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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资料，未经作者同意

不得公开报道、引用和转载

珠算 与 珠心 算

中国珠算心算协会 第 3 期（总第 21 期） 2022 年 3 月 23 日

中国珠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距今已有 1800 多年

的历史。现如今，珠算的计算功能虽已被计算机等取代，也逐渐

退出国家课程体系，但是其科学、文化和教育价值却经久不衰。

2008 年，珠算项目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3 年 12 月 4 日，中国珠算项目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度评价中国珠算“向世界提供

了另一种知识体系”是“适应当代需求的范例”。自此，对珠算

知识体系等相关问题的思考和探究工作逐渐引起专家学者们的

重视，但总体研究进展较为缓慢，近几年又少有突破性的研究成

果。为了引起人们更广泛的关注，2020 年，作为国家级珠算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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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保护单位的中国珠算心算协会，将“珠算知识体系”作为主题

主办了两次重要学术研讨会。会上专家们从不同角度交流、研讨

了珠算知识体系的内涵、价值等问题，取得了不少成果，也为以

后更加深入、全面、多角度的思考和探讨珠算知识体系相关问题

奠定了一定基础。为进一步推进珠算知识体系研究的系统、深入

开展，有必要对已经形成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疏理，对研究中存

在的问题进行反思总结，以明确未来的研究方向和重点。

一、珠算知识体系的内涵界定

关于“体系”，《辞海》中有如下解释：“若干有关事物相

互联系、互相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
[1]
。如何界定“珠算知识

体系”的内涵，是珠算知识体系的理论研究中比较基础的研究课

题，也是近年来许多人比较关注的问题之一。因研究的角度和出

发点不同，学者们对珠算知识体系的内涵有不同的见解，既有狭

义的解释，又有相对广义的理解。

刘芹英从学科知识体系的角度，对比了笔算和珠算知识体

系。她认为，笔算知识体系是西方数学——数学教育——算具算

法体系，珠算知识体系则是中国传统数学——数学教育——算具

算法知识体系
[2]
。牛腾以数学史和珠算知识结构为出发点，指出

珠算知识体系是由算盘、运算口诀、算理算法和运算规则等相互

联系、相互制约而构成的整体
[3]
。其自洽性主要建立在算盘结构、

算理算法口诀和运算规则等的科学性和统一上。郭启庶从当代优

因数学的角度出发，指出珠算知识体系是由“珠算本义、用珠算

等基因构建的数学启蒙与基础知识结构体系——优因数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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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数学核心素养以及脑潜能开发等各个方面的成果”构成的相互

作用的知识网络系统整体
[4]
。郭世荣认为，珠算知识体系的内涵

包括“计算工具算盘、口诀系统、实践与操作规程、算法和算法

设计等”，外延包括“珠算的附加功能、价值、作用与意义等”

[5]
。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珠算知识体系所包含的内容有很

多，最基本的就是其硬件和软件系统，即算盘、口诀、算理算法

等。此外，还有包含珠算教育、珠心算计算方法、口诀、教育及

功能价值等在内的其他内容，这些也是珠算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以上对于珠算知识体系的内涵的界定，便可看成是对其相

关内容的高度概括。只是学者们因研究角度和侧重点不同，尚未

对珠算知识体系的内涵形成统一的认识，这势必会造成构建的知

识体系也不一致。

二、珠算知识体系的内容、思想方法和特点分析

目前我们已基本了解珠算知识体系涵盖的大致内容，现有研

究更多集中于珠算知识体系中的某一或某几方面的内容，如有对

算盘结构、珠算珠心算历史的研究，有对珠算口诀和各类算法的

研究，还有对珠算珠心算教育教学方法等的研究。这类研究相对

比较丰富，也已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这里不再详述。

构成珠算知识体系的各部分内容固然重要，但贯穿整个体系

的思想方法，以及该体系的独特性更为重要。著名数学家吴文俊

曾指出，贯穿在整个数学发展历史过程中有两个中心思想，一个

是公理化思想，源于古希腊，在现代数学尤其是纯粹数学中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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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统治地位；另一个是机械化思想，贯穿于整个中国的古代数学，

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未来的生命力无比旺盛。李文林也指出，

中国古代数学具有明显的算法化、机械化的特征，珠算盘则是中

国古典算法体系的独特产物。他从产生珠算盘的必要条件等角度

出发分析珠算算法体系的独特性：一是对计算工具的需求；二是

十进位值制与十进小数；三是计算过程的机械化。

郑礼光和郑怡从珠算能把减法变加法的科学性和普遍适用

性等角度出发，论述了珠算所特有的二元示数且内外珠互补等功

能，从而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
[6]
。刘芹英在《从“珠算

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来看——笔算知识体系与珠算知

识体系基本机制的对比研究》一文中，从计数法、算具算法和数

学思想方法等诸方面，对笔算知识体系与珠算知识体系的基本机

制和思想方法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并阐述了珠算的独特优越

性、发展前景和深远意义。郭启庶将笔算与珠算的基本机制、思

想方法和载体形式等进行对比分析，指出以“优因数学”为基础

的珠算知识体系与全盘西化的笔算知识体系的差别越来越大，前

者能够使数学教育简易、高效、现代化。此外，相比于笔算，“珠

算珠心算还能用于大脑潜能开发、健体和文化认同活动等各个方

面”。

总的来说，对于珠算知识体系内容的研究，缺乏整体性的分

析与探究。比如说，侧重于珠算史的研究，以算盘、珠算珠心算

的历史、珠算口诀和各类算法的研究为主；侧重于数学教育的研

究，以珠算珠心算教学方法或与现代数学教育的融合为主。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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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珠算知识体系的思想方法和独特性的分析，还是以数学思想方

法为主，缺乏从哲学、文化等角度的思考和认识。

三、珠算知识体系的功能和价值探析

珠算的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且有着丰富的科学内涵，

其科学文化价值得到肯定的同时，也推动人们继续研究探索珠算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形式——珠心算，这也使得珠算珠心算在当

代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其教育启智功能逐渐引起更多人

的重视。近年来，关于珠心算脑科学、认知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

已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成果，如现有很多研究能够揭示珠心算是

一种很大程度上依赖视觉空间表征的特殊的计算方式，通过一定

时间的珠心算训练，不仅可以提高儿童的计算能力，对其他科目

的学习具有迁移作用，还能开发儿童大脑智力潜能。从珠心算教

育层面来看，蒋志峰最新的研究成果发现，珠心算开发儿童智力

的核心价值是清晰表象与表象操作，而珠心算课程培养清晰表象

的数学目标则具有重要的育人价值
[7]
。

还有一些研究是从珠算知识体系的层面探讨其功能和价值。

如周新林从数学认知、数学脑和数学思维等角度，分享了自己对

“另一种知识体系”的认识，并对珠算与学校教育融合的必要性

和可行性进行了分析
[8]
。他指出，从数学思维、数学认知的角度

看，珠算之所以被称为“另一种知识体系”，就是因为它是非符

号的，这样的非符号具有具体实物特征、情境的特征。他还指出，

现有实验表明，经过珠心算训练的学生，非符号数感得到提升，

进而提升了他们在符号算术方面的表现。刘芹英从知识体系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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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论述了珠算的科学性，以及珠算珠心算对数学启蒙和基础教育

的简化作用，如二元示数对四则运算的简化作用，珠阵图对几何

的简化作用等等。

从现有研究来看，对于珠算珠心算价值和功能的探讨较为丰

富，不管是实证研究还是基于脑机制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不论是从历史文化底蕴还是目前的教学效果来看，作为一种相

对独特的知识体系来说，它的价值和功能远不止如此，仍需要更

进一步的探讨。此外，由于珠心算的产生和发展，现在已形成了

新的珠算珠心算教育体系，但从目前的研究进展看，仍缺乏对珠

心算教材、教学方法、课程设计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系统研

究。如何将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运用到珠算文化传承和珠心算教

育实践工作中去，充分发挥珠算珠心算的功能和作用，这对于构

建完整的珠算知识体系、更大程度地发挥珠算珠心算的教育价值

具有重要意义。

四、研究建议及展望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其中提到，要坚持守正创

新，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内涵，弘扬其当代价值。并强调要

统筹整合资源，加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研究力量，完善理

论研究体系。这对于我们研究和完善珠算理论体系提出了要求，

珠算知识体系的研究工作是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构建

完善的知识体系有利于我们更全面的认识珠算珠心算，为我们更

好的传承珠算文化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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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有关于珠算知识体系的研究较为零散，且大多是从

某一方面或某一侧面的研究成果，但正因为有不同方向专家学者

从不同领域的阐释和研究，我们才得以逐渐清楚的看到珠算知识

体系的全貌，包括其涵盖的基本内容、蕴含的数学思想方法及重

要价值和作用。不过，知识体系的构建必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需要做的除了界定珠算知识体系的内涵，对

珠算知识体系的内容进行整体性分析，更全面地探索珠算珠心算

的功能和价值以外，还有一些较为重要的问题亟待解决，下面进

行简要分析。

一是探究珠算知识体系的科学性和独特性，包括与其他知识

体系的本质区别。对于珠算来说，它发展至今仍未被淘汰，这与

其科学的、不断创新与完善的知识体系密不可分。2020 年两会

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提出《关

于让“另一种知识体系”纳入国民基础教育的提案》，他认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珠算“另一种知识体系”的评价，是基于珠

算的科学思想、构建逻辑、算法规则呈现出的现代性特征。因此，

有必要继续深入疏理和研究珠算知识体系的科学性，并与其当代

价值相联系。如深度挖掘珠心算练习者的视觉表征、心理过程、

神经机制，珠心算训练对儿童、成人、特殊人群的脑网络的影响

[9]
，这对于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和发挥珠心算的科学价值具有现实

意义。此外，不同知识体系有各自的特点，有必要深入探讨珠算

知识体系与筹算、笔算等知识体系的本质区别，以便更好地了解

珠算知识体系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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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从中国传统数学发展的角度分析和研究珠算知识体系

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一般认为，珠算算法继承自筹算算法，珠算

自有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特点。如从

珠算产生，到珠算与筹算并行，到珠算淘汰筹算成为主要的计算

方法，再到珠算与笔算和口算相结合，最后发展为珠心算，珠算

发展的每个历史时期，其知识体系的构成也自然不同。所以，从

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珠算知识体系也经历了不断发展、不断变革

的过程。有必要从中国传统数学发展的角度分析不同时期珠算知

识体系的构成与发展过程，理清珠算知识体系的演变和发展脉

络。

三是从哲学、文化、教育等多角度探讨珠算知识体系的整体

构成及特点。中国珠算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产

生和发展过程中受中国哲学思想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全面而深

刻的。同时，珠心算的产生和发展，可以说是科学的新发现，不

仅形成了新的概念和理论，还导致珠算知识体系的根本性变革，

这也是珠算理论体系的根本改造和科学思维方式及教学方法的

变革，从而丰富了珠算知识体系的科学内涵，使其在当代社会具

有更广泛的现实意义。可见，从珠算的产生，到转化为珠心算，

中间受到了哲学、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影响。因此，我们用现

代的眼光、思想去评价、诠释珠算知识体系的同时，还应该从传

统哲学、文化、教育等多角度去阐释珠算知识体系，让它走向世

界，成为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有利于我们深刻认

识珠算的文化属性，重新审视珠算知识体系的构成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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