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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数字源头不在印度在中国初探 

----从远古卦爻到字母符号阿拉伯数字摩尔斯电码 

 

笪黄蓝 

（摘自 2022 年 10 月 28 日网易网云辉荐自《海外星云》等） 

 

Abstract: 国际数学史最高奖获得者、新加坡国立大学蓝丽容教授，专门研究过阿拉伯数字的源头在中国问

题，并且出版专著《雪泥鸿爪溯数源》。蓝丽容教授考证后得出结论：世称“阿拉伯-印度数字”的阿拉伯数字

实际上起源于中国。无疑，蓝丽容教授明确定位了两种数字之间，阿拉伯数字系统 1、2、3、4……对我们何

等重要，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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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蓝丽容教授说】 

国际数学史最高奖获得者、新加坡国立大学蓝

丽容教授，专门研究过阿拉伯数字的源头在中国问

题，并且出版专著《雪泥鸿爪溯数源》。 

蓝丽容教授考证后得出结论：世称“阿拉伯-印度

数字”的阿拉伯数字实际上起源于中国。无疑，蓝丽

容教授明确定位了两种数字之间，阿拉伯数字系统 1、

2、3、4……对我们何等重要，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但这数字系统源自何地？ 

一般相信它的发源地是印度，蓝丽容教授的研

究却显示它其实源自中国。中国人运用算筹计算，同

时从此衍生出数字及代数。 

《孙子算经》是现存记载算筹及计算步骤最早

的一部书。蓝丽容教授在研究中拿来与现藏于剑桥

大学图书馆的穆罕默德的拉丁译本做一比较之后，

发现所记载的乘除法连细节都一样。 

这个发现在另外两部阿拉伯论著中得到了印证，

这两部书形容数学乘除法是最早的算数法之一。《九

章算术》大约在 1 世纪时编纂完毕，显示了以算筹

为根本的数学发展。《九章算术》是中国数学史及世

界数学史上最重要的论著之一，详尽论述了分数及

其符号。 

在数学发展方面，中国一直处在领先地位。唐代

的官员、工程师随身携带着算筹，就好像我们现在随

身携带计算器一样。14 世纪，中国依然是数学界的

带头者，算盘取代算筹后，在发展新数学概念方面，

中国却失掉领先地位。1631 年利玛窦及李之藻将克

拉维干斯的《实用算术摘录》译成中文，这是流传到

中国的第一本关涉阿拉伯数字系统的西方著作。中

国人学会使用两种在数学史上最有用及最具权威的

数学符号，即阿拉伯数字系统及分数符号。但他们并

不知道这两种数字符号，都源自中国 1500 年前的数

字系统。 

 

【2、揭秘阿拉伯数字的中国血统】 

大家几乎都不知道，阿拉伯数字起源于印度的

这个常识，在数学史界早已发生了颠覆。有源自中国

的新观点，由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

史》中最先提出，著名数学史专家蓝丽蓉在 1992 年

出版的《雪泥鸿爪溯数源》中进行了明确论证，并因

此荣获国际数学史最高奖凯尼斯•梅奖，代表专业界

的正式认可。 

那么西方人为何把它称为阿拉伯数字系统？原

来，我们所知道论述用数字加减乘除最早的一部著

作，是在 9 世纪出自阿拉伯人穆罕默德之手。其拉

丁文译本在 120 年传入欧洲。穆罕默德把数字系统

及其算术归功于印度人。考证中，学者找不到证据证

明数字系统与梵文著作有关，就同意阿拉伯系统中

的九个符号，起源于印度婆罗门数字系统的头九个

数字，可是两者的概念完全不同。 

实际上，阿拉伯数字系统与中国算筹概念相近，

在所有古代的数字系统中，中国算筹的概念独一无

二。阿拉伯数字系统运用以十为基本单位的地位制

符号，在这个系统中，我们只需记得前面九个数字。

无论多大的数目，都足以用这九个号码代表。我们把

八万三千零七十二写成 83072，以 0 来填补百的位

置。其实在早期的阿拉伯数字系统中，是写成 83 72。

战国时代或更早时，中国人就是用竹竿或动物骨来

计算，从而演变出以十为基本单位的地位制符号的

算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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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蓝丽蓉新观点长期抵制、冷藏，目前幼儿

园、小学，包括网上亲子故事都延续印度起源论，不

提中国，这是为什么？ 

主要原因在于，现有论证比较单薄，局限在数字

外形和写法的狭窄领域，没有透彻说明问题。例如，

蓝丽蓉教授主要溯源至中国的筹算图形，而筹算最

多追到 3000 年前，筹算图形与 5500 年前的埃及数

字、4500 年前的印度哈拉帕数字都非常相似，因此，

证明阿拉伯数字源于筹算图形，就等于证明源于更

早的埃及数字，而且埃及数字也有十进位，显然，这

个思路无法止步于中国数字。 

某种数字的起源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类数字史

演变的问题，现有论证没有揭示阿拉伯数字在人类

数字整体演变中的位置，缺乏数字史理论的支撑。

《阿拉伯数字与中国数字，谁更科学？》一文，揭示

了阿拉伯数字存在逻辑混乱，之后提出了一组数字

与数字史的新理论，可以从根本上验证阿拉伯数字

的中国血统，看清阿拉伯数字开端处的弊端，从源头

找到数字系统发生逻辑混乱的起因。 

新理论提出了人类数字史的四阶段演变论：第

一阶段由三万年前东非原始数字系统发端；第二阶

段以 5500 年前的埃及数字为代表，向西向东分别传

播；第三阶段以 3500 年前的中国数字、罗马数字为

代表；第四阶段是 1700年前印度出现的阿拉伯数字。 

在第一阶段，人类数的概念只有 1，其他数全是

1 的临时聚合形态；在第二阶段，10 以下的 1 的聚

集形态固定了下来，自然生成了 2以上的数字概念，

形成了 1 的固定聚集形态的数字系统；第三阶段，

固定聚集形态的数字进一步演化，形成了文字化的

独立数字；第四阶段，在中国血统的独立数字基础上，

进行速写化与占位符的演变，产生了阿拉伯数字。新

理论进一步考察各种人类数字系统的血缘关系，提

出了数字血型论：人类数字史上的各种数字，只有三

种根本的数字血型，两种原始的图形数字血型和一

种文字化独立数字血型。 

圆形血型保留在玛雅数字中，条形血型是其他

所有数字系统的原始血型，包括远古埃及数字、印度

哈拉帕数字、古代中国数字与古希腊罗马数字等等。

而文字化的独立数字血型，只有唯一的中国甲骨文

数字，罗马数字虽然属于文字化的演变，但是没有选

择独立数字的道路，没有形成新的数字血型。数字的

发明与起源，是两个问题。 

对于阿拉伯数字由印度发明，历来没有、现在也

没有争议，但是，印度是怎么发明这套数字的？是谁

发明的？在什么基础上、因为什么原因发明的？为

什么要这样发明？这些问题，历来是一团迷雾，没有

明确的说法。公元 3 世纪以后出现的阿拉伯数字，

不可能脱离人类数万年的数字史凭空出现，作为一

个改进型的文字化独立数字系统，它唯一可能的血

缘先祖，只能是早于它 1800 年的中国甲骨文数字。 

这个推论，从印度数字史以及中印文化交流史

上，可以得到明确的历史验证，后期，还将从印度-

阿拉伯数字与中国数字结构上的本质联系，进行深

入细致的技术验证。在此，我们首先从古代印度与中

国的数字史上，梳理出相关的核心事实，建立清晰的

基本认知： 

在古代印度，距今 4500 年前有哈拉帕数字，距

今 2000 年左右存在卡罗什奇数字与婆罗门数字，距

今 1700 年出现印度-阿拉伯数字。就数字的相貌上

看，阿拉伯数字显然是在婆罗门数字基础上形成的，

但是婆罗门数字从何而来？ 

它与哈拉帕数字完全不同，却与中国数字有明

显的相貌与血缘关系，在公元前 15 世纪的甲骨文数

字与公元 1 世纪的婆罗门数字之间，有 1500 年的中

印文化交流，这期间，数字不可能不传播。印度历史

上，由于气候变化，北方雅利安游牧民族在公元前 15

世纪已经大规模南下，他们的后裔婆罗门人，成为印

度次大陆的新主人，他们虽然没有自己的成熟数学

系统，但是在东西方文明交汇之地的印度，有古老的

哈拉帕数字和新的中国数字、罗马数字供他们选择。 

显然，他们放弃了哈拉帕数字，吸收了远东的中

国数字与西方的罗马数字，在公元 1 世纪左右，形

成了中国血统的婆罗门数字与罗马血统的卡罗什奇

数字，自公元三世纪开始，在婆罗门数字基础上进一

步演变，后来通过发明 0，形成了更高级的数字系统

----阿拉伯数字，传到阿拉伯世界，再传到全世界，

最终传回到中国。 

总之，阿拉伯数字是人类数字体系整体演变的

结果，这个演变过程并没有完结，还在继续，还有关

键的缺陷没有解决。 

【3、林来永教授说】 

新加坡大学已经退休的数学教授林来永，最近

研究后发现最早发明计数方法的不是阿拉伯人，而

是中国人。不过中国人没有把这种方法用书写的形

式表达出来，而被阿拉伯人抢了先手，否则现在的阿

拉伯数字可能就被叫做“汉数字”了。 

阿拉伯数字为什么会发明出 0？为什么同时又

会丢失十？与祖系的中国数字仔细对比才能看清楚，

其中的历史迷雾，关系到数字体系逻辑混乱问题的

解决。林来永此前已经获得多项关于远古数学研究

的奖项。林来永的这个观点向传统的“阿拉伯人和印

度人发明现代算术”的观念提出了挑战。他经过对中

国古籍的研究后认为，早在公元前 475 年，中国人

就发明了代表数字 1—9 的方法，中国人发明数字比

其他人早了 1000 年。在公元前 475 年，中国的大部

分人像小贩、学者和官员等都已经用一种排列竹签

的方式来表示数字 1—9。 

人们本来以为“0”这个数字是印度人在公元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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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明的，事实上比印度人早 1000 年，中国人把竹

签排成一个四方形，就相当于“0”。这种中国古代的

计数方法中，只要把 9 个代表 1—9 的竹签放在一个

框里面，那么什么数字都可以表示出来了。 

到了 13 世纪，中国人已经开始用竹签来解决更

先进的数学问题了。林来永查阅了复杂的古文，指出

在 5 世纪和 9 世纪，中国的竹签计数法通过丝绸之

路而向阿拉伯世界和西方传播。阿拉伯人最早在公

元 825 年才写出了一本数字书，但是中国在公元前

700 年就已经有了一本关于竹签计数法的书《九章算

术》了。 

到了 16 世纪末，由于算盘的发明，竹签计数法

开始消亡。林来永惋惜地认为，可惜中国人没有把他

们的竹签计数法改变成为一种可以书写的形式，否

则世界数学史将要改写了。中国不仅发明了计数方

法，而且还发明了数学上的幻方问题。更为重要的是，

有人已初步完成易经八卦 26 个符号，与英文 26 个

字母完全对应，集拼音、注义、编码、速写四大功能，

可编辑出《易卦电脑汉字编码字典》。 

易经八卦是 26 个符号，与英文 26 个字母完全

对应，集拼音、注义、编码、速写四大功能，估计与

国内目前同类方法相比较，是更为简单的电脑汉字

编码。 

【4、神奇摩尔斯电码与远古卦爻文字说】 

卦爻是《易经》最早的基本符号文字，由横线的

阳爻“－”和横线中空白的阴爻“--”两种爻象组成。但

把阳爻“－”减去阴爻“--”等于一个“点”（―－--＝•），

类似可显示在电脑上一样，如果保留“•”点子显示的

卦爻，按每卦三爻重叠排列，可构成 26 种卦爻基本

符号，恰好对应 26 个汉语拼音文字类似的 26 个英

语字母，而具有集注音、注义、编码、缩写等于一体

的功能，可承担起传递上古语言和信息的任务。这就

是所谓远古联合国广泛使用的太极语卦爻文字。 

现在的《易经》，是不要“•”点子显示的卦爻，按

每卦三爻重叠排列构成八卦，即乾（三阳爻）、坤（三

阴爻）、震（下一阳爻上二阴爻）、巽（下一阴爻上二

阳爻)、坎（上下皆阴爻中一阳爻）、离（中一阴爻上

下皆阳爻）、兑（上一阴爻下二阳爻）、艮（上一阳爻

下二阴爻）。八卦再重叠，构成六十四卦。 

中华《易经》、《黄帝内经》等集大成的远古文化

科学，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古老、最伟大的经典

杰作创作，始于约公元前 6390-公元前 3151 年的远

古联合国的“以富扶贫、以下推尖”政治的良性循环

时期。后历经神农、黄帝、尧舜禹、商汤伊尹、周文

王、周公，孔子等薪火相继 4500 年，上下传承 6500

年不灭，最终约在从 2500 年前以后到秦汉，才结集

完成。这奇怪吗？不奇怪。 

在第四纪大冰期前后两端，形成有过人类共同

基因、语言和文化起源的两个孵抱期。特别在第二个

孵抱期，这是个“多难兴邦”的特殊时期，大自然灾害

逼迫原始社会的人们，团结救灾、团结抗灾，才自然

成就形成了巴蜀盆塞海及四周内陆山寨城邦中的远

古联合国。但团结救灾、抗灾需要发展生产力做后盾，

而科技创新，就成为人们对生产力的第一源泉的认

识。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塞维斯，把早期人类组织形

态发展序列，是分为游团、部落、酋邦和国家等四个

时期的。虽然远古联合国，还是个原始社会，在这第

二个孵抱期里，游团、部落、酋邦组织形态都有，但

只要它们的头人，在远古移民和远古贸易等相互交

往中，和谐共处，不以战争和暴力处理内外事物，就

都是远古联合国大同世界的成员。而且远古联合国

的政权人物，也是以科技比赛来当选的。因为有了发

达的科技，才能“以富扶贫”；而“以下推尖”的选苗助

长的教育模式，也为远古联合国的政权人物以科技

比赛来当选的办法打下了基础。 

那么那时的科技文化水平有多高呢？众所周知，

人文始祖嫘祖是以发明丝绸当选远古联合国的政权

人物，因为远古发明的丝绸，就类似今天的生物工程

高科技。人文始祖伏羲，在教人结网捕鱼，遇到湖塘

水面上的旋涡；教人制土陶生火做饭，看到锅中沸水

的翻滚，已领悟和觉察到了圈态的线旋。 

为了表达和传授这一数学概念，他动了不少脑

筋。例如，他把摆卦爻用的草节茎棍，带来的蓍茅草

叶，圈起来扭转比划，正是在这发现类似莫比乌斯圈

的太极图、八卦图等有趣智慧时，还推进发现的卦爻

26 个供拼音的集注音、注义、编码、缩写等功能于

一体的太极语卦爻文字，这类似美国摩尔斯发明电

报机的点、横线电码文字。1832 年 41 岁的摩尔斯放

弃绘画事业，投身“用电传信”的研究中。 

在这之前的科学家，往往是为表达 26 个字母而

设计了极为复杂的设备，而复杂的设备制作起来不

容易。摩尔斯意识到，必须把 26 个字母的信息传递

方法加以简化，这样电报机的结构才会简单一些。 

用什么符号代替 26个英文字母呢？摩尔斯苦苦

思索，他画了许多符号：点、横线、曲线、正方形、

三角形。最后，他决定用点、横线和空白承担起发报

机的信息传递任务，为每一个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

字设计出代表符号，这就是皆由不同的点、横线和空

白组成的为每一个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设计出

代表符号的电信史上最早的编码----“摩尔斯电码”。

有了电码，摩尔斯马上着手研制电报机。 

终于在 1837 年他制造出了一台电报机。这台电

报机的发报装置很简单，由电键和一组电池组成。按

下电键，便有电流通过。按的时间短促表示点信号，

按的时间长些表示横线信号。收报机装置由一只电

磁铁及有关附件组成，当有电流通过时，电磁铁便产

生磁性，这样由电磁铁控制的笔也就在纸上记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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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或横线。此后，摩尔斯的电报机经过许多改进，被

迅速推广应用。 

神奇的是约在 5000 年前巴蜀盆塞海干涸前，远

古联合国时期就打造出这类由点“•”及横线阳爻“－”

和横线中空白阴爻“--”等三种爻象组合的太极语卦

爻文字。但随着盆塞海的干涸，和四分五裂大迁徙的

人类社会进入游团部落酋邦时期，它就失落了，传到

印度、阿拉伯、希腊，《易经》和象形文字及注音文

字只保留如今的部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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