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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冲之圆周率在西方的历史境遇

— 纪念祖冲之逝世 1500 周年

汪晓勤 (浙江大学数学系
,

浙江师范大学数学系 )

关键词 祖冲之 圆周率 三上义夫 赫师慎 李约瑟

我国古代圆周率研究的历史
,

特别是南北朝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祖冲之 (4 29 一 5 00 年 )的圆周率曾是我国数学

史家们 + 分感兴趣的话题
.

经清末岑建功
,

现代茅以升 l[]
、

钱宝琼 z1[
、

严敦杰 s[, 4 ]
、

许药舫 5[]
、

孙炽甫 6[] 等的研究和介

绍
,

中国古代数学家在回周率方面的成就已为国人所熟悉
,

但是
,

以祖冲之密率为代表的中国圆周率是如何为 西方人

所了解
、

接受的? 对这一中西数学交流史上的问题迄今尚未有专文论述
.

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方文献的考察
,

对中国圆

周率在西方的历史境遇作一次较全面的研究
.

我们将看到
,

它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数学西传历史的一个缩影
.

一
、

19 世纪上半叶西方学者的有关

著述

19 世纪上半叶以前
,

西方对中国数学知之甚少
.

法

国数学史家蒙蒂克拉 ( J
.

E
.

M
o n tU d a ,

172 5 一 17 卯 年 )在

其数学史经典著作 (数学史》的第二版 ( 17卯 一 150 1 年 )

中虽列专章论述中国数学和天文学川
,

但没有提到中国

人在圆周率方面的成果
.

英国数学家皮考克 ( G
.

P ea
c
oc k

,

17 91 一 18 58 年 )在其出版于 l 82() 年的<微积分应用例题

集》中
,

介绍了分析表达式出现之前
7t 的历史

,

称
:

“

圆内接正 % 边形的周长为

% 丫 2 一夕

圆外切正 % 边形的周长为

阿基米德利用它们求得了
7t = 22 7/

,

这个结果 (较真

实值 )大了将近直径的 11 8 00
.

梅丢斯 ( etP er M e

iust )用类

似的方法获得 二 的近似值 3 55 / 1 13
,

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

结果
,

它精确到小数点后 5 位
.

韦达利用同样的方法把

该近似值扩展到小数点后 10 位
,

而居伦 (助do 晒
v
an

c eul en
,

1540 一
16 10 年 )又将其增加到 35 位

.

考虑到他所

用方法
,

居伦付出了极多的劳动
.

居伦对他的结果感到

如此 自豪
,

以致他学了阿基米德之先例
,

嘱咐他人将这

个值刻于自己的墓碑上
”
sj[

.

可见
,

皮考克对中国人的成果一无所知
.

居伦的结

果后来果然被刻在了列顿的圣彼得教堂他的墓碑上
,

德

国人还因此称之为鲁道夫数队断
.

苏格兰地理学家默里 ( H
.

M UI’r
a y

,

17 79 一 184 6 年 )在

出版于 18 36 年的《中国》一书中认为
,

中国人在郭守敬之

前并不知道比 3 更好的圆周率近似值「川
.

第一个在中国算书中发现圆周率 二 = 22 7/ 的是法国

汉学家毕贩 (它
.

B奴
,

18 03 一 18 50 年 )
.

早在 18 世纪
,

明代

数学家程大位 (巧33 一 1叹万 年 ) 的《算法统宗》就 已流传

到了欧洲
.

当时法国皇家图书馆藏有两种版本共三册
,

毕匝对其作了研究
.

18 35 年 5 月 ;毕欧在法国 (博学者杂

志》 (扣~
l面 施拟nts )上发表了关于 《算法统宗》的一

个注解
,

主要对书中所载的算术三角形作了详细解释
,

同时也泛泛地介绍 了书中他认为比较先进的数学内容
,

其中有圆周率 22 7/
.

1839 年 3 月
,

毕匝在《亚洲 杂志》上

发表了一 《算法统宗》书总目的译文 (法文 )及其注释
,

在

卷三
“

方田
”

目录下
,

毕氏特别提到程大位自注中的
“

密

术
” 2刀 7 { ’幻

,

但没有提到同一注中出现的
“

徽术
”

巧7/ 50

和
“

智术
”

25 18
,

也不知道 22 7/ 的作者是谁
.

18 39 年 12 月
,

毕欧在同一杂志上撰文介绍中国人的位值制算筹记数

法
.

在解释李冶 ( n 92 一 127 9 年 ) 《益古演段》第一题时
,

他还误以为作者是用 22 7/ 作为圆周率值人算的 [
’ 3 J

.

另一些曾来华多年的西方学者
,

如曾任英国在华商

务监督
、

香港总督
、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的戴维斯 ( J
.

F
.

D
~

,

179 5 一 1890 年 )
、

美国传教士和外交官威廉 ( s
.

w
.

W曲~
,

181 2 一 1884 年 )在其著述〔’ 4, ` ,〕中虽对中国数学

有所介绍
,

但他们的言论充斥着傲慢与偏见
.

他们对中

国数学的了解连一鳞半爪也没有
.

当然不会知道刘徽
、

祖冲之等数学家的圆周率成果
.

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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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从怀利到史密斯

第一个向西方全面介绍中国古代数学文献和数学

成就的是 19 世纪英国来华传教士
、

著名汉学家怀利 ( A
.

W yl ie
,

1 5 1 5 一 1557 年 )
.

1 8 52 年
,

怀利在上海英文周报《北

华捷报浪上发表著名论文
“

中国科学札记
:

数学
” ,

在介绍

《九章算术、
“

方 田
”

章圆面积公式后称
: “

尽管这里 圆周

和直径之比取为 3
:
1

,

但是中国学者告诉我们
,

这并不是

说编纂者不知道更接近真实值的近似值
,

只不过不需要

而已
.

约在公元 6 世纪末
,

祖冲之发表了密率 22
:
7

,

而更

早时侯的刘徽则给出了 巧:7 50
” 「“ 二

.

怀利还指出
,

默里关于中国人圆周率知识的结论是

毫无根据的
“

臆测
” .

由于 《九章算术》 (李淳风注 )将 2 27/

称作祖冲之密率
,

《算法统宗》这部广为流传的明代算书

沿用同样的说法
,

因而怀利从自己所接触的李善兰 ( 181 1

一 188 2) 等中国学者那里 了解到关于中国古代圆周率的

上述信息是完全可 以理解的
.

同时我们也看到
,

来华才

五年
、

忙于墨海书馆印刷事务而只能业余从事汉学研究

的怀利此时尚未读过记载有祖冲之圆周率成果的《隋书
·

律历志》
.

这是西方学者第一次提到 22 n 和 15 7/ 50 的中

国作者
.

伟烈亚力的论文后由德国学者毕尔那茨基 ( K
.

L
.

B ie rn
a tzk i 一8 1 5 一 1899 )译成德文

,

并于 18 56 年发表在

著名的克雷尔杂志— <纯粹与应用数学杂志》 ( oj 王

~
l

介曲 eR眼
王阴以 Ang , 。

刀之人亡 3轰左产咖
王d之沃 )上

,

祖冲之 ( T su sT
-

ch un gst ch
e

)和刘徽 ( u
u

H
认飞 Jy )的名字因此为更多的西方

人所知 : ’ 6 ;
.

法国数学家特凯 ( o
.

T
e

甲
em

,

175 2 一 1862 年 )

又将毕尔那茨基的译文编译成法文
,

发表于历史上第一

本数学史刊物《数学文献
、

历史和传记通报》 ( B
z汉人您功 de

iB 脚
之之
$汀

口尸h ,
,

d
’

战勿。 以 凌 B闷笋叩h ic 几五刘六老动以峥
z沼

)

上
`7
该刊是以 《数学新年刊》 (特凯创办于 18科 年 )的附

录形式出版 的
,

18 55 一 1862 年由特凯编辑
.

文中特凯也

介绍 了上述两个圆周率值
,

但只提到刘徽
,

而没有提到

祖冲之的名字
.

此后德国著名数学史家康托 ( M
.

Can ot r ,

182 9 一 19 20 年 )在他的《数学史讲义 》中对中国的 圆周率

亦有 所介绍
.

第一个对中国数学家 的圆周率成果作全面介绍的

是 日本著名数学史家三上义夫 ( 1875 一 19 50 年 )
.

早在

19 or 年
,

三上义夫就在数学史专业杂志 B汉必动
它阴 几九认

-

e m 以二 上发表论文
,

介绍中国数学家在 圆周率方面的成

就
.

在 19 13 年出版的英文 《中日数学发展史》中
,

三上义

夫列专章论述 中国数学 家的有关结果
:

张衡— 了I石;

王蕃—
14 224 5 = 3

.

155 5 … : 刘 徽—
157 /50 ; 祖 冲之

—
3

.

14 1592 6 < 二 < 3
.

14 159 27
, 二 = 3 55 / 113

, : 二 22 / 7
.

其

中祖冲之的结果本于 《隋书
·

律历志 》
.

三上义夫评论道
:

“

祖冲之所得约率即为好几百年前希腊阿基米德的结

果 ;但在数学史上
,

密率在祖冲之以前却未曾见于世界

上任何一个国家
.

希腊人没有这个值 ; 印度少、 对其一无

所知 ; 即便是后来有学 问的阿拉伯人亦未能重新发现

它
.

在近代欧洲
,

直到 158 5 年它才被荷兰数学家
、

梅丢斯

之父安托尼兹 (引者注
:

即皮考克所指的梅丢斯 )获得
.

因此中国人拥有这个最不寻常的圆周率分数值
.

要 比欧

洲人早整整一千多年
.

有鉴于此
,

我们强烈希望将它命

名为
“

祖冲之率
”

l8[ :
.

192 6 年
,

三上义夫在 《东洋学报 》上发表
“

中国算学

之特色
”

一文
,

在关于
“

圆之算法
”

的一章
,

又一次介绍了

张衡
、

刘徽和祖冲之的圆周率
.

其中还第一次提到刘徽

的另一结果 392 7/ 12 50 仁’ 9 :
.

值得一提的是
,

三上义夫也是

第一位正确理解祖眶球积公式推导方法
、

并试图解释

《隋书
·

律历志 》中所说的祖冲之
“

开差幂
”

和
“

开差立
”

算

法的外国学者
,

还称前者为
“

中国算学 上几何学 的处理

方法之最高发达
’ ,

呻 ,
.

《中日数学发展史 》出版后
,

成了继 怀利 《札记》后李

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前关于中国数学最重要的西方

文献
.

后来的西方数学史家如卡约黎 ( F
.

c aj on
,

1 859
-

193 0 年 )
、

史密斯 ( D
.

E
.

S n 石ht
,

18团 一 1944 年 )
、

萨顿 ( G
.

S aI’t on
,

18 84
一 195 6 年 )等关于 中国数学的有关论述主要

源于此书
.

卡约黎的《数学史》在 1893 年初版时并未涉及

中国数学
,

19 19 年再版时
,

作者列专章论述中国数学
,

其

中介绍 了刘徽和祖冲之的 圆周率加二
.

史密斯在其名著

《数学史 》中介绍了张衡
、

王蕃
、

陆绩
、

祖冲之等人的圆周

率
,

称祖冲之为
“

机械专家
,

再现了指南车知识
,

建造了

机动船
” 〔2 ,〕

.

史密斯所说的
`

陆绩率
”

25 8/ 实际上是《算法

统宗》中所说的
“

智率
”

(但事实上
,

王蕃曾说陆绩仍沿用
“

周三径一
”

之旧率 :到 )
.

史密斯没有提到刘徽的结果
.

后

来
,

他在《圆周率 二 之历史及其超越性 》中对中国少
、

的圆

周率工作有更详细介绍
:

“

在中国人方面
,

对此有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
.

东汉

安帝时人张衡 (西历 78
一

139 年 )曾得 7T =

丽
.

后此 则

当是三国时吴人王蕃 (西历 229 一 2 67 年 )求得 二 = 14 2
: 4 5

或 3
.

15 55 …
,

而同时刘徽用一种方法与安抵风 法相同

者
,

算得 3
.

14
.

最值得注意的
,

则为宋末南齐祖冲之 (约

当西历 4仪)余年时 )的发见
.

他求得 二 之值在 3
.

14 15926

与 3
.

14 1592 7 之间
,

并知 22 / 7 与 3 55 / 113 乃是其近似值
.

后者寻常称为安托尼兹率
,

实则祖氏早已发见 了
.

其后

还有人计算此值
,

惟未有良好结果
.

清初康熙时 ( 18 世纪

之初 )所编《数理精蕴资上载 7T 之值至 19 位
.

欧洲当中世

纪时
,

皮舍诺 (引者注
:

即 13 世纪 意大利数学家菲波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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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 N o
.

5

契 )求得 7r 二 3
.

14 18
.

此后直至 17 世纪时
,

始有安托尼兹

重发见中国祖冲之在千余年前所早已 知道的值 3 55 1

1 13 ” 〔23 〕
.

后世西方学者如萨顿〔川
、

柯立芝 (J
.

L
.

c
iool 妙

,

1
873

一 19 54 年 )〔川
、

斯特洛伊克 ( D
.

J
.

S七 u正 )〔阂 等都在各自

有关著作中介绍祖冲之的圆周率
.

家坦纳里 ( P
.

毛例陀叮
,

1斜 3 一 1以” )对古希腊数学家海伦

(测量》中一段文字的校勘
.

根据坦纳里的校勘
,

阿基米

德除了在《论圆之度量》中所获得的 223 n l < 二 < 22 n 外

还曾进一步获得过如下结果
:

19 5882 16 23 5 1 < 兀 < 2 1 1盯 2 16744 1
.

洛利亚将其写成连分数形式
:

三
、

怀疑与否定

三上义夫的结论虽被众多西方学者所接受
,

但远未

被普遍接受一些学者怀疑和否定祖冲之结果的独创

性
,

认为它源于西方
.

中国天文数学域外来源说可以上溯到 17 世纪
.

在

与来华耶稣会士邓玉函 ( J
.

及忱似
,

1576 一 163 0 年 )的通

信中
,

德国著名天文学家开普勒 ( J
.

K e p ler
,

1571 一 1630

年 )即怀疑古代中国的天文观察数据是后人计算的结

果
,

中国的天文学全部来 自阿拉伯〔刘
.

19 世纪中叶
,

法

国东方学家塞迪洛 ( L
,

E
.

P
.

A
.

S纪山 ot
,

1别招 一 187 5年 )认

为
,

中国人绝对没有天文学
,

也根本不知数学为何物
,

并

称
: “

中国人所有的那点知识肯定来 自国外
,

…… 由于亚

历山大的征服
,

希腊的影响遍及整个东方
,

而中国即为

其一部分
.

这种影响在整个亚历山大学派存在期间以及

罗马统治期间一直继续着… … ” 〔川
.

塞迪洛在 184 9 年出版的 (希腊与东方数学 比较史

料 ) ( 赫面酬运“ 尸次9 5 ” 云 d l
’

月公勿的 乙勿争盯由 面
赫画凶阻峋明 汤已如 肠拍 以 如 凸它几姗“ )第二卷

,

在 18 68
,

年 5 月发表于意大利数学史杂志 (数理科学文献与历史

通报》 ( 刀翔吸心衡刃 成 刀幼如卿户
。
成 &决自 刀以肠 &妇以

川阮妇舰以记公 。

几泪记 )上的
“

写给编辑波恩康帕尼 ( B旧她
n -

~
户唱川 )的信

”

中以及在 1盯3 年 9 月巴黎首届国际东方

学家大会的发言中都宣扬此说
,

对后来的西方科学史作

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如在德国人芬克 ( K
.

F in k )出版于

18灾)年的 (数学简史》中我们就能看到这种影响的痕迹 :

“
在婆什迎罗的著作中

,

几何学从亚历山大向印度的传

播乃是显而易见的
.

或许这一影响还向更远的东方扩

展
,

直到中国
.

在一部可能写于公元后数世纪的中国算

书中
,

毕达哥拉斯定理被应用于边长为 3
、

4
、

5 的三角形 ;

说明了张绳之法 ;一个图形诸顶点以模仿希腊形式的字

母来表示 ; 二 被取为 ;3 到 6世纪末
,二 被取为 刀刀

, ’

[,]
.

19加 年
,

意大利数学史家洛利亚 ( G
.

L 幻 a ,

186 2 -

1954 年 )发表
“
中国人对数学的贡献

”

一文
.

受塞迪洛等

人的影响
,

洛利亚对祖冲之圆周率工作的独创性提出质

疑
、

认为祖冲之是从阿基米德著作中学得求圆周率方法

的
.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

洛利亚根据的却是法国数学史

, +

厂二厂一
<兀 < , +

` 十

花万平干
J l +
二甲丁
` 十 万

16 + 一一工一一

+s 一生
一

, 十头

由此得近似分值

1 355
兀 = j + 二 - 甲 ; ; ; 下 二 下 ; 蕊

I + 1 1 1 0 1 1 )

于是
,

这个值很容易随着阿基米德的其他著作传人中

国
.

这种解释连洛利亚 自己都觉得牵强
,

因此他又毫无

根据地补了一句
: “

就算祖冲之创造了
二 的这个特殊近

似值
,

我们也仍然可以肯定
,

他所用的方法并非他的创

造
.

他从阿基米德的名著中获得这一方法
,

几乎是无庸

置疑的
” 〔刘

.

洛利亚对中国数学的怀疑态度甚至还可以从他的

出版于 192 9 的(从文明之源直到 19 世纪的数学史》 ( sot
-

血
`
似` 邢曲 , 以必晚 d刃诬

’
AI阮 凌如 C如如 公 S洲而 叉议 )一

书中把关于中国数学的那一章取名为
“

中国之迷
” 〔划 看

出来
.

第一个明确否定三上义夫结论的是比利时教士赫

师慎 ( L
.

van
H倪

,

187 3 一 195 1 年 )
.

赫师慎来华 20 年 (从
189 2 到 19 1 1年 )

,

是继怀利之后第一位在中国数学研究

上有影响的西方学者
,

他在 20 世纪上半叶陆续在 (通

报》 ( T’ o 少堵 尸b。 )
、

吞`
、

《美国数学月刊》
、

《科学问题评

论 )( 凡放记面 伍心谕川 反妇峋匆临 )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

论文
,

这些论文虽影响较大
,

但学术价值远不及怀利的

(札记 )和三上的 (中日数学发展史》
.

在 I兜6 年发表于萨

顿的仙 上的
“

阮元的 (畴人传 )
”

一文中
,

赫师慎称
: “

中

国人对纯数学的研究并未显示出特别的兴趣
,

也没有真

正的才能
.

只有历法和天象观测是他们最感兴趣的
.

”
sl[ 〕

赫师慎强调
,

中国科学没有一贯的方法
,

没有创造性的

理论
,

一切往往都归结为公式
,

而这些公式又都是外国

人的
.

他进而断言
: “

根据这些事实
,

显然应该修改三上

义夫在其名著中所获得的结论
.

总而言之
,

如果把中国

数学家的公式和方法列成表
,

那么这些公式和方法一般

都可追溯到印度
、

阿拉伯或欧洲的起源
”
sl[ 〕

.

关于祖冲之的密率
,

赫师慎称
: “

梅丢斯于 1585 年求

得这个值 ;另外
,

通过耶稣会士
,

梅丢斯也为中国人所

知
.

难道就没有可能
,

一些抄写者受爱国之心驱使
,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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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然 杂
,

志 22 卷 5 期 科学技术史

些早期著作的后来版本中插人这样的说法 ? ”
sl[ 〕

针对三上义夫命名
“

祖冲之率
”

的建议
,

赫师慎称
:

“

我想同意他的观点
,

但鉴于上述原因
,

我相信这些说法

不过是被传统地接受了的理由不充分的要求而已
.

我个

人坚信
,

将来的研究必会证明
:

后人篡改了一些段落
,

增

加了 另一些段落
,

因而新近版本和百科全书 毫不足

信
”
[3 , ]

.

受塞迪洛
、

赫师慎
、

洛利亚等人的影响
,

意大利汉学

家
、

科学史家瓦卡 ( G
.

v
a e e a ,

18 72 一 ? )在 19 30 年发表于

《亚洲文会会刊》上的 “

关于中国科学史的若干问题
”

一

文中称
:

“

我有意不提中国数学家关于圆周率的计算
.

据说

他们算得分数形式的值 355 l/ 13
.

这个很正确的结果似乎

是西方的泊来品
.

如果考虑到清代中国出现了海伦著作

中其他好几个结果 (如翟理斯教授所描述的复杂的计程

器 )
,

连同上述分数
,

我们 自然可以认为
,

约在公元三或

四世纪
,

海伦著作中的某些结果以一种我们 尚未能确定

的方式通过中亚传人中国
” 〔川

.

瓦卡还认为《周骼算经》

商高和周公对话中所含数学知识
、

朱世杰 《四元玉鉴》中

所载二项系数表等都来 自域外
.

四
、

历史定论

虽然包括祖冲之率在内的中国古代数学成就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怀疑和否定
,

并且

这种怀疑和否定甚至对美国著名数学史家史密斯也产

生影响 〔32]
,

但中国人的圆周率成就并没有因此而湮没
.

史实就是史实
,

不经详细的考证
、

填密的研究
、

客观

的比较
,

而只是凭空怀疑
、

一味否定的赫师慎
、

洛利亚
、

瓦卡等人的结论毕竟是站不住脚的
.

就在赫师慎发表
“

阮元的 《畴人传 》
”

两年后
,

三上义夫在同一刊物上撰

文
,

对赫师慎的有关评论作出回应
.

关于祖冲之率
,

三上

义夫指出
: “

祖 冲之率 3 55/ 1 13 载于《隋书》
.

如果书中真

有后人添加的内容
,

那么一定添加于 16( X)年以前
,

因为

这部著作在那时流传很广
.

另外
,

东京 eS 议
a d o 图书馆藏

有它的一部早期版本
,

为 153 0 年左右修订的元刻本
.

在

该版本中
,

载祖冲之率的那段话赫然在目
.

可见毫无疑

问它在元时即已有之
.

因此
,

问题就完全了然
.

… …祖冲

之在圆周率方面的工作以及他的儿子在球体积方面的

工作代表了中国几何之最高发展水平
,

它们似乎达到了

五百年间该学科发展的巅峰
.

如果把祖冲之对圆的度量

看成是后人添人原书的内容
,

那么所有这些叙述必同样

不可靠
.

除非接受这样的全盘否定
,

否则赫神父的论点

就必须被看成是不严密的
”
[33j

.

既然《隋书》元刻本中包含记载祖冲之圆周率的文

字
,

赫师慎的说法当然不攻自破了
.

30 年代末汉学家马伯乐 ( H
.

M as pe or )在其论文
“

汉

代中国的天文仪器
”

中及 40 年代初汉学家古德里奇 ( L
.

C
.

oG 司
r
i
c

h) 在《中国人简史》一书中都介绍 了中国的圆

周率 ; 1948 年
,

古德里奇又在 sI 众 上撰文介绍刘徽
、

王

蕃
、

祖冲之的圆周率仁34j
.

20 世纪 50 年代末
,

英 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 ( J
.

Ne
e

hd am
,

19 00 一 199 5 年 )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
.

其中第 19 章论中国古代数学
.

李约瑟和王铃以一节的

篇幅专门介绍中国的圆周率 [35]
.

李约瑟著作的出版唤醒

了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数学的兴趣〔36j
.

六七十年代
,

美

国数学史家斯特洛伊克〔v3]
、

伊夫斯 ( H
.

vE es )s[
8 ]

、

斯韦兹

( F
.

Sw e

)tz [到再次对祖冲之圆周率作 出客观评价
.

其中

斯特洛伊克在
“

关于中国数学
”

一文中指出
: “

由于 35 5/

1 13 = 3
.

14 巧 929 ( 比祖冲之所获得的上下限粗糙 )
,

该值

必定在祖或他的儿子继续求近似值之前就已被发现了
.

若将 二写成小数形式
,

再展成连分数
,

那么 355 11 13 是作

为近似分数出现的最著名的值 ;西方数学中直到 15 85 年

才出现这个值
.

就我们所知
,

祖冲之的更精确的值直到

一千年后的 1420 年左右才被撒马尔罕的天文学家阿尔

卡西所超过
,

阿尔卡西求得小数点后 16 位的 二 值及其六

十进制分数的相应表示式
—

十进制小数代表中国人

的传统
,

六十进制分数则代表巴 比伦一希腊传统
.

西方

数学家直到 16沉〕年左右才超过祖的更精确值
”
) 〕

.

斯特洛伊克在安托尼兹传记 中也强调
,

安托尼兹的

圆周率不过是祖冲之率的重新发现而已阳」
.

20 世纪 80 年代 以后
,

中国数学史领域的西方研究

者逐渐增加 [’l 〕
,

中国的圆周率历史得到许多西方数学史

家的深入研究〔42 一

州
.

祖冲之率
,

这一祖国数学史遗产中

的珍宝
,

将永远载人世界数学史册
,

激励国人为在 21 世

纪把中国建成数学大国而努力
.

( 2X( X) 年 3 月 16 日收到 )

汪晓勤 博士后
,

浙江大学数学系
,

浙江杭州 31 阅28

茅以升
.

中国圆周率略史
.

科学
,

19 17 ; 3
:

41 1书3

钱宝琼
.

中国算书中之周率研究
.

见 :

李俨
,

钱宝琼
.

科学史全集

(第九卷 )
,

沈阳
:

辽宁教育出版社
, 19 99 : 1一26

严敦杰
.

《隋书》律历志祖冲之圆率记事释
.

学艺
,

193 6 ; 1 5 ( 10) :

27
一

57

严敦杰
.

中国算学家祖冲之及其圆周率之研究
.

学艺
,

19 3;6 巧

( 5 )
: 3 7

一

50

许药舫
.

中算家的几何学研究
,

北京
:

中国青年出版社
,

1954 : 47
-

57

孙炽甫
.

中国古代数学家关于圆周率研究的成就
.

数学通报
,

195 5 ; ( 5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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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进复彭

哈勃太空望远镜观测到

恒星的死亡

因与爱斯基摩人 (毛皮大衣中的

脸 )相像而命名的爱斯基摩星云 ( the

E汕血旧 以为沮a

)在太阳系中发出了最

后一次耀眼的光芒后寿终正寝了
.

l性粥尧劲年 1 月
,

美国宇航局 ( N左达 )的

科学家将哈勃太空 望远镜 ( H ub b le

S甲
c e

eT l

~
pe )对准了 5侧1 ) 光年以

外的爱斯基摩星云并拍摄下其消亡

时空前清晰的照 片
.

当其为红矮星

时
,

气体云呈彗星状向内收缩
.

爱斯

基摩星云风以每小时卯万英里的速

度从星云中心向外膨胀
.

据有关科学

家预言
,

将在 50
一

印亿年后
,

我们的

太阳也会像爱斯基摩星云一样熄灭
.

不过可能没有爱斯基摩星云熄灭时

那么壮观而 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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