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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數」圈數學教育的幾點思考 
 

夏 瑁 
貴州省畢節師專數學系 

無疑，「中數」圈數學教育，一般說來是與漢字文化教育密切相關的（尤

其是在十六世紀以前），或者說是漢字文化教育中的一個領域；因為漢字文

化中的數學文化完全可以說是與漢字文化同時起步的，中國古代數學（簡

稱「中數」）的表述方式就是與古漢語同出一轍。基於此，凡「中數」圈的

數學教育，很自然的是應該介紹「中數」及其歷史（簡稱「中數史」）的，

又正因為「中數」不及近現代數學有那樣嚴密的思維體系，故「中數」中

的一些思維特徵，也是適合中、小學生的思維特徵的，故筆者在此對「中

數」圈數學教學教育提出以下幾點粗略的思考。 

思考之一，凡「中數」圈數學教育界（一國之內），「中數」及「中數

史」均應有專人進行研究。這是因為，只有專門研究「中數」並有成果的

人才能夠容易將「中數」理解與闡釋得較為接近其「本來面目」。這樣，一

些數學教育研究專家、數學課本編輯與數學教師，才容易知道哪些「中數」

內容（含解題方法），是適合安插（融入）於學生所學的數學知識之中的。

雖然我們不應當要求所有數學教育工作者都去弄懂「中數」原著，但對於

「中數」研究有成果的數學教育工作者，我們應給予大力支持、幫助與鼓

勵。 

思考之二，基於「思考之一」，凡研究「中數」者，只需將其「本來面

目」說明清楚，讓當今的「中數」愛好者能弄清楚其原意即可（研究西方

古代數亦如此。筆者並非認為研究古代數者可以不懂必要的近現代數學知

識），不必要將其直接轉換成近現代數學的形式（因為這是當今數學教育專

家與數學教師或數學愛好者自己的事情）。筆者認為，這樣既可以使「中數」

與近現代數學之間的兌換表達少（或不）出現「牛頭不對馬嘴」的現象；

更為至關重要的是，這樣才有利於研究「中數」的專家真正專注於對「中

數」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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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中數」中給一個應用題的解答，往往原著中只有一個最後答案。

有的專家只是運用近現代數學知識去表達古人的解題過程，而略去了對古

人解題過程的研究；筆者認為，這是「中數」研究中的一種失誤，因為今

天的讀者並不能由此看出古人的解題過程究竟是怎樣的；而只有根據原題

意，撇開近現代數學的表達方式，將古人解答此題的原思路與表達形式盡

最大可能地挖掘（即「直譯」─不祇局限於「中數」範圍）出來，才算是

在真正地對「中數」進行中肯地研究，才能讓古人的解題思想方法重見天

日，從而達到「古為今用」之目的。為此，不妨在下面舉例說明之。 

例一： 李白無事街上走，提著酒壺去買酒； 

 遇店加 1 倍，見花喝 1 斗； 

 3 遇店和花，喝光壺中酒。 

 試問壺中原有多少酒？ 

此題大意為：李白每一次遇到酒店，都要買酒，其數量與壺中存有酒

數量相同，而且每次遇店之後又見到花時，同樣均喝去 1 斗酒；在第三次

遇到店和花之後，喝光了壺中的酒。試問，首先遇到酒店之前李白的酒壺

中原來裝有多少酒？ 

古人解答此題的思維方式，一般應當是首先緊緊抓住第三次遇店之後

只剩下 1 斗酒，故在此次遇店之後「見花喝 1 斗」，即「喝光壺中酒」。由

此可見，在「第三次遇店」之前壺中只有 2
1

 斗酒（因為「遇店加 1 倍」），

再加上第二次見花喝去的 1 斗，那麼第二次遇店之後壺中有 2
3
（即 2

1
 + 

1）斗酒；由此可得「第二次遇店」之前壺中只有 4
3

 斗酒，再加上第一

次見花喝去的 1 斗酒，那麼第一次遇店之後壺中有 4
7
（即 4

3
 + 1）斗酒；

所以，「第一次遇店」之前壺中原有的酒就應該是 8
7

斗酒。古人的這種解

題思路，對於培養學生的逆向思維（即執果索因）能力是頗有益處的（這

種能力尤其在社會科學中有著廣泛地應用），雖然看上去好像麻煩一些。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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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如果不用心去挖掘出古人的這種解題思路，而用近現代數學知識去解

之，則只需解一道比較簡單的 1 元 1 次方程（2[2(2x − 1) − 1] − 1 = 0）即可。

然而，這對於普通的數學愛好者來說，得此「簡單」的解題方法，即感滿

足了，對於前面所談古人的解題方法，則「擦肩而過」，也許永遠不會知道。 

例二：1 個老牧民有 11 匹馬，臨終前對 3 個兒子說：「我死後你們把

這 11 匹馬分掉，老大得 2
1
，老二得 4

1
，老三得 6

1
；但是不准把馬殺

掉。」說完，老人就長眠了，3 兄弟分來分去，總是找不到一個恰當的辦

法。你能替他們想出個好辦法嗎？ 

其實，這道題的解答過程並不複雜，關鍵看研究者是否能吃透古人的

這道「智慧型」題目。很顯然，3 兄弟直接分得馬的匹數分別是老大得 2
11

 

匹；老二得 4
11

 匹；老三得 6
11

 匹。可是 11
6

11
4

11
2

11
<++ ，而 

12
11

6
11

4
11

2
1111 =⎟

⎠
⎞

⎜
⎝
⎛ ++− ；現在 3 兄弟又必須分完這 11 匹馬，就應該

有 11
12
11

6
11

4
11

2
11

=+++ ；即 11
6
1

4
1

2
1

6
11

4
11

2
11

=⎟
⎠
⎞

⎜
⎝
⎛ +++++ ；

（注：解此題的絕妙之處，就是 6
1

4
1

2
1

++  中的 2
1

、 4
1
、 6

1
，又剛

好是老大、老二、老三分別應分得馬匹的份數）由題意與加法結合律可得 

11
6
1

6
11

4
1

4
11

2
1

2
11

=⎟
⎠
⎞

⎜
⎝
⎛ ++⎟

⎠
⎞

⎜
⎝
⎛ ++⎟

⎠
⎞

⎜
⎝
⎛ +  匹 。 所 以 ， 老 大 分 得 馬 

6
2
1

2
11

=⎟
⎠
⎞

⎜
⎝
⎛ +  匹；老二分得馬  3

4
1

4
11

=⎟
⎠
⎞

⎜
⎝
⎛ +  匹；老三分得馬 

2
6
1

6
11

=⎟
⎠
⎞

⎜
⎝
⎛ +  匹。 

這種解法，才完全體現了古人給出此題的原本意義。所以，此題的確

是一道優秀的「智慧型」題目，我們完全應該將之介紹給廣大學生（湖北

少兒出版社將此題編入《1988 年初一數學暑假作業》、湖南教育出版社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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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亦將此題編入《世界數學名題趣題選》，的確是具有慧眼的）。那種只

知道用近現代數學知識來解此題，是違背了出題者的本意的 [1]。 

思考之三，在數學教育過程中貫穿一些「中數史」，並插入一定的「中

數」知識的時候，必須和諧得體，既不加重學生的學習負擔，又能使學生

對數學更感興趣。例如，我們小學生背誦「九九乘法表」是從「一一得一」

開始，而古代小孩背誦此表則是從「九九八十一」開始；這就完全可以引

導學生探討和研究一下，究竟是哪一種背誦順序比較便於記憶？這樣的引

導，對於天真爛熳的小學生來說，他們的興趣是很濃的，是樂意去反復琢

磨的。諸如此類的例子不少，請恕筆者不再贅述。 

思考之四，在實現「思考之三」的過程中，應便便將與某一「中數」

知識有關的數學（數學教育）家的生平、人品、個性與其時代背景等簡介

給學生（口頭或書面，有條件的最好以口頭與書面並行的形式），但又不弄

成嚴格的「中數史」數學，例如，在學生學習 (a + b) k (k = 2 , 3 , 4 , 5 , ……)
的展開式時，當然可插入「賈憲三角」（後人也有稱「楊輝三角」，西方稱

之為「帕斯卡Pascal三角形」），是「中數」中著名的「開方作法本源」圖，

而「賈憲三角」（約公元 1050 年）卻比「帕斯卡Pascal三角」（約 1654 年）

早大約 600 年出現 [2]。這時即可將賈憲、楊輝的生平、業績與時代背景等

（尤其是「中數家」們的人文精神與詩、詞、歌、賦這方面的作品）簡介

一點給學生，學生當然是很高興與覺得非常新奇的。 

筆者認為，只有至少實現以上幾點思考的「中數」圈數學教育，才真

正體現「中數」圈數學教育特徵的數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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