学卷》第一

版的条目时反对使用“中国剩余定理”这一术语。他说：这一术语表面上是褒奖中国，实际上是贬低。西

方认为中国古代数学无足道者，从传教士那里知道《孙子算经》的这一贡献之后，感到惊讶，便冠以国名。

你们在数学中见过‘英国定理’、‘法国定理’吗？连‘印度定理’也没有！关先生的话是有道理的。从

新文化运动起，经过李俨、钱宝琮等一代代数学史家的不断努力，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古代数学在14
世纪初之前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达1500年。但是一位言必称希腊的研究员，在一家重要的科学报上发表“宏

论”，竟说“中国古代数学交了白卷”，实在是无知。

这向中国科学技术史工作者提出了一个义不容辞的任务：宣传、普及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创造，以使

国人，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了解我们先民的贡献，提高民族自豪感，为早日实现中国科学技术现代化奋发

图强。同时，开展广泛的科学技术史的国际交流和合作，使国际学术界了解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我们

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任重而道远。在这里，我提两项建议，一是中青年学者利用自己外语好的特长，尽

量争取多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使用外文写作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学术论文。二是与母语是外文的学者

合作，将中国古代主要科学技术典籍翻译成外文，为外国学者提供第一手资料。由于国内贬低中国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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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成就的根子在国外，后一项更为重要，也更为艰巨。

从中西发明的比较试谈科学文化的兼容性和互补性

罗见今

（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22）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华觉明先生的项目“中国人发明了什么”提出重大发明应有30项，引起了科技史

界的关注和讨论。

笔者在座谈会上举出近年国际上类似研究有：A.英2007《独立报》“改变世界的新发明”101款，B.《印

度时报》2007-11-19“改变世界的50项发明”，C.伦敦科学博物馆2009-11-06投票评选出百年来最具意义、

能够改变世界的10项发明，D.美《大西洋月刊》2013-11“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50大发明”（《参考消息》

2013-10-31-11），由12名科学、史学、技术专家列举车轮发明以来六千年最伟大的创新。E.美多集电视片“20
世纪震惊世界的发明”等，这些可供借鉴。

以上诸项各有特点：①主题定位：或“改变世界的”，或“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或“震惊世界的”。

②时间定位：“百年”，或“六千年”，或“20世纪”。③选取标准：“最具意义”，“最伟大的”。④全球发明，

各国皆选：如AB均把中国东汉珠算列在第一。⑤古代较少，近代较多。⑥有的细化，贴近生活：如E，第

1集仅10年就列举近20项，心电图、玻璃纸、吉列刮胡刀片等赫然在列。⑦选项数量：10-100多项不等。

⑧选出方法：或投票评选，或由多位专家列举。

笔者认为D文约1/3与华觉明所提项目相关，在会上提出4点：

⑴D文第42项“纸币，11世纪，是处于现代经济核心的一个抽象概念。”实即宋1023年发行的纸币“交

子”，是经济发明而非技术的。华第5项“汉字”为文化发明，亦非技术，因而“交子”也可列入；由是

观之，像音乐中的舞阳骨笛、编钟等乐器，娱乐中的古六博、汉博局占、宋麻将等游戏，⋯⋯皆可有入

选的资格。⑵D文第34项讲格列高利历，立即使人联想起农历：既现月相盈亏，又合寒暑时令，干支相

配纪日，六十周而复始，始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贯通古今，历经千闰年、百万日而不衰，历史影响

太大了，故天文历法也应列入。⑶D文第12项“卫生系统，19世纪中期，这是人类比1880年多活40年的

主因”。对比中医的卫生保健法，形成更早；如至迟汉代创健身体操“导引术”；康乾时百姓寿命增长、人

口增至4亿，卫生保健为保障之一，卓有贡献。⑷D文第38项“科学植物育种法，1920年代。”而前1世

纪《汜胜之书》提出小麦穗选法；6世纪《齐民要术》载多种家畜和作物应用人工选择新品种；宋代王观《扬

州芍药谱》论述遗传性和人工促成变异。达尔文《物种起源》说：“如果以为选择原理是近代的发现，那

就未免和事实相差太远，在一部古代的中国百科全书中已经有关于选择原理的明确记述”。

以上涉及科学文化的兼容性和互补性。各民族善于学习，取长补短，从科学史来看，交流与吸收形成“兼

容”与“汇通”。简言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里弃用文化学常见的“包容”与“同化”，因各种文

化的基因大抵还都保存着，就像DNA，无论混血多少次，遗传基因（除偶有变异）还在，当然总体地表

现为新的形式；而后两词不当，带歧视色彩，此不详述。要证明某种发明纯属某个民族，会遇到特别困难。

如，华第6项“十进位值制记数法”，称“中国至迟在春秋时期已用此法⋯⋯这是中国人在数学领域内的

一项原创性重大发明，如今，全世界都采用十进位制。”史载，约5100年前古埃及人就有了10进位数字。

第一王朝（始自前3100）法老纳尔迈的权杖上刻有数字符号，虽无“0”也非位值制；而把十进位制推向

世界，印度—阿拉伯数字功不可没。史学立论不易，驳论尤难，要害在证据；而“证无三不立，无五不驳”，

要证明算筹与此有关或无关，希能见到充分证据。数字成为今天的一种世界语言，融汇了古埃及、中、印、

阿拉伯几大文化的贡献，难解难分，靠单一文化似无从解释。

又如，4-5千年前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创太阴历，大月30天，小月29天，一年12个月354天，置闰补

11天以合太阳年。由是观之，似乎农历西来，或为自创，但均须确证。可肯定的是干支纪日为华夏人首创，

即汇通之中亦有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