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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积分在中国的最初岁月

纪念 《代微积拾级 》 出版 14 0 周年

汪 晓 勤

由是
,

一切 曲线
、

曲线所函面
、

曲面
、

曲面所函体
,

昔

之所谓无 法者
,

今皆有法
; 一切八线求弧背

、

弧背求八线
、

真

数求对数
、

对数求真数
,

昔之视为至难者
,

今 皆至 易
。

呜呼 !

算术至 此观止矣
,

蔑以加夹
。

一一李善兰
: 《代微积拾级 》 序

西方第一部微积分教材是法国数学家洛必达 ( G一
F一 A

.

de

L H o s p i t a l
,

1 6 6 1一 1 7 0 4 ) 的 (( 无穷小分析 )) ( A n a l夕s e
de

s l’n if 儿
im ent

P et ist )
,

1 6 9 6 年出版于 巴黎① 。

但书中不含积分 内容
,

没有函数和

极限概念
,

也没有泰勒级数
、

微分应用等内容
。

《无穷小分析 》 出

版后受到极大的欢迎
,

整个 18 世纪
,

它一直是微积分的标准课本
。

美国数学家罗 密士 ② ( E
.

L oo m is
,

1 8 1 1一 1 8 8 9 ) 1 8 3 0 年毕业

于耶鲁大学
,

1 8 6 0 年以 后 回到耶鲁大学任 自然哲学和天文学教

授
。

罗密士因出版大量数学
、

天文学和气象学教科书而闻名③ 。

他

于 1 8 5 1 年出版的微积分教材即是中国第一本微积分教科书《代微

积拾级 》 ( 以下简称 《拾级 ))) 的底本
。

罗氏称此书
“
不是为数学

家
,

也不是为有特殊数学才能或数学爱好的人
,

而是为一般能力

的广大大学生
’ ,④而写的

。

伟烈亚力 ( A
.

W y li e
,

2 8 2 5一 1 8 8 7 ) 是英国传教士
,

自 1 8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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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8 7 7 年的三十年间曾三度来华
,

第一次是作为英国伦敦会设在

上海的印刷所— 墨海书馆的印刷员身份来华的
。

伟烈氏来华后
,

看到中国人对 《几何原本 》 (前六卷 )
、

对数以及其他由耶稣会士

传人的西方数学知识抱有浓厚的兴趣
,

许多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

学习西方科学知识
,

到处可见中国人的探究精神
。

他感到
,

仅仅

是对于西方科学的肤浅的
、

通俗的介绍 已远远不能满足 中国人的

需要
。

因此有必要 翻译出关 于各学科 的更深人
、

全 面的西 方著

作⑤
。

他 在撰 写 介绍 西 方 笔算 的 数 学人 门著 作 公数 学启 蒙 》

( 1 8 5 3 ) 时
,

就计划陆续翻译出版西方代数
、

微积分教科书
,

使中

国人能够由浅人深
、

系统地学 习西方数学
:

余 自西土远来中国
,

以传耶稣之道为本
,

余则兼 习艺能
。

爱述一 书
,

日 《数学启蒙》
,

凡 二卷
。

举以授塾中学徒
,

由浅

及深
,

则其知之 也易
。

譬诸小儿
,

始而甸旬
,

继 而扶墙
,

后

乃 能疾走
。

兹书之成
,

姑教之 甸旬耳
,

扶墙徐行耳
,

若能疾

走
,

则有代数
、

微分诸书在
,

余将续梓之
。
⑥

罗 密士 的微积分教材 出版后
,

伟烈亚力
“

闻而 善之
,

呢 购求其

书
’ ,
⑦

,

决定与中国数学家李善兰 ( 1 8 1 1~ 1 8 8 2) 合作将其
“

译行

中国
” 。

一
、

《拾级 》 在中国的传播

《拾级 》 于 18 5 9 年由墨海书馆出版后
,

引起了众多中国知识

分子的浓厚兴趣
。

太平天国的洪仁开便特别喜欢它⑧
。

此书流传颇

广
,

习者很多
。

华茜芳称
: “
咸丰间

,

曾有海宁李壬叔与西士伟烈

亚力译出 《代微积拾级 》 一书
,

流播海内
。 ’ ,

⑨一些学习者因书中字

迹模糊而去信 《万国公报 》 询问
,

如大沽殷仲深在信中称
: “

所购

《代微积拾级 》 字迹有迷糊处
,

无从校对
,

如第十六卷L第五页第

一行抛物线弧 分式… …
。 ’ ,L还给出书中模糊的原式

。

天 津摄 云客

在信中询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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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代微积拾级 》 十三卷 四页所列中国对数表根 四 三 四

二九四
,

其对数为九六三 七七八 四
。

余 以此二 率数位太少
,

曾

依 《代数术 》 十八卷十三 页所载常对数表根 四 三 四 二九四 四

八 一九之数推其对数
,

得九六三 七七八 四 三 一 一二
,

未知是

否 ? 一
、

所购 《代微积拾级 》 第十八 卷第五 页所列抛物线全

积分式字板模糊
,

无 从校对
,

今列其式于下并附余所臆度改

正之式
,

祈定其是否 ?L

摄云客所给改式是正确的
。

在清末许 多书院
、

学堂
,

微积分被列人数学课程中
,

因而被

广泛传播
。

开办于 1 8 6 7 年的福州船厂法文学堂课程中即有微积

分L 。

1 8 7 6 年北京同文馆丁题 良所设八年制新课程表上
,

第六年数

学课 中有微分积分 ; 五年制课 程表上
,

第 四年数学课 有微分积

分L
。

同文馆算学课程中有微积分
,

李善兰所用微积分教材 即为

《拾级 》
。

林乐知创建于 1 8 8 1 年的上海 中西书院中
,

第六年数学课程为

微分积分L
。

梁启超任总教习 的湖南时务学堂第一年读书分月课

程表中
,

第十二月的格算门即含 《拾级 》 和另一本 由华蓄芳 ( 1 8 3 3

一 1 9 0 2 ) 和傅兰雅 ( J
.

F r y e r ,

1 8 3 9一 1 9 2 8 ) 合译的 《微积溯源 》L
。

湖南湘乡东 山精舍章程第 24 条称
: “

算学当循序渐进
,

初学一年

习 几何
、

代数
、

平三角
、

少广 ; 第二年则习 曲线微分积分
,

第三

年则习弧三角及微积分之深义
、

立体几何
。 ’ ,L

光绪二十三年 ( 18 9 7 )
,

华茜芳在两湖书院任教
,

张之洞致函

于他称
: “

两湖书院迄今年改章
,

令人人皆习算学
,

请分教面加讲

授
,

酌定切实功课… …拟添算学帮分教一位
,

协同分教分任讲授
,

须通代数
、

微积分者方可分 阁下讲授之劳… …
’ ,L可知书院算学课

程中有微积分
。

所用教材 中还有 《微积互求表 》
。

同年创办的绍兴

中西学堂算学馆亦开设微积分课程
:

凡入算学馆
,

先习数学
。

已通数学者 习几何
,

已通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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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习代数
。

然后讨论三 角八线
、

对数
、

诸 曲线之理
,

以进于

微分
、

积分
。 · ·

… 习微积
,

宜先习西士伟烈亚 力所译之 《代

微积拾级 》
,

再习傅 兰雅所译之 《微积术 》
。 L

光绪二十四年 ( 1 8 9 8 )
,

林传甲任教衡州西湖精舍
,

翌年任教

常宁求是书院
,

光绪二十六年又被长沙湘学使署所聘L
。

林 氏在这

三处讲授微积分
,

《拾级 》 即为其所用教材之一
。

长沙求实书院教

习许奎垣亦讲授微积分
,

他手头甚至有德文微积分教材
。

湖北 自

强学堂教习 庆锡落亦讲授微积分⑧
。

以后的高等学堂和大学堂中
,

微积分成必修课程
。

晚清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对微积分都有所了解
。

沈毓桂称
: “

近

代惟代微积数学
、

谈天等书
,

西儒究心译出
,

悉本 《几何原本 》 详

言立 法
,

最为精深
。 ’ , @番禺朱宪章称

:

自海宁李氏
、

金匿华氏译出西人代数
、

微积诸术而于是

算学又别辟一境
。

其立术之精妙
,

迥 非向之所谓天 元
、

借根

及 一 切 中法所 能企 及
。

盖算 学至 斯 登峰造 极
、

蔑 以 复加

焉
。
⑥

19 世纪 90 年代
,

一些学者就
“

泰西算术何者较 中法为精
”
这个话

题进行了讨论@
,

吉绍衣等人认为西方数学较 中算为精的有几何

原本
、

代数学和微积分
。

二
、

对 《拾级 》 的研究

尽管微积分经过书院和学堂数学教育而在中国传播开来
,

但

《拾级 》 这样的教材对于初学者来说是很难的
。

徐有壬称
:

是法壬叔外鲜能通晓
,

书中文义语 气
,

多仍西人之 旧
,

奥

涩不可读
,

惟 图式 皆可据
。
L

冯桂芬和陈子珊撰 《西算新法直解 》
,

目的是让微积分成为
“

人人

可知
、

人人可学
”
的学科

,

而这也正是数学家徐有壬 ( 1 8 0 0一

18 6 0 ) 的夙愿
。

华世芳称
: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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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之季
,

西 人新术初入 中土
,

通其法者鲜
。

而李壬叔

所译 《代微积拾级 》 一 书
,

尤为难读
。
L

梁启超称
:

李壬 叔初译 《代数学 》 已佚
,

其存者 《代微积拾级 》 一

依西人文法
,

不敢稍有变动
,

故极桔屈难读
。

冯林一 尝以 己

意重演之
,

为 《西 算新法直解》
,

然不能善也
。 ⑧

黄启明称 《拾级 》 和 ((溯源 》 二书
“
词 旨隐奥

,

每类之中仅露端

倪
,

初学读之不无临卷茫然之叹
。 ’ ,L 《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 》 亦称

“
微积之书

,

《拾级 》 甚为难读
。 ”
张嫩说

:

译本 《代微积拾级 》
、

(( 微积溯源 )) 二书
,

未尝不分列各

款
,

举示一 隅
。

然读者如堕五 里雾 中
,

潜惜焉而无所得
。
L

卢靖则称
:

近世算术
,

以微积分为最深 而 最难
,

又为格物科学所不

可少
。

吾国五 十年来
,

仅有译成之 《代微积拾级 》 与 《微积

溯源》 二书
。

(( 拾级 》 简奥话屈
,

海 内畴人咸 以难读为苦
。

强

作解人如某公之 《直解 》
,

擅易其所译之号
,

颠倒讹 误
,

岂徒

无 益于后生
。

《溯源 》 较为详备
,

然不 立题
,

不设数
,

愈讲微

分为何物
,

愈令人迷惑恍惚而不可捉摸
。

畴人探 索经年而不

得其方者
,

比比然也
。 L

尽管如此
,

消化和吸收微积分方法
,

并致力于微积分研究者大有

人在
。

李善兰在与伟烈亚力合译西书之后所写的著作
,

如 《尖锥

变法解 》
、

《级数 回求 》 等都是会通中西数学之作
。

《拾级 》 译成之

初
,

即引起徐有壬和冯桂芬的浓厚兴趣
。

后者与陈子珊著有 《西

算新法直解 》
,

对其进行
“
条分缕析

、

疏通而证明
” 。

顾观光 ( 1 7 9 9

一 1 8 6 2) 对 《代数学 》 和 《拾级 》 有研究
,

不过他对西人颇多贬

低之辞
,

而过分强调 中算家的成就
。

如对于函数 石不又的幂级数

展开式
,

顾 氏称
:

此为无 尽级数
,

实即开不尽之平方
。

用乘除以代开方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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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立新名以涂人之耳 目
,

可 恨极矣
。

且乘除代开方
,

中土项

梅侣等早有其术
,

无俊乞灵于西人
,

而其术较西人简易十倍
,

译书者岂未之见耶 ?@

以这样的态度对待微积分
,

我们不难想象他对这一新方法的理解

能达到怎样的程度
。

实际上
,

顾氏没能发现 《拾级 》 第十卷第三

款后三题答数之误 @
。

《拾级 》 出版后
,

夏莺翔 ( 1 8 2 3 ~ 18 6 4) 即对其作深人研究
。

卢靖称他
“

最究心 于曲线之术
,

读 《拾级 》 后
,

所造益深
’ ,
。

。

夏

氏对微积分方法极为推崇
:

圆出于方
,

而 圆形不 一
,

曲线之名因而 万殊焉
。

昔人所

谓有法者
,

只 一 平圆
,

至椭圆曲线
,

古 已遗之
。

吾师项梅侣

先生澄 思渺虑
,

立术以求椭周
。

继 之者鄂士戴氏
、

君青徐氏

各立 一 术
,

而椭周 乃为有法之形
。

然只 能求椭周
,

不 能截椭

弧
,

且 不能求诸曲线之弧 与曲面 与面 积与体 积
,

亦憾事也
。

自

奈端
、

来本之⑧ 二家作横直 二线以驭 曲线
,

创名 日 微分积分
,

于是昔所谓无法者
,

今 皆有法
。

形虽 万
,

法 则一
,

诚算学之

功臣也
,

亦人 生之 快事也
。

余迩年避乱于吴门
、

于平 湖
、

于

南汇
、

于铁河
,

暇则细 寻微积分奥窍
,

疏而演之
,

凡 一 百余

术
,

法 乃浸备
。

几何之 学至是而无 纤芥之憾矣
。
⑧

在 《致曲术 》 和 《万象一原 》 中
,

夏莺翔在 《拾级 》 基础上获得

许多新的结果
。

如 《拾级 》 卷十八推导 了椭圆绕长轴旋转而成的

椭球面表面积公式以及椭球体体积公式
,

夏莺翔则用同样的方法

求得上述椭球体被垂直于椭圆长轴或短轴的平面所截得部分的表

面积和体积
,

还用 《拾级 》 中的方法推得 《拾级 》 中所没有的许

多旋转体体积和表面积公式
。

在 《拾级 》 的众多研究者中
,

华薪芳是最出色者之一
。

华年

轻时 曾去墨海 书馆拜见李善兰
,

正逢李与伟烈亚力合译 《代数

学 》 和 《拾级 》 二书
。

然而
,

他初学微积分的经历与别人是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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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 …爱从其译稿 中录得数条
,

视之
,

迄不得其用意之处
。

又阅数年
,

其译本先后刊竣
,

惠我一编
。

批 阅数页外
,

已不

知所语云
。

何也 ? 盖其格格不 相入者
,

犹之初读 《海镜 》 时

也
。

话诸李君
,

则云
: “

此中微妙
,

非可 以言语形容
,

其法尽

在书中
,

吾无 所隐也
。

多观之
,

则 自解耳
。

是 岂旦 夕之工 所

能通晓者哉 J” 余信其言
,

反覆展玩不辍
,

乃得稍有头绪
。

譬

如傍晚之 星
,

初 见一 点
,

旋见数点
,

又 见数十点
、

数百点
,

以

致灿然布满天 空
。L

如果说以前的作者们将 《拾级 》 的难读归于译文的话
,

那么华蓄

芳则是从微积分这门对中国人来说崭新的学科本身去寻找原因
:

微分术中各种变化之法实超 出乎代数之外
,

而不 可 以代

数之常法解之
。

所 以初学之人骤观微分之 书几不知其所语云

何
,

每有探 索经年而莫得其从入之途者
。

… … 若微分之术
,

其

变化之故几不可 以形求理 喻矣
。

而 谓算学中必有此数
,

人谁

信之 ? 此所 以徘徊 户外莫得其从入之途也
。
@

华薪芳试图 以几何上的点
、

线
、

面和体解释微分基本概念
,

认为
:

点为线的微分
,

线为面的微分
,

面为体的微分
。

《拾级 》 中没有介绍现代意义下的定积分概念
,

但前面提到的

长沙求实书院教习许奎垣首次利用积分与垛积术之间的关系以及

极限工具获得了一
、

二次幂函数的定积分公式。 。

蒋士栋在反复研究 《拾级 》 和 《溯源 》 二书的基础上著 《微

积 释马 》
。

林 传甲在阅读华衡芳 《学算笔谈 》 以前
,

独立发现 了

《拾级 》 中的错误
,

而他的求是书院学生陈漠 以及湘学使署学生吴

宗乾在学 了 《拾级 》 之后
,

亦各 自独立校 出了这些错误L 。

林氏对

微积分的研究成果编人 《微积集证 》 一书
。

林 氏还曾著 《代微积

浅释 》L
。

徐异对微积分的研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

他不但纠正 了振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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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丛书本和江苏书局刻本 《万 象一原 》 中的错误 @
,

而且还著有

《积分难题 》
,

解决 了若干一
、

二阶常微分方程@
。

粤东凌步芳研究 《拾级 》 和 《溯源 》
,

鉴于两书
“
词既隐约

,

语尤估屈
” ,

于是对其
“
逐节疏通

” ,

著 《微分详说 》 三卷
、

《积分

详说 》 四卷L 。

任教于澄江南脊高等学堂的陈志坚对微积分进行 了

多年的研究
,

著有 《微积阐详 》
。

陈氏所见仍是 《拾级 》 和 《溯

源 》 二书
:

康熙间英之奈端
、

德之来本之相继创微分
、

积分之术
,

遂

于深算学界中别辟一程… … 自咸同间 《代微积拾级 》
、

《微积

溯源 》 二书先后译行
,

其术乃传 中土
。

顾 《溯源 》 理 窟深奥
,

读者碎难领解
。

《拾级 》 则浅深有序
,

门径易窥
。

惟是列款虽

详
,

诊题务简
,

尚非按时授课之 书
。

… … 坚于斯术究心 有年
,

粗窥压略
,

为不揣冒昧
,

取二 书中尤关要理者
,

得若干款
,

厘

为五卷
,

名 《微积阐详 》
。
必

对于 《拾级 》 和 《溯源 》
,

陈氏更推崇前者
,

《微积阐详 》 多本其

意
。

在 《拾级 》 译成后的半个世纪里
,

它是书院或学堂的重要教

材
,

也是众多的微积分学习和研究者的主要文献
,

其影响是十分

深远的
。

伟烈亚力也因此在 中国赢得盛誉
,

当时上海的 《教会新

报》 转载 《香港新报 》 的文章称
: “

伟烈亚力先生
,

当今之畸人硕

士也
。

精于畴人家
,

著作等身
,

风行海内
,

海内之谈天算学者皆

仰之
。 ’ ,

⑥ 1 8 6 9 年伟烈亚力第二次回国时
,

中国朋友钱莲溪的赠诗

中有
“

讲帷不下课三余
,

探索精微著异书
。

除却利
、

汤诸子外
,

天

文数学问谁如 ,,@ 的赞语
, 《拾级 》 自然是

“
异书

”

之一了
。

18 7 7 年

伟烈亚力第三次回国时
,

中国朋友沈毓桂的赠诗中有
“

抱道来华

三 十年
,

书成 《微积 》 与 《谈天 》
。

重洋跋涉休嫌远
,

赢得才名到

处传
’ ,
@ 之句

,

其中 《微积 》 即 《拾级 》
。

由此可见
,

当时的中国知

识分子对伟烈亚力的评价是极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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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级 》 的翻译出版标志着西方高等数学的传人
。

晚清中国数

学家们学习和研究微积分
,

会通中西数学
,

获得传统数学方法所

无法获得的结果
,

客观上缩小 了与西方的差距
,

中国数学也因此

得到某种程度的繁荣
。

华世芳称
:

自李壬叔续徐
、

利之业而几何
、

曲线
、

重学
、

代数
、

微

分
、

积分之学备
,

算学之 至今 日
,

古义既明
,

新法 日出
,

斯

诚极古今未有之奇萃
,

中外一家之盛炙 !L

伟烈亚力译成 《拾级 》 后曾自豪地预言
: “
异时中国算学 日上

,

未

必非此书实基之也
。 ” L可 以说

,

这一预言在不到半个世纪里就变

成 了事实
。

本文在写 作过程中得到吾师何绍庚先生的悉心指导
,

谨致谢忱 !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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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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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被译成汉语 的罗密 士课本除 《拾级 》 外
,

还有 《形学备旨》 十卷 ( 狄

考 文
、

邹立 文
、

刘永锡译
,

18 8 5 )
、

《对数表 》 一 卷 (赫士
、

朱葆深译
,

18 93 )
、

《圆锥 曲线 》 三卷 (求德生
、

刘维师译
,

1 8 9 3)
、

《代形合参 》 三 卷

(潘慎文
、

谢洪资译
,

18 9 3 )
、

《八线备旨 》 四卷 (谢洪资
、

潘慎文译
,

1 8 9 4 )
、

微积学 (刘光照译
,

1 9 12 ) 等
。

④转引 自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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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伟烈亚力
:

《代微积拾级 》 英 文序
,

见 W
.

L co k h ar t ,

T 八￡ M de 女
a l M 。 -

s

onz
a

勺 in hC anz
,

L o n d o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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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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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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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伟烈亚力
:

《数学启蒙 》 序
,

1 8 5 3 年
。

⑦李善兰
: 《代徽积拾级 》 序

,

1 8 5 9 年
。

⑧N ort h
一
C h
nat lI

e r
al d

,

eS p t e m b
e r l

,

1 8 6 0
·

⑨华茜芳
: 《微积溯 源 》 序

。

L实际上应 为第 十八卷
。

@ 万国公报
,

1 8 7 4
,

3
:

8 5
。

L万国公报
,

1 8 7 4
,

3
:

1 3 8
。

L朱有旅
: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 第一辑 (上册 )
,

页 464
。

华东师大出

版社
,

1 9 8 3
,

页 4 6 4
。

@ 同上
,

页 7 2
。

L林乐知
:

《中西书院课程规条 》
,

万国公报
,

1 8 81 年 n 月 26 日
。

L梁启超
:

《时务学堂学 约 》 见 《中西学 门径书七种 》 光绪二 十四年

( 1 8 9 8) 上海大同译书局石 印本
。

L同L
,

页 3 2 4
。

L朱有城 :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 第 一辑 ( 下册 )
,

页 4 1 1
。

华东师大出

版社
,

1 9 8 3
,

页 4 1 1
。

L同上
,

页 7 4 2一 7 4 4
。

L吴树梅
:

《微积集证 》 序
。

卢靖 ( l )
:

《万象一原演式 》 光绪二 十八 年

( 1 9 0 2 ) 石 印本
。

⑧L林传甲
: 《微积集证卷三 》 光绪二 十六年 ( 1 9 0 。 ) 长沙督学使署本

。

@ 沈梳桂
: 《西学必以中学为本说 》 万国公报

,

1 8 8 9
,

1 (2 )
:

6 一 7
。

L朱宪章 《 <算学报 》 缘起 》 光绪二十五年 (1 8 9 9)
。

⑧万国公报
,

1 8 9 0
,

2 ( 1 9 )
:

1 8一 1 9 ; 2 ( 2 0 )
:

1 8一 1 9 ; 1 8 9 3
,

5 ( 5 5 )
:

1 5~ 1 6 ; 1 8 9 3
,

5 ( 5 7 )
:

1 7~ 1 9
。

L冯桂芬
:

《西算新法直解 》 序
,

光绪二年 (l 876 )
。

L华世芳
:

《近代畴人著述记 》 载华茜芳 《学算 笔谈 》
,

光绪二 十兰 年

( 1 8 9 7 ) 味经 刊书处刊本
。

L梁 启超
:

《读 西 学书法 》 见 《中西 门 径 书七 种 》
,

光绪 二 十四 年

( 1 8 9 8 )
,

上海 大同译书局石印本
。

L黄启明
: 《微积通性

·

例言 》
,

光绪三 十一年 ( 1 9 0 5 ) 刻 本
。

L张嫩
:

《微积阐详 》 序
,

光绪三十二年 (l 9 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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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卢靖
:

《万象 一原演式》 序
,

光绪三十一年 ( 19 0 5 )
。

@ 顾观光
:

《算胺余稿
·

论合名法 》 见 《武 陵 山人遗 书 》 光绪 九 年

( 1 8 8 3 ) 刻本
。

L顾观光
:

《算腊余稿
·

微分 术 》 见 《武 陵 山人 遗 书 》
,

光绪九 年

( 1 8 8 3 ) 刻本
。

L即微积分的两位发明者牛顿和莱布尼茨
。

L夏鸯翔
: 《万象一原 》 序

,

1 8 6 2 年
。

L华薪芳
:

《学算笔谈 》 卷五
,

光绪二十三年 ( 1 8 9 7) 味经刊书处刊本
。

L华蓄芳
:

《学算笔谈 》 卷 十
,

光绪二十三年 ( 1 8 9 7 ) 味经刊书处刊本
。

L林传甲
:

《微积集证 》 卷二
,

光绪 二十六 年 (l 9 0 0) 长沙督学使署本
。

L刘缓
:

《微积集证 》 序
。

L徐异
:

《万象 一原 》 校勘 记
,

见 《 沿沂 亭算稿 二 》
,

光绪 二 十七 年

( 1 9 0 1 )
。

L徐异
: 《积分难题 》

,

见 《沿沂亭算稿 三 》
,

光绪二十七年 ( 19 0 1 )
。

L凌步芳
:

《百砚斋算稿八种
·

总 目》
,

光绪二十八年 (1 9 0 2 )
,

百砚斋刻

本
。

L陈志坚
:

《微积 阐详 》 序
,

光绪三 十一年 (l 9 0 5)
。

L教会新报
,

1 8 7 0~ 1 8 7 1
,

3
:

7 1一 7 2
。

L教会新报
,

1 8 6 8~ 2 8 6 9
,

1
:

5 9
。

L 申报
,

1 8 7 7
,

6
:

3 0
。

L华世芳
:

《振兴算学论 》 万国公报
,

1 8 9 2
,

4 ( 3 6 ) : 1一 2
。

L伟烈亚 力
:

《代微积拾级 》 序
,

咸 丰九年 ( 18 59)
。

作者工作单位
:

浙江大学西溪校 区数学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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