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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数学深受重视。在
遥远的周朝，数学便属“六艺”（礼、乐、
射、御、书、数）之一。中国古代数学在
宋元时期达到繁荣的顶点，涌现出了一
大批卓有成就的数学家，其中，秦九韶
与李冶、杨辉、朱世杰的成就最为突出，
被誉为“宋元四大家”。

秦九韶的数学成就是世所公认的，
他被“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评价为

“他那个民族、他那个时代并且确实也
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秦
九韶所提出的秦九韶算法和“中国剩余
定理”及其著作《数书九章》，是中国数
学史乃至世界数学史上光彩夺目的一
页。其中的许多计算方法，至今仍有很
高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被誉为“算
中宝典”。

2020年6月，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
出炉，《数书九章》的作者、出生于普州
（今资阳市安岳县）的南宋数学家秦九
韶位列其中。当前，安岳县高度重视秦
九韶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已有中小学、
幼儿园以秦九韶命名，还规划打造秦
九韶纪念馆和秦九韶路。2023年2月，
安岳县秦九韶学术研究会正式成立。

2 月 15 日上午，“行走中的名人大
讲堂”邀请到浙江大学数学教授、作家、
诗人蔡天新来到资阳市安岳县。他以

“秦九韶：伟大的数学家和梦想家”为
题，作了一场精彩的讲座。

蔡天新在讲述古代数学的同时，还
将之与“密码学”“计算机算法”等当下
数学应用相互对照，帮助读者更清晰地
认识到秦九韶的成就与价值。

从历史脉络中读懂秦九韶

蔡天新此次演讲主要分为四个部
分，他梳理了中国数学史上一些重要
的节点，分别讲述了宋以前的中国数
学、宋代数学和秦九韶的具体成就、
秦九韶数学的世界影响力，还对秦
九韶在历史上的道德疑案进行澄清和
正名。

蔡天新对秦九韶有着常年探究的
浓厚兴趣，在自己的随笔集《数学传
奇：那些难以企及的人物》中，专门收
入《秦九韶、道古桥与〈数书九章〉》篇
章。为了写好这篇文章，他先后造访
了秦九韶的出生地四川安岳、谢世地
广东梅县，还去拜访了他的祖居地河
南范县。为了解释清楚秦九韶的道德
疑案，蔡天新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和
多方求证讨教，提出“那些对秦九韶的
污名化是站不住脚的”，从而为秦九韶
正名。

在本场演讲过程中，蔡天新旁征
博引，提到《周髀算经》《九章算术》
《海岛算经》《缀术》《孙子算经》《张丘
建算经》《缉古算经》等中国古代数学
经典，以及楚汉相争传说中的数学因
素。讲到宋以前的中国数学成就，他
提到，中国古代第一个值得讲述的数
学家是周公。周公是周礼的作者，对
数学也非常重视。

13世纪前后，欧洲中世纪即将结
束，中国的数学史上出现了“宋元四大
家”：秦九韶、杨辉、李冶、朱世杰。在讲
座中，蔡天新对其他几位数学家进行一

番论述之后，重点阐述了秦九韶的人生
经历和数学成就。

秦九韶的数学贡献通用至今

作为历史上伟大的数学家，秦九
韶到底做了哪些非常重要的数学工
作？蔡天新重点介绍了开方正负术、
海伦公式、大衍总数术、大衍求一术等
数学成就。

明代，“大衍总数术”被一个旅居中
国的传教士看到，他把这个成果写成论
文介绍到西方。西方就将其命名为“中
国剩余定理”。 在欧洲，18世纪的欧拉
和19世纪的高斯分别对一次同余式组
进行细致的研究，也获得了跟“中国剩
余定理”一样的结论，但是比秦九韶晚
了500多年。

秦九韶提出的“大衍总数术”，在中
国被称为“孙子定理”。蔡天新介绍，其
实这个说法并不科学，因为孙子只是给
了一个例子，是秦九韶将之提到普通的
程度，而且给了解答，这个定理更应该
叫“秦九韶定理”。

秦九韶的“正负开方术”则把我国
的高次方程数值解法推进到一个新阶
段，现代数学计算中仍然通行他的这种
简便程序。800多年前，“正负开方术”
的问题难以破解，秦九韶想到一个非常
巧妙的方法，减少了很多计算量。这个
技巧超越了时代，现代人将它称为“秦
九韶算法”，并且全世界通用。

秦九韶的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数
学工作叫“大衍求一术”，是现在密码学
的出发点。“大衍求一术”再加上欧拉定

理，成为现代密码学的主要工具。
秦九韶的数学贡献，在现代数学

界依然很有分量。蔡天新介绍，秦九
韶的中国剩余定理出现在西方很多
数学教材书中。2005 年，牛津大学
出版了《数学史，从美索不达米亚到
现代》，书中提及 12位数学家，秦九
韶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人。2010 年，
英国广播公司 BBC 制作了纪录片
《数学的故事》，其中第二集用 20分
钟讲述中国，秦九韶也是唯一被提及
的中国人。

秦九韶的数学成就如何达成？

南宋时期，秦九韶如何取得这么优
秀的数学成绩？在蔡天新看来，当时，
西方世界的科学还没有进来，所以数学
全部是靠秦九韶自己思考。跟古希腊
的不少科学大家一样，秦九韶也是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

秦九韶出生在安岳，他曾经在很多
地方生活、漫游过，一生走了很多地
方。这给他掌握基础知识带来了充分
的机会。秦九韶青少年时代曾随父亲
到过都城临安，有机会访问国家天文台
的历算家，向他们学习历算。此外，他
还从隐居的学者那里学习数学。元军
入侵四川时，秦九韶在战乱中长途跋
涉，仍不忘钻研数学。

蔡天新是浙江人，从杭州来到四川
演讲的他说：“有两位四川人给浙江作
出很大的贡献，一位是北宋的苏东坡，
在西湖留下了湖堤和诗词，其中‘欲把
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是对杭
州西湖最好的赞美。还有一位就是南
宋的数学家秦九韶，留下了道古桥和
《数书九章》。”

在演讲的最后环节，蔡天新特别提
到，秦九韶对数学的理解很深刻、超
前。他认为，数学如果只被当作工具使
用，这就犹如制造乐器的人，只能拨弄
出乐器的声音。秦九韶理解的是数学
本身，是纯粹的存在，是科学。“现在我
们非常强调基础科学，秦九韶在几百年
前跟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相通的。他
希望把数学提高到‘道’的高度，希望大
家多用理论、科学的角度去研究，而不
只是当成实用的工具。这是秦九韶在
那个时代的梦想，现在的我们正在努力
实现他的梦想。”蔡天新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刘珈汐

浙大数学教授蔡天新安岳开讲

在秦九韶家乡讲述伟大数学家的梦想

蔡天新教授精彩解读秦九韶的数学成就。吴坤忠 摄

“数书九章，中华之光。”资阳市安
岳县秦九韶纪念馆外，挂着这样一块
牌匾。

2月15日，“行走中的名人大讲堂”
来到安岳县，在纪念馆外的广场上，浙江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求是》特聘学者
蔡天新做客讲座，与秦九韶进行了一场
跨时空对话，并以“秦九韶：伟大的数学
家和梦想家”为主题，畅谈这位南宋数
学家的学术成就、成长的背后故事等。

精彩的讲座不仅让现场观众受益
匪浅，也吸引不少网友线上打卡上课。
当天，封面新闻对活动进行了现场直
播，数据统计显示，在直播过程中，封面
新闻客户端共计85.2万人观看，封面新
闻视频微博、凤凰新闻、新浪新闻、百度
新闻、uc新闻、今日头条、手机百度等

平台共计36.2万人观看。综合数据显
示，全网共计121.4万人观看了直播。

值得一提的是，为推动秦九韶文化
得到更好传承和发展，2月10日，安岳

县正式成立了秦九韶学术研究会。在2
月15日活动现场，当地政府相关负责
人给研究会授牌，并特聘蔡天新为荣誉
会长。

该研究会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下一步，将围绕构建研究阐发、
保护传承、国民教育、宣传普及、创新发
展、传播交流6大传承发展体系，协助
相关部门扎实推进创建文化传习基地、
策划品牌文化活动、创作文艺精品力作
等重点工作，推动形成秦九韶文化传承
创新体系建设。

活动当天，安岳县还举行了“安柠
石光·岳读越美”全民阅读活动（第四
季）暨秦九韶文化传承推广系列活动启
动仪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远扬

“行走中的名人大讲堂”走进资阳市安岳县
超121万网友云端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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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天新教授在安岳的讲座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