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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实狗狗不识数

我们在电视里常常会看到马戏团的狗狗识数表演,会认为这些狗狗真聪

明,竟然会做加法。其实这主要是训练的结果,狗狗可能并不认识数。

日本数学家小平邦彦,是菲尔茨奖(数学没有诺贝尔奖,菲尔茨奖是数学界

的最高奖)得主。数学家啊,就是与众不同,不是说他们有多聪明,而是他们的

思维习惯与众不同,他们观察事物的着眼点就不同于常人,他们对有些事物特

别感兴趣,有敏锐的观察力,而且喜欢问为什么。

小平邦彦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家里饲养的母狗生了6条小狗。小平邦彦

就开始观察,看看狗狗是不是识数。他发现如果把6条小狗全部藏起来,母狗



会四处寻找,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但如果只把5条藏起来,留下1条在它身边

的话,母狗却心平气和,仿佛孩子们都在它身边,完全不会发现有什么不对劲。

于是小平邦彦得出“狗可能没有数量的概念”的结论。你看,他多么善于观

察,善于思考。

狗狗是这样的,那么别的动物怎么样呢?

有位数学史家叫丹齐格,在1930年做了一次实验。

有一个农民想抓住在屋子里做窝的乌鸦,但是乌鸦太聪明了,农民就是拿

它没办法。每当他走进屋子里企图靠近它,
 

它就飞出去,躲在附近的一棵大树

上,远远地望着他。直到农民离开这间屋子,它才悄悄地又飞进来了。实在奈

何它不得!

后来,这个农民想了一个计策。他让两位朋友走进这间屋子,然后,一个人

走出来。乌鸦远远地望着,“嘿嘿,还有一个人躲在屋子里,我才不上当呢”。

接着,主人安排了三个人走进屋子,出来两个,乌鸦还是不上当。

然后是四个人,出来三个,乌鸦仍然不上当。真是一场智斗。

直到进去五个人,出来四个时,乌鸦头脑发晕了。

“大概都出来了吧?”于是乌鸦悄悄地飞进屋子。

这下上当了,农民逮住了它。

丹齐格认为,乌鸦可能认识1~4,但不认识5和5以上的数。

这两个实验可能不很精确,因此实验结果也未必正确,但是,这种钻研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

2.
 

古波斯酋长的皮绳

古时候,亚洲西部有个波斯部落,一度十分强盛。为了不断地扩张疆土,波

斯酋长经常率兵侵略其他部落。

有一次,酋长又准备出征打仗了,临走前,他逐一安排了留守部队的任务。

最后,他对留守将士说:
 

“我走了以后,你们必须在60天内全力守卫城桥,不得

有误!”

“是!”将士们齐声回答:
 

“可是,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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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怎样才算过了60天。”

原来,当时的波斯人还不会记大的数,而且对许多人来说,60是一个很大

的、无法想象的数。于是聪明的酋长吩咐卫士取来一根长长的皮绳,让卫士在上

面打了60个结,然后交给受命守桥的将士,说:
 

“从我走的那天起,你们每过一天,

解开一个绳结。什么时候绳结解完了,60天就过完了,你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留守的官兵再笨,一天解一个结,总还是会的。就这样,他们完成了任务。

这种用绳结记数的方法,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记数方法之一,在许多古老

的民族中流行过。古代秘鲁的印加人,每收进一捆庄稼,就在绳子上打一个结,

用来记录收获的多少。印加人的绳结有10种不同位置,利用绳结位置和颜色

的变化,他们不仅能记录整数,还能记录分数和几何图形,进行简单的算术运算与

逻辑推理,甚至还记录了许多流传在民间的历史奇闻和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

3.
 

别具一格的关节记数

在一个特殊的农副产品交易市场里,一个渔夫正在用捕捞来的鱼和山民换

3

一、
 

记数奇闻



取果子。他先试探性地伸出左手的大拇指,然而山民坚决地摇了摇头,使劲地

用右手肘撞击左手掌。渔夫迟疑了一下,用手点了点自己的左肩,山民却用手

指着右侧锁骨。最后渔夫指着自己咽喉,山民终于点头答应,买卖成交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他们比比画画是在讨价还价呢!

讨价还价怎么用这种动作? 这得从记数方法说起。

古时候记数方法很多,有绳结记数、刻痕记数等,但最奇特有趣的是一种用关

节记数的方法。上面所说的正是用关节记数的民族———居住在大洋洲某些岛屿上

的土著人,他们在做买卖时使用这样一种记数方法。据说,这种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把这段哑谜翻译出来就是:
 

“我用5条鱼和你换果子,行吗?”渔夫问。

“不行! 得15条!”山民不答应。

“那么,9条鱼够了吧!”渔夫添了4条。

“出12条,你就拿去。”山民也做了让步。

“11条。再多一条也不换了。”

“好吧,11条就11条。实在便宜你了。”

具体地说,他们的记数方法是这样的:
 

用左手小指表示1,用左手无名指表示2,……,用左手大拇指表示5;
 

接

着,左手腕表示6,左手肘表示7,左腋表示8,左肩表示9,左侧锁骨的凹陷表示

10,咽喉表示11;
 

再接着对称地向右数下去,到右手腕表示16,最后直至右手小

指表示21;
 

然后再从左脚的小足趾开始数脚趾,一共可以数到31。

这些土著人为什么要用这么麻烦的动作来表示数呢?

据猜测,大概和他们的数字有关吧。他们只有两个数字1(乌拉勃)和2(阿

柯扎),3是“阿柯扎———乌拉勃”,4是“阿柯扎———阿柯扎”。你别说他们落后,

到今天,这可是一种先进的“二进制记数法”。

用来表示大一点的数目时,得用一串长长的数字才行。比如8要读成“阿

柯扎———阿柯扎———阿柯扎———阿柯扎”。这对土著人来讲实在过于困难了,

难怪他们觉得还是用动作表示更简单易懂。所以实际上,他们的记数系统是二

进制和关节记数两者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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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西岛之谜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上映过一部名叫《大西洋底来的人》的美国电视连

续剧。由于当时刚改革开放不久,这部电视剧让人感到很新鲜,所以到了晚上

人们都在家里观看此剧。

男主人公麦克是一个从大西洋底下冒出来的水陆两栖人。什么? 大西洋

底冒出来的? 这件事听起来荒唐,却事出有因。
在欧洲人的传说中,大西洋里原来有个大西岛,后来不知为何突然从洋面

上消失,人们猜测是沉到海底去了。电视剧编剧想象大西岛沉没以后,岛上的

人在海底下仍然生存繁衍,麦克就是海底大西岛人,于是衍生出这个故事。

与此有关的还有一个传说:
 

古希腊政治家和诗人梭伦,生活在公元前600
年前后,一生游历过许多地方。当他来到埃及的时候,听许多博学的埃及祭司

说:
 

从前地中海上有一个大西岛,后来一场巨大的灾难从天而降,汹涌咆哮的海

水冲上了大西岛,这个岛连同它的全体居民都沉到了海底。
埃及祭司利用埃及数码,把岛的面积、灾难降临的日期告诉了梭伦。这些

数码是非常有趣的:
 

最有意思的是,用一个“感到吃惊的人”来表示1000000这个数字。这个

人好像在说:
 

“这个数多么大啊!”

梭伦根据当时对古埃及数字的翻译方法,把岛的面积读成80万平方英里

(1英里=1.609千米),日期读成9000年前。可是这样一来,这个传说就显得

出入太大了,因为连整个地中海也无法容纳这么大的岛。这使许多古代学者感

到迷惑不解,于是这个美妙的传说便成了千古之谜。

过了很多年,古希腊学者柏拉图对此事进行了一些考证。最后,他认为大

西岛应该在与地中海毗连的大洋里,这个大洋后来就叫作大西洋。
那么,大西岛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说它在大西洋里,无论从地质或人类历

史上来看,都没有足够的依据。是不是在长期的地壳变化中,地中海变小了呢?

5

一、
 

记数奇闻



也不是。地质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大西洋一直在扩展,地中海一直在收缩,但变

化速度极缓慢,几个世纪中不可能出现那么大的改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直到近代这个千古之谜才被解开。科学家对地中

海海底进行的地质考察表明,古代地中海曾经发生过一场强烈的火山爆发,使

米诺斯文化毁于一旦,但时间是在梭伦之前900年,沉入海底的岛的面积也只

有8万平方英里。不仅如此,地中海中还静卧着一个克里特岛,岛上的梅萨拉

平原的长和宽,都只有当时记载数据的1/10。于是有人大胆猜测,这个使许多

学者迷惑不解的大西岛之谜,可能是读错了古埃及的数字而产生的。这种读法

把位值提高了一位,也就是扩大了10倍。经过反复核实,这个观点已被大多数

学者所接受。

你看,一位之差,竟使几个世纪以来众多学者绞尽脑汁。同学们,如果你们

有粗枝大叶的毛病的话,该不该改一改呢?

5.
 

笑与哭告诉你数目——玛雅文化之谜

古时候,中美洲生活着玛雅人,他们曾经建立了极高的文明。他们的数学和

天文学知识,甚至使现代科学家都感到吃惊。比如,玛雅人计算出一年为365.

2420天等。

16世纪中叶,西班牙殖民者顺着哥伦布的足迹,来到了玛雅人居住的地方,

西班牙主教被高度发展的玛雅文化惊呆了,认为这是“魔鬼干的事”,下令焚毁

玛雅城邦。由于殖民文化的入侵、同化,玛雅文化也逐渐消亡。

19世纪,年轻的美国外交官斯蒂文游历了中美洲,写了一本旅行纪实,激起

了人们研究玛雅文化的热情。有人根据地球上的某些迹象,大胆猜测玛雅人的

下落,甚至断言他们与天外来客有关;
 

而另一些更为实际的人,却试图借助最先

进的技术手段来解开玛雅文化之谜。

作为玛雅文化的一部分———玛雅数系,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奇特的数字体

系。尽管他们和不少习惯于打赤脚的古代部落一样采用二十进制,但与众不同

的是,他们仅采用3个数码:
 

、—、 。据数学史家猜测,它们分别是石子、小棒

和贝壳的形象。 表示数1;
 

—表示数5;
 

在表示数的符号下方画上一个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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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把这个数扩大为20倍。

为了便于记日期,玛雅人巧妙地规定:
 

在表示数的符号下方添上第二个

,这个数不再乘以20,而是乘以18。这样,
 

不是表示400,而是表示360。

数系中符号0的发明和使用,对整个人类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研

究玛雅文化的学者认为,至少在公元前3世纪,玛雅已经有了0的概念,在他们

的文字中,符号0好像一个半闭的眼睛。

更有趣的是,玛雅人还用人的表情来表示数字:
 

数码2仿佛按捺不住高兴

的心情,正在偷偷地笑;
 

数码3显得很安详;
 

数码4却满脸不高兴;
 

数码6简直

在大声吼叫了。

这种用表情表示的数,专门刻在一些石柱上,用来记录流逝的日期。既然

玛雅人能用点、横、贝壳这3个简单的符号来表示任何一个自然数,那为什么还

要采用这种世界上最繁杂的人面形数字呢? 真是一个奇怪的谜。

6.
 

“芝麻，芝麻，开门吧！”——从“堆砌”记数到位值记数

不知从何时起,生活在西亚大沙漠的阿拉伯人之间,流传起一个令人神往

的神话:
 

阿里巴巴得到了一个密语,当他向着大山说声“芝麻,芝麻,开门吧”时,

沉重的石门就自动打开,各种灿烂夺目的珍宝便呈现在眼前。

数学家也在寻找开启宝库的密语。在公元6世纪之前,古希腊人在几何方

面已有很高的造诣,但总的来说人类在算术和代数方面的知识还极其贫乏。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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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症结在于记数的方法不合理,从而严重阻碍着计算技术的提高。

让我们看一看当时的几种记数方法吧。

前面已经说过,古埃及人用象形文字记数,表示一个具体数字时,就把这些

符号堆砌起来,例如122表示成

即一个100,两个10,两个1,堆在一起。

古希腊人借用希腊字母表的字母和增添的几个符号表示数,为了把数和字

母区别开,在数的上面画一条横线。字母表中的前9个字母是第一级,分别表

示1,2,…,9;
 

第二级,分别表示10,20,30,…,90;
 

然后是第三级,第19个字母

表示100,第20个字母表示200,……。

同埃及人一样,在表示具体数字时,也用这些符号堆砌起来。但因为数的

符号很多,所以避免了同一符号的重复堆砌,例如122可表示为:
 

ρ-κ-β
-

这种记数方法还影响了古代俄罗斯人。

罗马人创造的数字现在还能在一些钟表的表盘上看到。他们是这样记

数的:
 

Ⅰ Ⅴ Ⅹ L C M
1 5 10 50 100 1000

数字203他们表示成

CCⅢ
即两个100,三个1组合起来。

数字68则表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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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XⅧ
即一个50,一个10(合起来60),一个5,三个1(合起来是8)组合起来。

可以看出,他们基本上也用堆砌的方法记数,但是他们又有独到之处,有时

他们也用“减法法则”,例如把“1”放在“5”的右面表示“5+1”,即6;
 

把“1”放在

“5”的左面时,则表示“5-1”,即4。同样,把“1”放在“10”的左边,表示“10-1”,

即9。

Ⅵ Ⅳ  
 

Ⅸ
6  4   9

纵观这些记数方法,尽管进制不一定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用

几个基本符号作为数码,在表示一个较复杂的数的时候就重复使用这些符号,

也就是将它们“堆砌”起来,结果是越来越复杂。

不堆砌能不能记数呢? 我们中华民族走的就是另一条道路。据甲骨文和

钟鼎文记载,在殷商时期就比较系统地采用一种竹棍(算筹)记数的方法,这种

方法对从1到9的每个数都规定了纵、横两种格式,0用空格表示:
 

例如6451表示成

可以看出个位用纵式,十位用横式,百位用纵式,……如此交错使用。与埃及人

不同,不给10,100等规定新符号,更不给20,30等规定新符号。那怎么表示

10,100呢? 原来我国的记数方法用的是“位值制”,即同样一个数码“1”,放在不

同的位置上可以分别表示1,10,100,1000,等等。这样,仅仅9个数码再加上一

个空格就能表示任意的数,并且能直接对它们进行运算,大大减轻了人脑的

负担。

位值制比起堆砌制来说,优越性是十分明显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好

像是打开数学宝库的一套密语。从此,人类走进了装满奇珍异宝的数学

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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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名不副实的阿拉伯数字

我们现在采用的数字1,2,3,…通常叫阿拉伯数字。可是你知道吗,发明阿

拉伯数字的不是阿拉伯人,而是印度人。什么? 竟然张冠李戴,不知道版权吗?

哈哈,当时哪来什么版权法啊。

古时候,印度人把一些横刻在石板上表示数,一横表示1,两横表示2……

后来,他们改用棕榈树叶作为书写材料,就把笔画连了起来,比如把2写成

,把3写成 。经过近千年的变化,这些数字才逐渐接近今天的阿拉伯数

字的模样。

印度数系和中国数系一样,也是采用十进位的位值制。用这种数系,只用

10个数字就能表示任何一个数,使记数和计算变得十分简便。

公元8世纪,印度一位叫堪克的数学家,携带数学书籍和天文图表,随着商

人的驼队,来到巴格达城。他拜访了阿拔斯王朝的君主,哈里发(即阿拉伯国家

的最高统治者的称呼)对他带来的书籍和图表很感兴趣,下令把它们全部翻译

成阿拉伯文。阿拉伯人本来只有数的名称而没有记数的方法,用起来很不方

便,因此印度数字很快在阿拉伯半岛上流行开来。这时候,中国的造纸术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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