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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漫談

對此，我很認同，這的確是

件不可想像的事，因為中國人本

來就沒用「壹、貳、叁」來過算

數，同樣也沒有用「一、二、三」

來算過數，那麼中國人用甚麼算

數呢？

中國古人的數字怎麼寫

說到這個問題之前，先說

說中國數字的寫法，「壹、貳、

叁」，我們稱之為大寫，「一、

二、三」，我們稱之為小寫。無

論是大寫，還是小寫，這兩套數

字準確的說，並不是真的數位，

而是數位的漢字寫法。中國古人

會用「壹、貳、叁」或「一、二、

三」來記錄一些資料，但在真正

的運算當中，中國人用的卻是另

一套算籌數字。

而這套算籌數字是非常聰明

的。算籌數字的寫法，與阿拉伯

數字對應來說：0就是一個空心

令人驚歎的中國數字
文︱宋紫鳳

以前聽過一種說法，說

中國人的數學很笨，多

虧引進了阿拉伯數字。

用阿拉伯數字算數多方

便、快捷，如果用中國

數字「壹、貳、叁」來

算數，是一件多麼不可

想像的事。

圈；1是一條豎線；2是兩條豎

線；3是三條豎線；4是四條豎

線；5是五條豎線；6是上面一

橫，下面一豎，很像英文中大寫

的 T；7便是在這個大寫 T的

基礎上，一橫下面變成二豎；8

是一橫下面三豎；9是一橫下面

四豎。

這樣聽起來，可能會覺得中

國數字寫起來很麻煩，實在看不

出聰明在哪裡。這就要說到第二

個問題，衡量一套數字體系是否

聰明，並不只與每個數字寫法的

簡易或繁瑣有關，而更多的是與

它所對應的數學概念是否方便於

計算有關。而中國算籌數字就是

非常方便於計算的，這是因為它

的含義不只是一個數，還包括了

位的概念。比如：剛才說的 1∼

9的算籌數字，不只是一個個位

元數，也可代表百位、萬位；比

如：相當於 1的一條豎線，同

時也可以代表百位上的 100、

萬位上的 10000、百萬位上的

1000000⋯⋯又如：代表 6的T，

還可以代表百位上的 600、萬位

上的 60000等。

個位、百位、萬位是如此表

達的，那麼十位、千位、十萬、

千萬⋯⋯又要如何表達呢？這就

是另一套寫法了。把代表 1的豎

線橫著寫，就代表 10，也可代表

1000、100000 等，把代表 2 的

兩條豎線橫著寫，就代表 20、

2000、200000等等。這一套寫

法也同樣是 9個符號。

由於中國算籌數字有了位

元的含義，於是中國人可以用

這十八個符號，如果再加上一

個零，就是十九個符號，自由表

達不管多大的任何數字，比如：

316就可以用「III一 T」來表示。

可以看出，算籌數字除了長

得與我們今天所熟悉的阿拉伯數

字不同之外，在數學意義上，是

完全一致的。他們都是進位制，

而且是十進位記數法的數學體

系。所以說，中國人發達的數學

思想是往古就有的，非是因阿拉

伯數字的傳入才有的。

得天獨厚的十進位

不僅如此，從歷史上看，中

國人的算籌數字更遠遠發達於阿

拉伯數字，或任何一個民族的數

字。這是因為中國算籌數字體系

有著與生俱來的十進位的特點。

這是其他任何民族，包括：古埃

及、古巴比倫、古希臘、古印

度、古羅馬等，這些古老文明中

都沒有的現象。在中國以外的任

何民族和地區，十進位計數法都

是經過一個更長的發展過程而後

才出現，而中國人自有數字以

來，就有十進位的數學概念。

以阿拉伯數字來說，剛才我

們說，中國算籌數字與阿拉伯數

字的數學含義是一致的，但這個

數學含義，在中國數字中幾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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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雁長飛塞北風，凌威獵獵打旗聲。

白雲堆卷倚邊城，永樂大帝御親征。

風從虎，雲從龍，大明侍衛赴征程。

請纓帶甲礪鋒鏑，勇士豪傑佼錚錚。

精忠報國效武穆，披肝瀝膽秉丹誠。

習武豈羨白頭翁，投軀敢盼得全生。

榮光伴駕隨主戰，天子守邊開鴻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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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祖自將羽騎衝，神機營裡藏機鋒。

若臨八陣之臥龍，若振九垓之鯤鵬。

再看七十二衛五軍營，虎賁三千誰與爭。

身法矯健跳轉騰，八仙過海各顯能。

烽煙莽莽敵虜遁，浩氣英風任縱橫。

翰海為鐔天山鍔，胡塵一掃旋紫城。

遷人得返樂躬耕，應天安民五穀豐。

威德遐被神功烈，大漠從此復清澄。

文︱趙長歌

天子守邊，遠征沙漠，永樂大帝朱棣

開創了歷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為抵

禦來自北方的威脅，他遷都北京，興建紫

禁城，締造三大營 —— 五軍營、三千營和

神機營。五軍營設七十二衛，擁步兵和騎

兵；三千營得名或自《書經》、《史紀》之

「虎賁三千人」，全為騎兵；神機營是大明

的火器部隊，科技先進。三大營是大明的

精銳之師，內拱帝京，外備征戰。

永樂八年（公元 1410年）起，明成

祖五次親征漠北，三大營隨駕征行。明

成祖領軍，親自「率精騎衝陣」，勇猛非

常。排兵布陣，步內騎外，騎兵外圍為神

機營，變幻莫測。八陣圖是諸葛亮軍事上

的非凡創造，明成祖布陣，有如臥龍再世。

明成祖第一次親征時，至凌霄峰，

他登上絕頂，看萬里蕭條，告訴隨侍說：

「元盛時，此皆民居也。」還軍時，至擒胡

山，他命人勒石銘功曰：「瀚海為鐔（音：

xín），天山為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
至清流泉，勒石銘功曰：「於鑠六師，禁

暴止侮。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明史》

中讚頌明成祖「威德遐被，四方賓服」、

「幅員之廣，遠邁漢、唐。成功駿烈，卓

乎盛矣」。

2019年，神韻晚會節目《大明侍衛》

再現歷史輝煌，塞外古戰場上，永樂大帝

的御前侍衛正一展身手。

觀神韻晚會之《大明侍衛》神 來 之 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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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WINNIE WANG

天然的，而在阿拉伯數字的發展

中，卻是經過了一個相當長的過

程。所謂的阿拉伯數字，其實是

西元三世紀發源於印度，但當是

的基本數字卻只有 3，而不是 9，

所以，超過 3之後的計數就需要

用公式來表達，如：4是 2加 2。

到了西元六世紀，印度才真正使

用十進位記數，而這套數字體

系大約在西元九世紀才傳入阿拉

伯，又傳入歐洲的。

然而中國人的算籌數字，做

為一種工具來講，早在西元前七

世紀的春秋戰國時就已使用。至

於它的符號之下所包含的十進位

數字學概念，則是更早已有之，

有多早呢？僅從實物中看，商代

甲骨文中就可以找到十進位記數

的文字。

十進位記數法意味著甚麼

呢？最直觀的一個結果就是，我

們看到中國人的基本數字只有

0∼ 9，超過 9，就反覆用 0∼ 9

來組合表達。而不像印度數字，

最初只有 3，或者像其他用字母

來表達數位的民族，如：羅馬、

希臘等，他們會用完所有的字母

來表達數位，也就是說他們的基

本數字遠遠超過 9。比如：鐘錶

上的 12，古羅馬人用 XII來表

示，顯然，在十進位的計算方法

下，這樣的符號很難計算。而中

國人的十進位記數法則與十進位

計算方法天然匹配，這就是中國

數字的發達之處，讓人不禁感歎

中國數學體系的優勢是與生俱

來，令人驚歎。

國立自然科

學博物館內

收藏的漢代

骨製算籌的

複製品。

中國古人數

字寫法和阿

拉伯數字對

應表格。

 永樂大典算籌布位圖 十八世紀日本格子算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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