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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此次编写的《数学史简明教程》是为高等院校数学专业的本科生开设数学史选修课程所使用
的教材，也是中、小学数学教师和广大数学史爱好者的重要参考资料。
根据多年从事数学史教学的经验，这次编写数学史教材的初衷是希望能够区别于以往的教材。
由于以往的数学史教材偏重于学术化、专业化、系统化，因此一般篇幅过大，很多内容是论证性、研
究性的，不大适合做数学专业本科生的教材，所以这次我们特别注意：在内容上虽然不必求全求多，
但是注意突出重点，并在语言表述上尽可能地通俗易懂。
　　为了能够在编写思路上有所突破，这次编写力图与当前基础教育数学课程改革的要求相一致，与
新的数学教育理念相结合。
因此，针对中学数学教育的实际需要，尽可能将数学文化、数学的思想和方法（例如算法）、数学知
识的来龙去脉、数学观等渗透其中，让学生在学习数学史课程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体会到这些东西，
从而扩大他们的数学视野、增长数学见识，并生发出对数学这门学科自然而然的热情，形成正确的数
学观及其价值观。
所以，这就需要在选取材料时注意内容的趣味性、思想性、借鉴性、启示性和典型性，注意语言的可
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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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学史简明教程》作为高等院校&ldquo;数学史&rdquo;课程的教材，先把有关参考书目的情况
介绍一下是很有必要的。
以往人们将数学史方面的书籍（包括用做数学史课程的教材）称作&ldquo;中外数学史&rdquo;，或者
称作&ldquo;世界数学史&rdquo;。
前者往往是把中国数学史与外国数学史截然分开，各成体系；而后者一般是把中国数学史与外国数学
史融汇，因为&ldquo;世界&rdquo;本身就包含&ldquo;中国&rdquo;。
可是，过去也有人把&ldquo;外国数学史&rdquo;称作&ldquo;世界数学史&rdquo;，其原因也许是作者不
了解中国数学史，因此无法将中国数学史的内容纳入其中。
当然，更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几十年前，完整和系统地介绍中国古代数学史的书籍太少。
所谓&ldquo;外国数学史&rdquo;也主要是&ldquo;欧洲数学史&rdquo;（甚至仅仅只是从古希腊到西欧诸
国的数学史），其重点介绍的是近、现代数学，因此看不到中国古代数学对现代数学的影响。
事实上，中国古代数学自成体系，就古代初等数学体系而言，除了欧洲从古希腊数学开始发展的一套
体系外，只有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另一套体系，而且对古代世界数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甚至一
直影响到近现代的世界数学的发展。
因此，如果&ldquo;世界数学史&rdquo;不介绍或者不系统地介绍中国古代数学史部分，那将是一大缺
憾。
　　由于上述原因，后来有人宁愿把包含中国部分的&ldquo;世界数学史&rdquo;称作&ldquo;中外数学
史&rdquo;，以此来区别那些不含中国部分的&ldquo;世界数学史&rdquo;。
近几十年来，介绍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书籍越来越多，情况有所好转，但如果再用&ldquo;中外数学
史&rdquo;的书名，有把中国数学史与外国数学史割裂开来之嫌，因此简称&ldquo;数学史&rdquo;的就
更多了。
也有人称这类书（包括教材）为&ldquo;数学思想（发展）史&rdquo;，这种称谓与上述名称的内容没
有太大区别，因为谈数学思想史离不开数学内容本身，谈数学内容的发展历史，也离不开数学思想的
发展。
因此，简称&ldquo;数学史&rdquo;的书籍也应当包含数学思想发展的脉络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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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数学萌芽时期（远古～公元前6世纪）　　第一章　数学的起源　　数学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的？
在什么地方起源的？
要准确地回答数学起源的时间和地点，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它发生在距今已非常遥远的蛮
荒时代。
如果把人类产生的有关数目以及物体大小和形状的观念作为数学起源的标志，那么可以追溯到旧石器
时代末期，因为考古学家有证据表明：人类远在五万年以前就有了某种计数方法。
而一般科学史家认为：数学是在不同的地方先后独立产生的。
因此，处于数千年乃至数万年以前的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都曾是数学的起源地。
　　在众多学科中，数学与天文学是历史最悠久的两门学科。
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步进化，简单的计算已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情，特别是进入新石器时代（距今
七、八千年以前）以后，由于劳动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和交往的增多，逐渐产生了史前时期的数学（
即文字产生以前的数学）。
那么，现代人是怎样了解到史前时期原始人的数学活动情况的呢？
　　了解史前时期数学状况的主要途径有：　　（1）借助于考古工作中发掘出来的遗物，如竹片、
木块、动物的甲骨、岩石上的刻痕以及劳动工具、日常用具、建筑物上的图案等物进行推断。
　　（2）对于地球上现存原始部落中生活的人们的语言、思维等进行实地考察。
　　（3）对各民族语言、文字的产生、演变以及发展的历史和关系进行分析等。
在此基础上，加上适当的逻辑判断与合理推测，就有了早期数学的轮廓。
经考查得出如下重要结论：　　（1）数学起源于人们的实际需要。
　　（2）最初的数学知识主要是围绕&ldquo;形&rdquo;与&ldquo;数&rdquo;这两个基本概念逐渐展开
的。
即所谓&ldquo;数起源于数，量起源于量&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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