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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尔凯:19世纪前瞻的数学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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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泰尔凯是 19 世纪数学史家。与同时代抱有“欧洲中心论”偏见的西方学者不同 ,他接受并向西方介绍

非西方传统的数学成就;与此相类似 , 他也重视女性数学家的成就 ,并为她们树碑立传;他重视数学与哲学的结

合 ,提倡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他也是关怀数学史教育价值的早期数学史家之一。泰尔凯的思想具有一定

的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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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史的历史与法国是不可分割的:不仅第一部世界

数学史经典著作即诞生于法国 , 第一部关于意大利数学史

的经典著作诞生于法国 , 而且第一本数学史专业刊物也诞

生于法国 , 他的创办者之一就是法国数学史家泰尔凯

(O.Terquem , 1782-1862)。对于今天的人们 , 即便是科学

史工作者 ,泰尔凯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 如果不是比利时学

者李倍始在《13 世纪中国数学》一书中偶然提及 ,国内知道

这个名字的人也许会更少。然而 , 泰尔凯的数学史工作和

思想直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1　泰尔凯的生平

泰尔凯于 1782 年 6 月 16日出生于法国梅斯。其家族

信奉犹太教 ,世居梅斯经商 , 颇为富有。但因泰尔凯的父亲

将巨款借给当时的流亡贵族而未能收回 , 致使家道中落。

不过这并未影响泰尔凯接受良好的教育。

和同时代所有的犹太孩子一样 , 泰尔凯的童年是在只

学希伯来语的学校度过的。 12 岁时 , 泰尔凯从师学习犹太

教法典。后来他告诉朋友说 ,这样的学习培养了他解决难

题的兴趣。正因为如此 ,数学成了他最喜欢的学科。

1801年 , 泰尔凯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巴黎综合工科学

校。毕业后的 1804 年 ,他到德国美因兹一家公立中学任高

等数学教授。1811 年 ,他到同一城市的炮兵学校任数学教

授。两年后 , 欧洲战局发生逆转:1813 年 10 月 , 法国在莱

比锡战役中战败;1814 年初 , 联军进入巴黎 , 同年 4 月 6

日 ,拿破仑退位。德意志民族从拿破仑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在这种背景下 ,泰尔凯离开了美因兹。同年 , 他接替数学家

塞尔瓦(F.J.Servois , 1767 -1847)任巴黎炮兵站图书管理

员 ,职称是炮兵委员会教授。泰尔凯以其罕见的才能 , 参与

炮兵委员会的所有研究工作。在近半个世纪里 ,博学 、谦逊

而乐于助人的泰尔凯赢得炮兵站三代高级军官们的尊敬和

崇高评价。 1828 年 ,泰尔凯获“荣誉勋位”骑士十字勋章。

1852年 , 又获四级“荣誉勋位”勋章〔1〕。

1842年 , 泰尔凯和数学家热尔诺(C.Gerono , 1799 -

1891)创办了一份面向官方学校如高等师范学校 、综合工科

学校 、军事学校 、海运学校等的教师 、数学专业班学生以及

投考这些学校的学生的数学刊物———《新数学年刊》(Nou-

velles Annales de Mathématiques)。为了这份刊物 , 20 年间 ,

泰尔凯焚膏继晷 、沤心沥血 、笔耕不辍。《新数学年刊》对国

内外最新数学研究成果(主要在初等领域)、东西方数学史

作了大量的报道 , 对历史上的和新出版的数学文献作了广

泛的题解 , 为数学的传播 、普及和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 为

数学家 , 特别是年轻数学家从事研究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帮

助。《年刊》成了早期著名数学教育刊物之一。 1855 年 , 他

在《年刊》后增加了《数学历史 、传记与文献通报》(Bulletin

d' Histoire , de Biographie et de Bibliographie Mathématiques)

作为附录 , 极大地激发了法国人对数学史的研究兴趣。该

附录(共 8 卷)成了历史上最早的数学史专业刊物。

泰尔凯于 1862 年 5 月 6 日在巴黎去世。

2　多元文化与关于优先权的标准

泰尔凯坚信 , 在数学上“一个北方人发现的东西 ,在南

方也会有人发现”〔2〕 , 不同时空的数学家完全可以作出同样

的发现。因此 , 与他那个时代抱有“欧洲中心论”的学者不

同 , 泰尔凯从不排斥古代东方的数学。在他的杂志或其他

数学史著述中 , 多元文化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实际上 , 早在 1816 年 , 泰尔凯就在《综合工科学校通

讯》(Co rrespondance de l'  cole Poly technique)第 3 卷上发

表有关印度数学的译文。这是印度数学在法国的首次翻译

介绍 , 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 他的朋友 、法国著名数学

家和数学史家夏勒(M.Chasles , 1793-1880)称他“在法国

开拓了印度古代科学史的研究领域” 〔3〕。关于犹太数学史 ,

泰尔凯对 12 世纪著名犹太数学家伊本·艾斯拉(Rabbi I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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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ra , 1093 ? -1167)的希伯来文数学手稿作了研究〔4〕。

在当时的法国 ,很少有人能够胜任这项研究工作 , 因为像泰

尔凯那样既通晓希伯来文又精通数学史的人简直是凤毛鳞

角。艾斯拉的算术著作使人们对 12 世纪的阿拉伯数学发

展状况有一大致了解 ,因此 , 泰尔凯的论文引起人们对这位

犹太数学家的注意。

泰尔凯在《通报》上发表的“中国的算术与代数学”〔5〕是

根据德国福音新教神学家 、曾于 1851-1854 年任卡塞尔中

国传教会秘书的毕尔纳茨基(K.L.Biernatzki , 1815-1899)

“中国的算术”一文编译而成的 ,而后者是英国传教士、汉学

家伟烈亚力(A.Wylie, 1815-1882)的论文“中国科学札记

———数学”之德译。尽管对中国数学有很多误解(如大衍求

一术), 但由于涉及宋元数学, 因而比过去法国的耶稣会士

(如宋君荣)和汉学家(如毕瓯)所介绍的零星中国数学知识

都要多 ,内容有位值制记数法 、《九章算术》 、不定分析、天元

术、四元术 、《数理精蕴》的内容等。泰尔凯亦熟悉阿拉伯数

学史。他在《年刊》上还发表了 16 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

霍桑(Mohammed ben al-Hosain)的《算法之本》长篇译文〔6〕。

与此相关的是优先权问题。泰尔凯始终认为 , 数学发

现应归功于第一个发表出来的人。如针对三次方程解法的

优先权 , 他批评 16 世纪 意大利数学家塔塔格里亚

(N.Tartaglia , 1499-1557)将自己的发现尘封 20 余年 , 守

口如瓶 、秘而不宣 , 并评论道:“在数学上 , 人们不应该以任

何借口推迟发表他们的发现。 ……阿拉哥(F.J.Arago ,

1786-1853)说得好 ,优先权属于第一个发表的人。就算你

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早在 20 年前你就有同样的思想 , 你的这

种要求也是毫无意义的 , 你的权利也是过时的。”〔2〕关于微

积分的发明权 ,泰尔凯为莱布尼茨作了强有力的辩护 , 并作

了与上面类似的评论:“对公众来说 ,一种思想只有在被发

表出来时才是存在的。因为人们不可能猜测学者们在书斋

里写了些什么 ,他们与朋友之间私下交流了什么。唯有发

表才决定优先权;发明权属于第一个发表的人。就算你成

功地证明了早在 20 年前你就有同样的思想 , 也毫无意义。

需要的是发表。我们只承认不隐藏自己思想的人 , 不秘而

不宣的人” 〔7〕。泰尔凯认为 , 像微积分发明权仲裁报告《通

报》(Commercium Epistolicum)这样引用私人文件作证据的

做法是不可靠的:“怎样证明这些文件不是故意伪造? 没有

被歪曲篡改过? 不利的部分被删除过? 如何从道德方面衡

量这些证据 ? 如何辨别恶意?”〔7〕实际上 , 根据同时代英国

数学家和数学史家德摩根(A.De Morgan , 1806-1871)的

研究 ,《通报》确实含有不公正的地方。

3　关于数学与哲学

泰尔凯十分重视数学与哲学的结合。在研究负数历史

时 ,他在康德出版于 1763 年的著作中发现:这位德国哲学

家企图将负数思想引入哲学。康德区分了两种对立:一种

称作逻辑对立 ,隐含一个矛盾 , 如运动和静止;另一个不含

矛盾 ,如同一艘船可能同时受西风和东风的推动 , 一个人可

以同时积极和消极。在前一情形 , 我们可以建立两个互相

排斥的命题:“A 是 B”和“ A 不是 B” 。 在第二种情形 , 我们

可以建立这样两个命题:“A 增加 B”和“A 减少 B” , 两者可

以同时存在 , 结果是 A不变。我们在数学上遇到的正是这

第二种对立。 不过 , 代数学保留了“肯定命题”和“否定命

题”之名。当两个量在本质上不能以等量存在而又不相互

抵消时 , 如果称其中一个为正 , 则另一个就被称为负 。因

此 , 康德将逻辑上“正” 、“负”之名用于量。

康德抱怨 , 哲学家不会利用数学理论 ,而是往往对其怀

有敌意 , 并试图将其归于纯粹抽象的东西。他认为 , 在这两

门科学的对立中 , 哪一方处于优势是很容易猜测的 , 数学在

可靠性和清晰性上取胜 , 而哲学只是渴望获得这些特性。

作为康德的信徒 , 泰尔凯告诫年轻的哲学家们不要忘

记这样的史实 , 那就是:除康德外 ,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斯

宾诺 莎(B.de Spinoza , 1632 - 1677)、 马 尔 布 兰 奇

(N.Malebranche , 1638 -1715)、克拉克(S.Clarke , 1675 -

1721)等也都十分精通他们那个时代的几何学和物理学 , 更

不必说笛卡儿(R.Descartes , 1596 -1650)和莱布尼茨

(G.W.Leibniz , 1646-1716)了〔8〕。

泰尔凯还十分重视数学与其他知识领域的结合。他盛

赞波雷利(G.A.Borelli , 1608-1679)的《论动物之运动》(De

motu animalium)一书 ,称其体现了作者“既是解剖学家同时

也是几何学家的优势” , 并感叹“我们的解剖学家很少是几

何学家 , 我们的医学家很少是化学家”〔1〕〔3〕。

4　对女数学家的颂扬

泰尔凯对女数学家的生平事迹也不惜笔墨。如他曾叙

述的 18-19 世纪法国著名女数学家索菲·热尔曼(Sophie

Germain , 1776-1831)年轻时的经历:“ ……在极度痛苦之中 ,

这位年轻的先知在抽象世界中寻求解脱。她浏览蒙蒂克拉

的《数学史》 , 研究裴蜀(E.Bézout , 1730-1783)的著作 , 甚至

在 1793 年血腥的农神节期间 ,她也闭门不出。她整天沉浸

于对勒让德(A.-M.Legendre , 1752-1833)和居森(Cousin)

著作中数论和微积分的思索 , 成了隐居者。她进步神速。

1801年她伪托巴黎综合工科学校一男生的名字开始了与高

斯的通信往来 ,讨论高斯刚出版的《算术研究》和其他内容。

在 1804年的战役中 , 热尔曼家的朋友 、炮兵将军佩尔内蒂

(Pernetty)在布伦瑞克把这个冒名的`学生' 的真名告诉给了

这位大数学家。从未怀疑过这位通信者性别的高斯吃惊不

小。他在后来的通信中对这位年轻的法国人的深刻敏慧的

心智表示钦佩 , 。”〔9〕泰尔凯还对热尔曼的哲学思想作了研

究 ,认为与康德的思想是一致的〔10〕。我们知道 , 在 19 世纪

的欧洲 ,女性在学术上的地位很低。但泰尔凯的著述中却不

乏对女性数学家的颂扬。他研究了鲜为人知的 17 世纪法国

女数学家玛丽·克鲁(Marie Crous)的《给女性算术练习者有

关斯蒂文十进算术的建议》(初版于 1636年)。泰尔凯发现:

玛丽·克鲁沿用斯蒂文的小数各位数的名称, 但在整数和小

数部分之间创用一点来代替斯蒂文的“ ★” ,缺位用 0 来表示

(就是我们今天的小数书写方法)。泰尔凯认为, 克鲁给出了

小数的真正形式。他评价玛丽道:

“玛丽·克鲁的存在无疑有益于国家 ,有益于学者 , 有益

于工业家 , 有益于商人 ,有益于所有的人。有那么多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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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用来给新街和老街命名 ,难道就不可以在某处刻下玛丽·

克鲁的名字? 如果她得到某个著名人物的支持 , 那么聪明

又有教养的巴黎市政官员们是肯定会采纳这个建议的。这

位普通人家的高尚女儿 , 用她那踏踏实实的劳动艰辛地谋

生 ,用她那始终如一的善行写下人生轨迹 , 难道她就不能享

有作为法兰西光荣而出现于凡尔赛博物馆的蒙特斯潘 、蓬

巴杜尔 、杜巴丽们一样的荣誉?”〔11〕

5　数学史与数学教育

作为数学史家 ,泰尔凯十分关注与数学教学密切相关

的数学史。在希腊数学方面 , 他对《几何原本》中“黄金分

割”的法文译法(“中末比”)提出质疑 ,认为 1781 年洛伦兹

(Lo rentz)德译本中的译法最忠实地表达了希腊的几何思想

———“直线被分割为连比例”〔12〕。 他又对《几何原本》中有

关“不可公度”和“无理量”的含义作了辨析 ,指出“不可公度

性”在欧几里得原意中用于“比例” , 而“无理性”则用于比例

中的“量” , 欧几里得从未说过“无理数” , 这个名称本身自相

矛盾 ,相当于说“不是数的数”〔13〕。由于圆锥曲线是当时数

学专业学生学习的重要内容 , 泰尔凯对圆锥曲线焦点以及

焦曲线的历史 、阿波罗尼斯《圆锥曲线》中有关共轭直径性

质 、焦点性质作了研究 , 并对阿波罗尼斯的数学著述 , 以及

《圆锥曲线》在后世的翻译和流传作了考证。因阿波罗尼斯

的著作当时尚未有法文译本 , 泰尔凯呼吁巴黎高等师范学

校的教授们致力于这项翻译工作〔14〕。泰尔凯又给出了三

角函数(正弦 、正矢 、正割 、正切 、余切)的简史 , 反映了当时

欧洲学者关于阿拉伯数学的研究成果。

关于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数学 , 泰尔凯研究了指数的

历史 、笛卡儿符号法则的历史 、牛顿二项式定理的发现 、线

性方程组消元法的历史 、变分法的历史 、费马大定理的历史

文献 、对数的发明 、球面三角形求积的历史 、倍立方问题的

历史 、三次方程求解的历史 、中世纪意大利所用的乘法 、行

列式的起源 、莫若里可(F.Maurolicos , 1494-1575)的圆面

积求法 、丢番图的墓志铭 、π的历史等等 , 以及大量古代东

西方数学文献的题解 、数学家传记。当然 , 《通报》上发表的

还有其他作者的数学史文章。泰尔凯还十分重视数学符号

或术语的起源 ,在《通报》上 , 他研究+、-、=、>、<、 　

等符号以及“正弦” 、“瞬” 、“零”等词的起源 , 这些也是后世

数学史家们感兴趣的历史问题。

这些都是服务于数学教学的历史专题。不论从历史研

究 ,还是从教学实际角度看 , 这些专题在今天都有现实意

义。如 16 世纪意大利数学家莫若里可的圆面积求法:在底

面直径和高均为 2R 的圆柱中倒满水 , 然后将水倒入边长

为 2R的立方体中 ,测出水的高度 h , 以直径 2R乘 h , 即得

圆柱底面积〔15〕。这种实验方法仍可用于今天的数学教学。

又如丢番图的墓志铭乃是今天许多国家数学课本中一元一

次方程的实例。至于泰尔凯所述大量数学家传记 , 今天仍

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启发学生人格成长的好材料。

6 简 评

今天 ,当我们谈论一些科学史话题 , 如科学编史学中的

欧洲中心论 、关于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斯诺命题” 、科学

史与女性主义 、科学史与科学教育等时 ,如果回头看看泰尔

凯的数学史工作 , 那么我们对于学术思想的变迁与传承一

定会有所感悟。

欧洲中心论曾支配着西方的科学编史方法 , 第一次世

界大战之后一些西方学者开始意识到这种科学编史方法的

不完善。但泰尔凯从一开始就没有接受这样的编史方法。

当我们看到后来萨顿(G.Sarton , 1884-1956)提倡新人文

主义 、李约瑟(J.Needham , 1900-1995)坚持“一切科学的

基本连续性和普遍性” 、当代科学史家意识到科学史应面向

各种文化 、应对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不同知识碎片进行

重组 , 泰尔凯的工作就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对立以及调和是今天的一

个热门话题。泰尔凯的基本观点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应

该结合起来。女性主义学者谢宾格尔(L.Schiebinger)曾将

与科学相关的女性主义研究分成四类 ,其中第一类是“对于

在科学史中被遗忘了的妇女科学家的寻找” , 泰尔凯关于玛

丽·克鲁的研究正属于此类工作 ,或属于女性主义学者哈丁

(S.Harding)所说的“科学中的女性问题”这一层次。如果

我们考察科学史女性研究历史 , 泰尔凯工作的前瞻性是不

容置疑的。

1972年 , 在第二届国际数学教育大会上 , 成立了数学

史与数学教学关系国际研究小组(简称 HPM), 标志着数学

史与数学教育关系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的出现。数学家

传记 、数学概念的产生和发展 、不同时空数学方法的对照 、

数学文本的应用 、多元文化数学 , 这些都是今天 HPM 的主

题。泰尔凯是 HPM 的实践者(尽管他没有提出什么理

论),因而也是该领域的先驱者之一 。他的工作值得我们作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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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ry Terquem:A Foresighted Historian of Mathematics in the 19th Century

WANG Xiao-qin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062 , China)

Abstract:Olry Terquem is a historian of mathematician in the 19th century.Different f rom his contemporaries w ho held Eurocentric view of histo-

riography , he accepted and int roduced mathematical cont ribut ions of non-western t radi tions.Simi larly , he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achievements

made by w omen mathematicians.He also advocated alliance of mathemat ics and philosophy and thus that of the natural science and humanity and

made use of history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his ideas are foresighted and deserves ou r further study.

Key words:O.Terquem;history of mathemat 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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