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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宝琮（1892-1974），字琢如，

浙江嘉兴人，中国数学教育家，科

学史家。1911 年，毕业于英国伯明

翰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旋即回国，

投身于中国高等数学教育事业，先

后执教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南开大

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等学校，

是数学教育界的老前辈 ；同时，潜

心钻研科学史，特别是数学史、天

文学史，著作颇丰。1956 年，调入

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

任一级研究员。他也是中国自然科

学史委员会委员（1954 年）、《科学

史集刊》主编（1958 年）、国际科学

史研究院（巴黎）通讯院士（1966 年）。

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是钱宝琮在

南开大学教过的学生。他给《一代

学人钱宝琮》作序时称 ：“从上世纪 20 年代起，先生就立志‘以整理中国算学

史为己任’，并为之奋斗了一生。先生留给我们后人的许多传世之作，早已在

海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7 年 8 月，日寇重兵进攻上海，轰炸杭州，国立浙江大学已放不下一

张平静的书桌。为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火种及精神血脉，浙江大学在著名气象

学家、教育家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踏上漫漫西迁路程。时为数学系教授的钱

宝琮跟随学校颠沛流离，走建德，过吉安、泰和，赴宜山，抵青岩、遵义、湄

潭及永兴。他晚年回忆说 ：“在这几年‘国难’时期里，经过多次搬家，备尝

绝学周髀探讨，天涯我亦狂客

——记钱宝琮浙江大学西迁前后的数学史研究

 钱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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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险阻，生活费用虽不优裕但也不觉得太苦。浙江大学在上述各地暂时停留，

总是想方设法开辟教室、科学实验室、图书馆和农场。我也努力教好我的‘微

积分’课程。”1 在浙大西迁的 9 年时间，他木铎金声，教泽广被，对浙大数

学教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他初心不改，心无旁骛，数学史研究多有建树，赢

得了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的钦佩。

《曾纪鸿 < 圜率考真图解 > 评述》

西迁不久，就传来了《数学杂志》主编顾澄于 1938 年 3 月投靠日伪，且

在沦陷区以中国数学会名义活动的消息，激起国内数学界的公愤，中国数学会

解除了其杂志主编职务。留守上海的中国数学会董事会主席胡敦复及董事周美

权、郑之蕃，理事朱公谨、范会国等，为了《数学杂志》得以继续出版，组成

了新的《数学杂志》编委会。作为该杂志编委之一的钱宝琮逃难不忘学术，特

地于 1939 年 2 月从广西宜山寄去了数学史新作《曾纪鸿 < 圜率考真图解 > 评

述》。《圜率考真图解》为《白芙堂算学丛书》之一种，是曾氏 1874 年“创立

新法以月余之力推得圆率百位，并周求径率（
1
π ）亦以除法补至百位”2。这

篇“评述”的起因是，1927 年秋，任教于南京第四中山大学的钱宝琮，“谒静

海崔朝庆先生聘臣于大学院，先生言在‘曾氏推算周率，其二十四位细草已有

疏舛，决不能准至百位’。宝琮谨志斯语而未遑覆算。顷得余暇，校核曾氏算

草，固见疏误如崔先生言，其得四十五度弧背准至二十四位，盖偶合耳。前辈

读书，不肯放过一字，于是可见，此则宝琮补作此篇之微意也”。3。正是西迁

途中的精确核算，钱宝琮在径求周率推算时发现了曾纪鸿的疏漏，指出“曾氏

十五位细草不误，其二十四位细草则核算有误”4，从而证实了崔朝庆结论的

正确，得出了“曾纪鸿有没有算出 π 的 100 位有效数字是可疑的” 5 结论，给

后学指出了继续探索的问题。钱文结尾又指出 ：“曾氏以除法补算周求径率至

小数百位，宝琮亦为校算，知无误舛。先是，《代数术》第二十五卷载周率倒

数之二倍仅至小数十一位，西国算士求周率倒数亦无过二十位者。然则曾氏周

求径率准至百位，弥可宝贵矣。”6

钱宝琮又动员浙大数学教授章用将其与学生方淑姝合著的论文《朱世杰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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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术广义》、学生钱大业撰写的论文《F. Morley 定理之一证明》以及刚毕业的彭

慧云译作《数学家 E. Landau 传》寄往上海的杂志编委会。四篇来自浙大数学系

的论文同时发表于《数学杂志》第二卷第一期，占该期论文总数的三分之一强。

《金元之际数学之传授》

宋元时期我国数学，特别在代

数学方面，出现了不少辉煌成就，

比欧洲人的代数学超前了几个世

纪。金、元之际，北方的数学家

创立了天元术，更是推动数学的

蓬勃发展。早在 1920 年代，钱宝

琮就开始了金元之际的数学史研

究。1927 年 5 月，他在南开大学

的“教授学术讨论会”上就作了《金

元之际中国代数术》的学术报告，

令南开师生难于忘怀。1930 年代，

浙江大学油印出版了钱宝琮自编

的《算学史讲义》7。其中“金元

之际代数术”章节有云 ：“中国在

十三世纪之代数术，以天元代未知

数，称曰天元术，未知数不止一个

者，以天元、地元、人元、物元代之，

谓之四元术。清道光朝算学家总

称之曰元学，其演算亦用筹策，

所列者只有各项之系数，以所处

地位之不同，表示未知量之性质

与其指数之高下，与今之分离系

数法（Synthetic Method）同（用）

意相仿。金元之际，算书失传甚

多，其发展时之历史，已不可详考。

元学书之传者，今以李冶《测圆

海镜》（1248 年）为最古，所有算式，

只立一元。利用多元之元学书则

仅存朱世杰《四元玉鉴》（1303 年）一种 …… 李冶《测圆海镜》卷七曾引《铃经》

7 钱宝琮 . 算学史讲义 . 一代学人钱宝琮 .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pp22-55. 油印本原稿现
存浙江图书馆古籍部 .

 钱宝琮自编《算学史讲义》

钱宝琮论述天元术及《四元玉鉴》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