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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中国科

学院量子信息与量

子科技创新研究院

潘建伟、陆朝阳、刘

乃乐等组成的研究

团队，与中国科学

院上海微系统所、

国家并行计算机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合

作 ，成 功 构 建 了

255 个光子的量子

计算原型机“九章

三号”，再度刷新了

光量子信息的技术

水平和量子计算优

越性的世界纪录。

九章，取名于

中国古代数学名著

《九章算术》，数学

的浪漫，包含着对

历 史 的 致 敬 和 传

承。而在杭州，数

学的浪漫，关乎一

座桥、一个人名。

距离杭州西湖

北岸宝石山不远处，

西溪支流沿山河上

有一座人行石桥，两

岸 垂柳披挂，闹中

取 静，桥边立有一

碑，上刻“道古桥”。

道古，正是南宋数

学家秦九韶的字。

为什么要用一位数学家的名字命名

一座桥？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数学学

院博导蔡天新的类比，或许能体现他的地

位——宋代曾有两位四川人为杭州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一位是苏东坡，留下了

一座堤（苏堤）和诗；另一位是秦九韶，留

下了一座桥（道古桥）和定理。

遗憾的是，和家喻户晓的苏东坡相比，

秦九韶显得“冷门”，但不可否认，这位“天才

数学家”曾让中国的数学领先世界500年。

道古桥，就像是连接古今数学的一条时

空纽带，李善兰、黎应南、姜立夫、陈建功、苏

步青、许宝騄、陈省身、吴文俊、谷超豪⋯⋯

浙江涌现出的数学名家，如群星闪烁。

“浙”里数学为何这么“强大”？基因

源头又在哪里？故事，或许可以从这座桥

开始。

秦九韶与杭州的故事，

总结起来，就是一座桥和一

本书。

1208 年，秦九韶出生在

四川普州的安岳，秦家三代

进士。1219 年，巴州发生兵

变，11 岁的秦九韶随父亲搬

往临安（今杭州），全家就住

在西溪河畔。

秦九韶父亲在杭州担任

的职务，是秘书少监，相当于

现在的浙江省图书馆馆长。

有机会博览群书的秦九韶，阅

遍天文历法、土木工程、数学诗词。1238

年，秦九韶回到杭州，这一次是为父奔丧

而来，见河上无桥，两岸百姓往来不便，便

亲自设计，再通过朋友从府库得到银两资

助，在西溪河上造起一座桥。桥的名字，

是后人题的——元代初年，大数学家、游

历四方的北方人朱世杰来到杭州，亲自将

“道古桥”名书镌桥头。

如 今 的 道 古 桥 ，是 新 建 的 人 行 石

桥，位于杭大路上。2012 年，在浙江大学

数学教授蔡天新的提议、推动下，此桥命

名为“道古桥”，并由曾在浙大求学的数学

家、中科院院士王元先生题写桥名。

道古桥并不是秦九韶留给杭州的唯一。

1244~1247 年，秦九韶又来到浙江，

这一次是为母亲守孝。

其间，他居住在湖州，把

长期积累的数学知识加以总

结阐释，完成了二十多万字

的 数 学 巨 著 ——《数 书 九

章》。可以说，《数书九章》的

内容上至天文、星象、历律、

测候，下至河道、水利、建筑、

运输，钱谷、赋役以及各种几

何图形和体积的计算。囊括

的知识足以睥睨现在初高中

甚至大学里的数学课程。

也正是这本书，奠定了

秦九韶在数学界的地位。他

创立了完备的“正负开方术”

“大衍总数术”“大衍求一术”，其中“正负

开方术”大大简化了计算，比英国数学家

霍纳的解法早了五百多年；“大衍总数术”

（中国剩余定理）是古今中外每本数论教

科书不可或缺的基本定理；今年北大数学

院新大楼落成，秦九韶的“大衍求一”悬于

墙上，它是中国剩余定理的第一步，也是

密码学的钥匙。

“秦九韶是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古代数

学家，他的中国剩余定理等在很多学科领

域都有着世界性的应用，并被写入了每一

本西方基础数论教科书。”蔡天新表示，英

国BBC制作播出的四集纪录片《数学的故

事》，秦九韶是唯一被提及的中国数学家，

“即便在计算机时代，秦九韶提出的很多

算法依然实用，能让计算量减少百倍甚至

千倍，意义重大。”如同蔡天新在《数学传

奇》增订版序言中写道——期待不久的将

来，数学这朵明艳的花儿会在华夏的土地

上绽放得更加鲜丽多姿。

就像是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古代数

学的大门，凡是实际生活中需要运用到的

数学知识，或许都能在《数书九章》中找

到。现代数学史家梁宗巨曾经这样评价

《数书九章》：“那时欧洲漫长的黑夜犹未

结束，中国人的创造却像旭日一般在东方

发出万丈光芒。”

这道光，足以穿透黑暗。在苦心钻研

算法的同时，秦九韶也关心着国计民生，

帮助世人经营事务、分类万物、认识自然、

理解人生⋯⋯于是在原稿几近流失的600

多年里，民间争相传抄，直

到明永乐年间，被《永乐大

典》收录其中。

宋元时期，中国古

代数学自此达到顶峰。

数学师承以往经

验算法的传统，涌现出秦九韶、杨辉、李冶和

朱世杰等四大数学名家，其中杨辉就是钱塘

人。

作为清朝的封疆大臣和经学大家，阮

元主编了我国第一部数学家传记，他任浙

江巡抚时，在孤山南侧建立诂经精舍，在

全国率先开设自然科学课程，还在民间重

新发现了大数学家朱世杰已经失传的名

著《四元玉鉴》。诂经精舍的出现，成为书

院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清代很多书院受

此影响，比如求是书院讲授的内容中就有

算学、滑雪、测绘、天文，推动了浙江在理

工科上的跨越式发展。

清末数学家黎应南在浙江平阳任知

县时，身体力行带头研习数学，形成数学

风尚；嘉兴人李善兰来到上海后，与英国

人伟烈亚力合译完成了不少国外的数学

著作，向中国介绍了代数、解析几何和微

积分，并很快辐射到了家乡浙江；1947~

1948 年，中央研究院评选首届院士，浙江

“惊艳”了中国，81 位院士中，浙江籍占了

18 人，为全国之最，其中 5 位数学家中，浙

江人占了 4 席，包括姜立夫、许宝騄、陈省

身和苏步青。

对于数学的追求，浙江人从未停下脚

步。而 800 多年前强调基础数学的秦九

韶，梦想正在被实现。

不久前，2023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

落下帷幕，这场全球规模最大的在线数学

竞赛，鼓励、激发更多人热爱投身科研，5

届共吸引25万人次参赛。时至今日，拥有

数学“最强大脑”的浙江，在科技创新领域

追逐更遥远的星辰大

海—— 布 局 了 人 工 智

能、量子计算、集成电

路等前沿领域，更让数

字化改革里有了民生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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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的道古桥▲杭州的道古桥

▲《数书九章》

▲北大数学院新大楼悬挂的“大衍求一”

中国古代数学在宋元达到顶峰，浙江数学名家如群星闪烁

秦九韶在杭州建了座桥
给世界留下《数书九章》
一位数学天才造了一座桥

一本书成就浙江数学“最强大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