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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陵张家山竹简《算数书》初探

杜 石 然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内 容 提 要

1 9 8 4- 年江陡县张家山 西 汉早期墓葬中出土的竹简算书
,

其成书年代

比 《九章算术》早一个半世纪 多
,

是新发现的一部中国古代最早算书
。

它 大致上亦为问题集的形式
,

其 中有些文 句与 《九章算术》极相 类似
。

该算书的 出土
,

引起 了学术界衬《九章算术》中均输等算法添流 的讨论
。

1 98 3 年 12 月至 19 84 年 1 月
,

考古工作者在中国湖北省江陵县西北大约 1. , 公里处

的张家 山(位于著名的楚都纪南城遗址西南 ), 发掘了三座西汉古墓偏号分别为 M 2 4 7
、

M 2 4 9
、

M 2 5 8 )
,

出土了许多文物
,

其中有大量竹简
。

在 M 2 47 中出简最多
,

有一千余支
,

尤

为珍贵
。

这批竹简 (除特殊说明外
,

均出自 M 24 7)
,

经整理
,

有下列 内容 :

汉律
: 五百余支

,

可与云梦秦简中的
“
秦律

”

相媲美
,

律名中有
“
均输律

”

等 ;

《奏澈书》
:
约二百支

,

是与法律
、

案例有关的书 ;
_

《盖庐》
:
兵阴阳家言 ;

《脉书》: 可补马王堆 帛书《五十二病方》卷前佚书 ;

《引书》
:
可与马王堆帛书《导引图》相互参看

。

此外还有择 日吉凶的《日书))( 出自M 24 9 )
、

历谱 (M 2 58 也有历谱出土 )和遣册
。

第 2 4 7 号墓中还出土了一部《算数书》
,

引起了各地数学史研究工作者的极大注意
。

据推断
,

M 2 47 的下葬时间
,

大约是在吕后(公元前 1 8 7一前 1 80 牟吞位 )至文帝(公元

前 1 79 一前 1卯 年在位 )初年
。

M 2 47 出土的竹简
“历谱

” ,

在惠帝元年(公元前 1 94 年 )条

下记有
“
病免

”

二字
。

出土竹简中还有医书
、

兵书
、

吕后时期的律令
。

再以遣册和实物相对

照
,

还有算筹
、

笔砚和鸿杖等物
。

可见
,

M 2 47 的墓主当是一位能书会计
,

亦文亦武
,

曾经

作过官的长者
。

过去
,

通常人们认为《九章算术》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数学著作
,

据钱宝琼考证
,

大约成

书于公元 1 世纪的下半叶¹ 。

但此次出土的《算数书》却要比《九章算术》早一个半世纪以

上 ;而且《九章算术》是辗转传抄的传世本
,

《算数书》则是当时竹简算书原物
。

因此
,

《算数

书》引起各方面学者
、

专家的注意是理所当然的
。

¹ 钱宝琼主编 : 《
中国数学史

》 ,
科学出版社

, 19 64年 ,

第 3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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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地下埋藏过久
,

竹简叠压在一起
,

揭剥整理工作十分困难
,

加之还有一些其他

原因
,

整理工作至今尚未完成
,

简文全部也尚未发表
。

因此本文大部分还只能依靠发掘报

告等已公布的资料¹ ,

只能算是一次
“

初探
”。

《算数书》大约有竹简二百支
,

其中 180 余支较完整
,

10 余支已残破
,

总字数约为七千

余字
。

据谈在一支竹简的背面发现写有
“
算数书

”

三个

字
,

当是此书的书名
。

图 1 是已发表的两支《算数书》

竹简º 。

在竹简上还可隐约辨认出当初把竹简编在一

起的韦编的痕迹
,

可知当时此书是成卷下葬的
。

因在

地下年久
,

韦编断绝
,

又经水浸
,

竹简漂浮
,

竹书散乱
。

图 1所示的两条简文中
,

有一条是关于分数的内容
。

具

体简文是
:

“
增减分 增分者增其子

,

减分者增其母”

写在简头的
“
增减分

”

是一个标题
,

下隔一
、

二字之

后
,

便是此条标题下的简文内容
。
《算数书》的全部竹

简
,

大都采取了这种形式
,

当然也有只有简文而未附小

标题的情况
。
《算数书》已整理出的部分

,

共发现小标题

有 60 余个
。

和上述
“
增减分

”

类似
,

还有
“
分乘

” 、 “

相

乘
” 、“
合分

” 、“经分
”等小标题

,

它们都是以算法的内容

来命名的 ; 此外还有
“里田

” 、 “
方田

” 、“

税金
” 、“

金价
” 、

“
程禾

”

等小标题
,

它们则是以当时社会需要的各种具

体算题来命名的
。

从简文的内容上看
,

上述
“

增减分
”

一条讲述的是
“增减分

”

算法的一般法则(分子增加可

使分数增值
,

分母增加可使分数减值 ) 并未引具体算

题 ; 而《算数书》更多的简文内容
,

则是一些具体的算题

以及答案和解法
。

这也就是说
,

《算数书》也是各种具

体数学算题的汇集
。

此点与《九章算术》极相类似
。

不

仅如此
,

《算数书》中的某些算题和《九章算术》中相应

的算题
,

其中的文句也都是基本相同的
。

下面分左右

两侧给出 《算数书丫少广
”

小标题下的简文和 《九章算

术》
“

少广
”

第一题的文字
:

卜以性旧眼包只犷41|忿卜.州卜

图 1 《
算数书

》

竹简

《

算数书
》

“
少广 : 广一步半步

。

以一为二
,

半为

‘九章算术
·

少广
·

第一题
》

“
今有田广一步半

,

求田一亩
,
问从 (纵 )几

¹ 荆州地区博物馆
: “江陵张家山三座汉墓 出土大批竹简

” ; 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 “

江陵张家山汉简概

述
” , 此二文均载

《
文物

》 , 工9 8 , 年第 1期
。

又见李学勤
: “

中国数学史上的重大发现
” , 《文物天地

》 , 19 85 年第

1 期
。

À 同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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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同之三

,

以为法
。

即直(置 )二百册(四十) 何?

步
,

亦以一为二
,

除如法得从(纵 )步
,
为从 答日 : 一百六十步

。

(纵)百六十步
。 ”

术日 : 下有半
,

是二分之品
。

以一为二
,

半

为一
,

并之得三
,

为法
。

置田二百四十步
,
亦以一

为二乘之
,

为实
。

实如法得从步
。” ¹

除此条之外
,

据谈还有与《九章
·

少广》第二至九
、
《九章

·

衰分》第四
、

二十等问相类

似的简文
。

《算数书》比《九章》成书早
,

且有上述一些极相类似的文句
,

二书之间可能有

某些传承关系
。

但是二书不同之处也十分明显
,

例如其一名为
“
算数

” ,

而另一则为
“
算

术
” ,

其一有 60 几个小标题而未分章
,

另一则已分为九章
。

关于《九章算术》的源流
,

刘徽曾写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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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司农中垂耿寿昌皆以善算命世
。

苍等因旧文之遗残
,

各称删补
,

故校其目则与古或异
,

而所论

者多近语也
。”º

其中
“周公制礼而有九数

” ,

本源自《周礼
·

地官
·

司徒
·

保氏》
,

东汉郑玄释为
: “九数 :

方田
、

粟米
、

⋯⋯盈不足
、

旁要
,

今有重差
、

夕架
、

句股
”。

显然郑玄是以《九章》来解释
“九

数
”

的
。

再参见《汉书
·

艺文志》中未曾注录《九章》而仅有
“《许商算术》二十六卷帐社忠算

术》十六卷
”

等情况
,

可见《九章算术》成书年代不会太早
。

在张苍
、

耿寿昌
、

许商
、

杜忠等人

中
,

耿
、

许
、

杜三人生活年代均在 M 247 墓主之后
,

只有张苍高祖六年(公元前 202 年 ) 封北

平侯
,

吕后八年 (公元前 180 年 )为御史大夫
,

与张家 山M 24 7 号墓主是生活在同一时代的

人
。

可惜的是
,

我们还不知道张苍和《算数书》之间是否存在任何关系
。

如上文已述 M24 7 出土竹简汉律中
,

有关于
“均输律

”

的简文出现
。

在过去
,

一般都认

为汉武帝太初元年 ( 公元前 104 年)郡国始置均输官
,

施行均输法
,

《九章》中均输章的问

题
,

应在太初元年之后
。

此次张家山竹简汉律中均输律的出现
,

使这一论断需要进行修改
。

其实均输问题的产生
,

实可推至先秦
。

《周礼
·

地官
·

大司徒》中述及
“大司徒之职

”

时说
:

大司徒
“⋯⋯以土会之法

,

辨五地之物生⋯⋯ ; 以土宜之法
,

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土均

之法
,

辨五物九等
,

制天下之地征
,

以作民职
,

以令地贡
,

以敛财赋
,

以均齐天下之政
” ,

并

设有
“
均人

”

的官职 : “均人掌均地政
、

均地守
、

均人民牛马车荤之力政,’( 郑玄注 : “
政读为

征
,

地征谓地守地职之税也
” 。

)»
。

上述大司徒的
“
土均之法

”

和“均人”
的职责

,

实际上都

含有均输的内容
。

因此可以认为《九章》中的均输算法
,

和《九章》中许多其他算法一样
,

都

可能是早已有了的
。

综上所述
,

可以看出这部比《九章算术》还早的竹简《算数书》的出土
,

其意义确实十分

重大
。

它完全可以和巴比仑的泥板算书以及古埃及的纸草算书相媲美
。

从《算数书》中的

60 余个小标题来看
,

其内容包含了整数
、

分数的四则运算
,

各种比例问题
,

各类面积
、

体积

的计算等等
。

我们希望整理工作能够早 日结束
,

以便使全世界的数学史工作者得以一睹

其全貌
。

¹ 钱宝综校点 : 《
算经十书

》
上册

, 中华书局
, 196 3 年 ,

第 14 4 页
。

À 刘徽 ; 《
九章算术注

·

原序
》 ,
钱宝琼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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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经十书

,
上册

,

中华书局
, 19 6 3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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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N A R IT H M E T IC ) W R IT T E N O N Z H A N G JIA SH A N

B A MB O O S T R IPS

D u S丛r an

A bs tr a e t

In 198 4
, a m a them

a tie a l w o rk o n ba m b o o str ip s d a tin g fr o m the fi r st ha lf o f Zn d c e n -

tu ry BC w a s e x e a v a te d fr o m a ro

mb (M
.

247 ) o f W es te r n H a n D yn a s ry a t Z ha n g iia sha n

(张家山) n ea r Jia n gl in g (江陵 ) 10 H u b e i p r o vin c e
.

孔
e n a m e o f ‘h is m a the m a tic a l w o rk

认
·

a s w r itte n o n the b a c k o f o n e o f th e ba m b o o str iPs
.

N i炸。 Ch aP不e r : o 移 , h。 人了a zhe哪a tic a l A r t

(《九章算术》) h a s lo n g be e n r e g a r d e d a s the e a r lies t m a the m a ric a l w r itin g o f a n e ie n ‘ Chin a
·

B u t th e situ a ti o n
叩w h a s be en eha n g e d

·

T he r e 15 a lot o f s im ila r ity b erw 配 n the se tw o m a the m a tie a l w o r k s
.

T his a rtic le is a Pre -

lim in a r y r es ea r e h o n rhe m a th em a : ic a l w o改 o n b a m b o o st riPs fo u n d 五t Z h a n g jia sha 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