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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计算工具起源之差异

俞 勇

上海交通大学

2017年11月29日

手指计数 石子计数

结绳计数 中国的“算筹”

算筹
商周~春秋战国

表示方式

横式

纵式

23 56 89 386 207-

祖冲之（429~500）

秦汉朝前：径一周三

三国时期：π=3.14（刘徽“割圆术”）

南北朝：3.1415926<π<3.1415927

《大明历》：岁差历法，回归年日数准确到365.24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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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算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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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年英国纳皮尔

中国 西方

中国的“算盘”

萌芽于汉代，定型于南北朝

中国的“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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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卡的“加法器”

1642年，第一台机械式加法器

1623~1662

帕斯卡的“加法器”

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

理学家、近代概率论的奠基者

12岁发现“三角形的内角和等

于180度”

17岁完成《圆锥截线论》，后

命名“帕斯卡定理”

19岁设计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架

机械式计算装置，Pascal语言

25岁帕斯卡桶裂实验，压强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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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法 减法

C 9 ( a ) = 9 - a

C 9 ( 5 ) = 9 - 5 = 4

C 9 ( a ) = 10   - 1 - a

C 9 ( a - b ) = 10   - 1 - ( a - b )

C 9 ( a - b ) = 10   - 1 - a + b

C 9 ( a - b ) = C 9 ( a ) + b

N

N

N

N N

N

N

N

减法

减法 加法 + 进位 巴贝奇的“差分机”

1822年，差分机
1834年，解析机

1792~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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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分机原理 差分机原理 差分机原理

差分机原理 差分机原理 差分机原理

并行差分机比串行差分机的优势

• 运行快速更快

• 计算独立于多项式的指数

• 控制机制更容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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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分机机理：数字轮 差分机机理：数字位数 差分机机理：累加器

差分机机理：两数相加 差分机机理：两数相加 差分机机理：两数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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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分机机理：两数相加 差分机机理：两数相加 差分机机理：两数相加

差分机机理：两数相加 差分机机理：两数相加 雅卡尔的“提花编织机”

1801~1808年，提花织布机

法国里昂丝织之都
手工提花机

1752~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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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卡尔提花织布机 中国的算盘

将
算
筹
整
体
移
到

框
子
内
，
滑
动
自

如
，
且
进
位
方
便

结构
设计

用
手
指
把
珠
子
拨

在
不
同
位
置
上
代

表
不
同
的
含
义

表现
形式

靠
口
诀
和
指
法
的

巧
妙
配
合

使用
方法

问题：算盘珠拨了才能动

弱点：脑和手指作为算盘的一部分

改进：缺乏空间

让“珠子”自己动起来

不成熟→改进提高

让机器“独
立”运行

文化渊源

西
方

•以严密的演译推理为主的逻辑思维

•对宇宙和物的探索上，机械就是对物
探索的结果，其目的是替人干活

中
国

•以“比类取象”，是归纳思维

•在人世和社会关系上，重视的是人而
不是物

斑斓的图

崎岖的道路

永无止境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