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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中國科技與文明
數學

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博雅課程跨領域類

程啟正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二月

規與矩

《孟子》離婁章句中有云：『離婁之明，公
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墨子》：『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
方、圓。』
《淮南子》：『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
繩，不能定平直。』
尸佼《尸子》卷下：『古者倕（古代相傳巧
人名）為規、矩、準、繩，使天下倣
焉。』，

伏羲執矩女媧執規

山東嘉祥縣武梁祠漢代石室之「伏羲氏手執
矩，女媧氏手執規」的造像（約西元150年）

周公六藝

禮 - 禮儀制度、道德規範

樂 - 音樂、詩歌、舞蹈

射 - 射箭

御 - 駕車

書 - 文字讀寫

數 -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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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進位制

自有文字記載開始，中國的記數法即遵循十
進位制

甲骨文中已有十進制記數，最大數字為三萬
甲骨文中還有「規」、「矩」二字，說明當
時已用規矩畫圖

西方的進位制

古巴比侖的記數法乃是六十進位制
古埃及的數字從一到十只有兩個符號，從一
百到一千萬則有四個符號，且均是象形
古希臘用全部的希臘字母表示一到一萬的數
字

現在世界通用的印度阿拉伯數字和十進位計
數法是古印度人民創造的，出現在西元六世
紀末

甲骨文的數字

手與結繩

3656

甲骨文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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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的計算工具 - 算籌

商業的發展直接帶動了對於複雜數字計算問題
之需求

井田制度的廢除，造成各種形狀的私田大量出
現，面積與產量計算亦趨複雜

曆法需要較複雜的數學計算
春秋戰國時期的著作如《禮儀》、《孫子》、
《老子》、《法經》、《管子》、《荀子》等
均出現『籌』與『算』二字

甲骨文與鐘鼎文則未見此二字

西漢骨籌

1971年八月出土於陜西省千陽縣

算籌

最早見於《漢書‧律曆志》：「其算法用竹，
徑一分(0.23公分)，長六寸(13.8公分)。」
宋、元時期以前中國人的主要計算工具
根據《隋書‧律曆志》記載的算籌，長度縮
短，且截面改成方形或扁形

用空位表示零
負數出現後，算籌分成紅黑兩種，紅籌表示正
數，黑籌則表示負數

籌算方法

《孫子算經》：「凡算之法，先識其位。一從
十橫，百立千僵，千十相望，萬百相當。」

1997

3802
91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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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算盤

由算籌演變而來，元末明初已普遍應用
宋代謝察微所著的《算經》中曾提到『算盤』
採上二珠下五珠形式
明代中期(西元十五世紀) 《魯班木經》載明製
造珠算盤之規格「算盤式：一尺二寸長，四寸
二分大。框六分厚，九分大，……線上二子，
一寸一分；線下五子，三寸一分。長短大小，
看子而做。」

元代畫中的珠算盤

元代王振鵬繪《貨郎畫軸》（1310年）

南宋畫中的珠算盤

南宋劉勝年繪《茗源賭市圖》

北宋畫中的珠算盤

北宋政和、宣和年間張擇端（1042--1107年）在
《清明上河圖》畫卷的最左端，描繪有一家
『趙太丞家』的藥鋪，桌子上放著一架算盤，
算盤右邊堆著積存的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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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算盤之重要典籍

現在載有算盤圖的最早文獻是明洪武四年刻的
《魁本對相四言雜字》一書（1371）
現存最早的珠算書是明朝徐心魯訂正的《盤珠
算法》（1573）
流行最廣，在歷史上起作用最大的珠算書則是
明代程大位編的《直指算法統宗》（1592）。

算法統宗

程大位(1533-1606)安徽黃山屯溪區人

算法統宗之珠算盤圖 《算數書》- 現存最早之數學著作

 1983年底、1984年初在湖北江陵張家
山247號漢墓中出土的一批數學竹簡，
有「算數書」三字，因以為名。

經過考證，絕大多數內容應是先秦或
秦的（西元前二百年），是中國現存最
早的數學著作。

不分篇章，有69條標題，100餘條抽
象的公式，70餘道應用問題及其解法。
內容不少重複，也有矛盾之處，並不
是一部系統編纂的著作，而是從若干已
有的著作中撮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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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數學著作

《周髀算經》

《九章算術》

《算經十書》

《宋元算書》

《周髀算經》

原作者與成書年代已不可考，約西元前一百
年的作品

現存《周髀算經》為東漢末年趙君卿所注，
北周甄鸞重述，唐李淳風注釋
是周公詢問商高有關包犧訂立天體經緯的方
法，解釋天地高遠深厚的記錄
乃「蓋天說」的天文著作

《推背圖》

唐太宗時期袁天罡及李淳風合著預言世事的著作

《周髀算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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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股(商周)定理

《周髀算經》
「折矩以為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
「勾股各自，並而開方除之，得。」

《周髀算經》之句股圓方圖

《九章算術》

原作者與成書年代亦不可考，約西元五十至一
百年間的作品。

是中國古代數學最重要的經典著作。
根據魏晉數學家劉徽之記述，在先秦就有一部
以「九數」為主題的《九章算術》，因秦始皇焚
書而散壞。西漢張蒼、耿壽昌（西元前一世紀）
收集遺殘的舊文，進行刪補而編定成的。現為劉
徽注，唐李淳風注釋（約西元三世紀）。

分成方田、粟米、衰分、少廣、商功、均輸、
盈不足、方程、勾股等九章，包括近百條抽象性
術文與246個例題。

《九章算術》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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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中國的單位

長度：一里是三百步，一步是五尺，面積二
百四十步是一畝，百畝為一頃

容量：一斛（石）是十斗，一斗是十升
重量：一石是四鈞，一鈞是三十斤，一斤是
十六兩，一兩為二十四銖
布疋：一匹等於四丈，一丈是十尺

《九章算術》卷一：方田

「以御田疇疆域」，即各種形狀土地的面積
計算
「今有田，廣三步三分步之ㄧ，從五步五分
步之二，問為田幾何。答曰十八步。」
「今有圓田，周三十步，徑十步，問為田幾
何。答曰七十五步。又有圓田，周一百八十一
步，徑六十步三分步之一，問為田幾何。答曰
十一畝九十步十二分步之一。」

《九章算術》卷二：粟米

「以御交質變易」，即各種交易問題的計算
「粟米之法：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米二
十七，…」
「今有粟一斗，欲為糲米，問得幾何。答曰
為糲米六升。今有粟二斗一升，欲為粺米，問
得幾何。答曰為粺米一斗一升五十分升之十
七。」
「今有出錢一百六十，買瓴甓十八枚，問枚
幾何。答曰一枚八錢九分錢之六。」

《九章算術》卷三：衰分

「以御貴賤稟稅」，即按等差排列分配物料
的計算
「今有牛、馬、羊食人苗，苗主責之粟五
斗，羊主曰：『我羊食半馬。』馬主曰：『食
半牛。』今欲衰償之，問各出幾何。答曰牛主
出二斗八升七分升之四，馬主出一斗四升七分
升之二，羊主出七升七分升之一。」
「今有布一匹價值一百二十五。今有布二丈
七尺，問得錢幾何。答曰八十四錢八分錢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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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算術》卷四：少廣

「以御積冪方圖」，即計算各種面積體積
「今有田，廣一步半，三分步之一；求田一
畝，問從幾何。答曰一百三十步一十一分步之
一十。」
「今有積一百八十六萬八百六十七尺，問為
立方幾何。答曰一百二十三尺。」

《九章算術》卷五：商功

「以御功程積實」，即計算工程和體積等問
題
「今有堤，下廣二丈，上廣八尺，高四尺，
袤一十二丈七尺；問積幾何。答曰七千一百一
十二尺。」
「今有方錐，下方二丈七尺，高二丈九尺；
問積幾何。答曰七千四十七尺。」

《九章算術》卷六：均輸

「以御遠近勞費」，即計算路程遠近，而使
勞力費用平均
「今有取傭，負鹽二斛，行一百里，與錢七
十。今負鹽一斛七斗三升少半升，行八十里；
問與錢幾何。答曰二十七錢十五分錢之十
一。」
「今有善行者行一百步，不善行者行六十
步。今不善行者先行一百步，善行者追之；問
幾何步及之。答曰二百五十步。」

《九章算術》卷七：盈不足

「以御引雜互見」，即計算複雜的未知數問
題

「今有共買雞，人出九盈十一，人出六不足
十六；問人數、物價幾何。答曰九人、雞價七
十。」
「今有大器五、小器一，容三斛；大器一、
小器五，容二斛；問大小器各容幾何。答曰大
器容二十四分斛之十三、小器容二十四分斛之
七。」

盈不足術再約西元九世紀傳到阿拉伯，被稱為「中國
算法」。十三世紀，再傳至西方，備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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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算術》卷八：方程

「以御錯糅正負」，即計算多元一次方程組
「今有五羊、四犬、三雞、二兔，直錢一千
四百九十六；四羊、二犬、六雞、三兔，直錢
一千一百七十五；三羊、一犬、七雞、五兔，
直錢九百五十八；二羊、三犬、五雞、一兔，
直錢八百六十一，問羊、犬、雞、兔價各幾
何。答曰羊價一百七十七、犬價一百二十一、
雞價二十三、兔價二十九。」

《九章算術》卷九：句股

「以御高深寬遠」，即各種幾何圖形之面
積、體積、長、寬、與高的計算

引葭赴岸

「今有池，方一丈，葭
升其中央，出水一尺，引
葭赴岸，適與岸齊，問水
深、葭長各幾何。答曰水
深一丈二尺、葭長一丈三
尺。」

句股容圓

「今有句八步，股十五
步，問句中容圓徑幾
何。答曰六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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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算術》之貢獻
世界上最早的分數四則運算法則與比例分配算法。
世界上最早的開平方、開立方法則、一元二次線性
方程組解法。

完整的勾股公式和解勾股形的方法。
世界上第一次記載了負數概念和正負數加減法則。
以計算為中心，具有強烈的程序化、機械化特點，
理論聯繫實際的風格，構築了中國和東方數學的基本
框架，為中國傳統數學領先世界千餘年奠定了基礎。

其歷史地位與科學價值，與古希臘歐幾里得之《幾
何原本》交相輝映。

《九章算術》之後

三國魏陳留王景元四年（西元263年）數學家
劉徽著《九章算術注》十卷。後第十卷「重
差」，因第一題為測望一海島的高遠而以《海
島算經》為名單行，是中國最早的一部測量數
學著作，亦為地圖學提供了數學基礎。
北宋賈憲《黃帝九章算經細草》（約西元十
一世紀），已失傳。

南宋景定二年（西元1261年）楊輝著《詳解
九章算法》

《九章算術注》

劉徽

圓周率

兩漢以前，一般採用的圓周率準則為「周三徑
一」，即= 3。
東漢張衡在《靈憲》中取= 730/232 3.1466 ，
又在求體積公式取= 10 1/2 3.1622
三國時吳人王蕃在《渾儀論說》中取= 142/45
3.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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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圓術之ㄧ

《九章算術‧方田》「術曰：半周半徑相乘得積
步。」
《九章算術注》「按：半周為從，半徑為廣，故廣
從相乘為積步。假令圓徑二尺，圓中容六弧之一面，
與圓徑之半，其數均等。合徑率一而弧周率三也。」

圓內接正六邊形邊長 = 半徑 = 1

圓面積 = π

割圓術之二

《九章算術注》「又按為圖，以六弧之一面乘一
弧半徑，三之，得十二弧之冪。若又割之，次以十
二弧之一面乘一弧之半徑，六之，得二十四弧之
冪。割之彌細，所失彌少。割之又割，以至於不可
割，則與圓周合體而無所失矣。」

藍色矩形面積 = 正六邊形邊長×半徑
= 1

橘色箏型面積 = 藍色矩形面積÷2
= 0.5

正十二邊形面積 = 6 ×橘色箏型面積 = 3 

割圓術之三
《九章算術注》「割六弧以為十二弧，術曰：置圓徑二
尺，半之為一尺，即圓裏弧之面也。令半徑一尺為弦，半
面五寸為句，為之求股。以句冪二十五寸減弦冪，餘七十
五寸，開方除之下至秒忽，…。以減半徑，…，謂之小
句。弧之半面，又謂之小股，為之求弦。…。開方除之，
節十二弧之一面也。」

股2 = 半徑2 –半面2 = 10×10 –5×5 = 75

小句 = 10 – 75 = 1.3397

小弦 =

小弦2 = 小句2 + 半面2

正十二邊形之邊長 = 5.1764

22 )5()3397.1( 

割圓術之四

藍色矩形面積 = 正十二邊形邊長×半徑 = 5.1764

橘色箏型面積 = 藍色矩形面積÷2 = 2.5882

正二十四邊形面積 = 12 ×橘色箏型面積 = 31.0584 寸

3.10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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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圓術之五

劉徽根據割圓術從元內接正六邊形算起，逐步加
倍邊數，至正192邊形，求得圓周率= 157/50 
3.14，即為『徽率』
劉徽還繼續求到圓內接正3072邊形的面積，驗證
了前面的結果，且得出了更精確的圓周率值=
3927/1250 3.1416

《海島算經》

《詳解九章算法》 開方作法本源
a b

a

b

222 2)( ba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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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方實例

?55225 
55225 - (200200) = 15225

15225 (2200) = 30 …

15225 –(220030) –
(3030) = 2325

2325 (2230) = 5 …

2325 - (22305) - 55 = 0

23555225 

200

200

30

30

5

5

賈憲三角

又稱劉徽三角
巴斯卡三角形(西元1654
年) ：法國科學家巴斯卡
(Blaise Pascal)
德國阿皮納斯(西元1527年)
阿拉伯數學家、天文學家
阿爾卡西(Jemshid Alkashi)
(西元1427年)

《算經十書》
乃指漢唐一千多年間的十部著名數學著作
隋唐時國子監算學科的教科書，唐李淳風等整理
包括：《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海島算
經》、《五曹算經》、《孫子算經》、《夏侯陽算
經》、《張丘建算經》、《五經算術》、《緝古算
經》、與《綴術》等
1084年北宋秘書省刊刻十部算經時，《夏侯陽算
經》、《綴術》已經亡佚
書中所用過的數學名詞，如：分子、分母、開平
方、開立方、正、負、方程等，都一直沿用到今
天，已有近兩千年的歷史

《五曹算經》

傳為北周甄鸞所著（約西元五世紀）
「曹」是指古時分科辦事的官署
計五卷：田曹（計算田畝面積）、兵曹（軍隊
配置以及給養運輸）、集曹（貿易交易）、倉曹
（糧食稅收及糧倉容積計算）、金曹（買賣與貨
幣處理）。總計有67個問題。
很可能是古代官方事物涉及數量時，處理的參
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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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算經》

共三卷，作者不詳
約成書於西元四、五世紀
「今有物不知其數，三三數之剩二，五五數之剩
三，七七數之剩二，問物幾何。答曰：二十三。」
後被稱為『中國剩餘定理』。西元1801年德國數學
家高斯(K.F. Gauss)方提出『餘式定理』。
「今有雉兔同籠，上有三十五頭，下有九十四
足，問雉兔幾何。答曰：雉二十三、兔一十二。」
乃後世『雞兔同籠』問題之始祖，後傳至日本，稱
之為『鶴龜算』。

《夏侯陽算經》

約成書於西元六世紀。
現傳之《夏侯陽算經》三卷，乃北宋元豐七年
所刻，作者可能是唐代韓延。應不是原本，而
為西元八世紀中的一部實用算術書

《張丘建算經》

北魏張丘建著。
約是西元五世紀中葉的作品。
書中對分數的計算非常強調，序中有云：「夫
算學者，不患乘除之為難，而患通分之為難。」
『百雞問題』的鼻祖

百雞問題

「今有雞翁一值錢五，雞母一值錢三，雞雛三
值錢一，凡百錢買雞百隻，問雞翁、母、雛各幾
何？」
「答曰：雞翁四、母十八、雛七十八；」
「又答：雞翁八、母十一、雛八十一；」
「又答：雞翁十二、母四、雛八十四。」
「術曰：雞翁每增四，雞母每減七，雞雛每益
三，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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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算術》

一般認為是北周甄鸞所撰，但亦有數學史家認為
作者不詳，而將甄鸞與唐朝李淳風並列為注釋
者。
成書年代約在西元 560年
內容是對《尚書》、《詩經》、《周易》、《周
官》、《禮記》、《論語》等古代經籍，有需要
用數學知識或計算技能的地方，做詳細的註解。

《緝古算經》

隋唐王效通撰。
約完成於唐高祖武德八年
（西元625年），是《算經十書》成書最晚的一部。
包括二十個問題：第一題為計算月亮方位，第二至
五題是有關臺、堤與河道的計算，第六至十四題是有
關糧倉修築，第十五至二十題則是勾股的三角問題。
書中列出正係數一元三次方程式和其解法，是世界
最早的三次方程式文獻記載。

十三世紀義大利數學家斐波那契(Leonardo
Fibonacci)才得出一個三次方程的數值解。而一般三
次方程的代數解法到十六世紀才出現於意大利著作。

《綴術》

南北朝時代數學家祖冲之與其子祖暅之所寫。
約成書於西元五世紀末，曾傳入日本、朝鮮，影響
很大，可惜西元十世紀前後即已失傳。

南宋寧宗嘉定六年(西元1213年)鮑澣之翻刻十部算
經，於杭州七寶山寧壽觀的藏書中找到《數術記
遺》，即以其替代了失傳的《綴術》。
書中計算出圓周率的值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
間，準確到小數第七位。

直到十五世紀阿拉伯數學家阿爾卡西(J. Alkashi)和
十六世紀法國數學家韋達(F. Viete)才得到更精確的結
果，領先世界近一千年。

日本之《綴術算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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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冲之
祖冲之（西元429-500年）生於南北朝
時代南齊范陽薊縣（今河北淶水）。

致力於天文曆法之研究。宋孝武帝劉
駿大明六年（西元462年）創制『大明
曆』，然至其死後十年，即梁武帝蕭衍
天監九年（西元462年）方正式頒行。
曾改造指南車，並根據諸葛五侯之『木
牛流馬』，發明一種稱為『千里船』之水
上交通工具，也開發出一種既可舂稻米
，又能磨麵粉的『水碓磨』器械。
兩項偉大的數學成就：圓周率值以及
球體積公式

祖冲之與圓周率
《隋書‧律曆志》：「圓周率三，圓徑率一，
其術疏舛。自劉歆、張衡、劉徽、王蕃、皮延宗
之徒各設新率，未臻折衷。…祖冲之更開密
法，以圓徑一億為一丈，圓周盈數三丈一尺四寸
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朒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
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數在盈朒二限之間。」

3.1415927 > > 3.1415926
「密率，圓徑一百十三，圓周三百五十五；約
率，圓徑七，周二十二。」

)(
113
355

)(
7
22

密率約率  祖率

圓周率的發展史
西元前四百年：3，埃及
西元前二百年：3.14286，希臘歐基里德
西元前一百年：「周三徑一」，《周髀算經》
西元263年：3.1416，劉徽《九章算術注》
西元五世紀末期：3.1415926，祖冲之
西元1427年：3.14159265358979325，阿拉伯阿爾
卡西(Alkashi)
西元1573年：355/113，德國奧圖(Otto)
西元1585年：355/113，荷蘭安托尼茲(Anthonisz)
西元十六世紀末期：3.1415926536，法國韋達
(Viete)

偉大的祖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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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合方蓋

劉徽《九章算術注‧少廣》

牟合方蓋

球體體積 : 牟合方蓋體積 = : 4

面積比 = : 4

祖暅原理

「夫疊成立積，緣冪勢既同，則積不容異」

祖暅原理

h
r

紅色面積 = r 2 h 2

黃色面積 = r 2 (r 2 h 2) = h 2

r
h

藍色面積 = h 2 = 黃色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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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暅原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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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r r 3

=
3

3
2

r

牟合方蓋體積
8
1

牟合方蓋體積
8
1

祖暅原理

 牟合方蓋體積 3

3
2

8 r

3

3
16

r

因此，球體體積 3

3
1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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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算書

南宋秦九韶之《數書九章》（西元1247年）
元李治之《測圓海鏡》（西元1248年）與《益古
演段》（西元1259年）
南宋楊輝之《詳解九章算法》（西元1261年）、
《日用算法》（西元1262年）、與《楊輝算法》
（西元1274~1275年）
元朱世杰的《算學啟蒙》（西元1299年）與《四
元玉鑒》（西元1303年）

《數書九章》

南宋秦九韶著於西元1247年，共九卷
全書分為九大類：大衍類、天時類、田域類、測
望類、賦役類、錢谷類、營建類、軍旅類、與市
易類。每類九題，凡81題
其中對『大衍求一術』（一次同餘組解法）和
『正負開方術』（高次方程的數值解法）等有十
分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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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衍求一數 《測圓海鏡》
元李治撰於西元1248年，共十二卷
李治與秦九韶同時，一北一南，共享盛譽
全書共170道問題，集中國傳統數學勾股容圓知
識之大成，亦是現存最早的「天元術」代表作。

《測圓海鏡》卷一：圓城圖式
卷一列出圓城圖式，識別雜記，是全書的理論基
礎。圓城圖式是一個圓與十五個勾股形的關係，全
書的問題都圍繞著此圖式展開，用天、地、乾、坤
等漢字表示點，是個創舉；識別雜記則提出692條公
式。

《測圓海鏡》卷二

卷二首先提出了本書所有問題的總假設，接著’設
計了170個問題，216種方法，都是就此圓的直徑提
問，求解，因而答案都相同。
卷二前十問提出了十種勾股形與圓的關係公式。
全書有148問，182種方法是以『天元術』列出一元
方程以求解。
共列出一次方程31個，二次方程106個，三次方程
24個，四次方程20個，六次方程1個，是為現今瞭解
金、元兩代天元術成就的主要的也是最早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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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古演段》

元李治著於西元1259年，凡三卷
乃「天元術」的入門教材。

天元術

「元」字的左邊乃是一次項的係數
有時在常數右旁記一「太」字
如係數是負的，則在係數的個位數上加一斜劃

0632 23  xx

024813612.4 22  xxx

《詳解九章算法》

南宋楊輝以北宋賈憲《黃帝九章算經細草》九卷
為底本，撰此書於西元1261年
打破了《九章算術》的分類格局，而分成乘除、
互換、合率、分率、衰分、壘積、盈不足、方
程、勾股等九類

《楊輝算法》

乃楊輝三部著作《乘除通變本末》三卷（1274
年）、《田畝比類乘除捷法》二卷（1275年）、
《續古摘奇算法》二卷（1275年）的合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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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輝算法》之習算綱目

《乘除通變本末》卷上的「習算綱目」是一個總
括從啟蒙到《九章算術》主要方法的數學教學計
劃，在數學教育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洛書
《周易．繫辭》：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涵括數字1 至9，相傳為大禹治水時於洛水發現刻
於龜背上的圖案。

奇數(空心圓)為陽為天，偶數(實心圓)為陰為地。
《續古摘奇算法》以縱橫圖稱呼洛書，內容提到
『九子斜排，上下對易，左右相更，四維挺出，戴九
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其中』

縱橫圖、幻方

劉輝於《續古摘奇算法》中創「縱橫圖」之名。

收入幻方十三個，包括：洛書數（三階幻方）
一，花十六圖（四階幻方）二，五五圖（五階幻
方）二，六六圖（六階幻方）二，衍數圖（七階
幻方）二，易數圖（八階幻方）二，九九圖（九
階幻方）一，百子圖（十階幻方）一。

另外還有聚五、聚六、聚五、攢九、八陣、連
環諸圖，乃是一些呈圓形的數學陣，具有與幻方
類似的性質。

百子圖（十階幻方）

10113031505170719091
8992697249522932912
1383328534873689388
8794677447542734714
6152635465566758695

9685766556453625165
4172437445764778497

9883786358433823183
2192239425962798299

10081806160414021201

縱橫斜之和皆為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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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學啟蒙》
元朱世杰撰於西元1299年，共三卷
全書共分二十門，259個問題。

九歸除法
書中的「九歸除法」口訣與後世所用的珠算九歸
口訣是完全一致的。

《四元玉鑒》

元朱世杰著於西元1303年，共三卷
全書共分24門，288個問題，是論述「四元術」
(即二次和二次以上多元方程組的解法)、「垛積
術」(高階等差級數求和)及「招差術」(即高次內
插法)的傑作。
全書有232問用「天元術」、有36問用「二元
術」、有13問用「三元術」、有7問用「四元術」
解決。

本書是中國傳統數學衰落前水平最高的著作，西
方科學史工作者認為此書是中世紀最傑出的數學
著作之一。

《四元玉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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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術
用天、地、人、物表示四個未知數
常數項居中，右側記一「太」字，天、地、人、
物四元分別列於常數項的下、左、右、上，其冪
次由與「太」字的距離而決定。

07362  uzyx

傲世成就
十七世紀英國數學家格列高理 (J. Gregory)方得到與
『招差術』相同之高次內插法的公式。（西元1670
年）

十八世紀法國數學家貝祖 (E. Bezout)才系統地敘述
了有如『四元術』之高次方程组消元法。（西元1755
年）

十八世紀瑞士數學家歐拉 (L. Euler) （西元1743
年），十九世紀德國數學家高斯 (C.F. Gauss) （西元
1801年）才陸續獲得與『大衍求一術』相同的定理。
十八世紀英國數學家霍納 (W.G. Horner)方得到與
『正負開方術』相同之高次方程的數值解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