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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在行为方面的表现就是好
走极端! 这也与俄罗斯的民族
性格不无关系" 俄罗斯民族就
是一个渴望 #赤裸裸的激情!

渴望脱去一切衣服 ! 一丝不
挂! 撕下所有假面和装饰! 只
要万物光秃秃的真理$ 的民族
%

!"

!索洛维约夫等著 " #俄

罗斯思想$% 杭州" 浙江人民

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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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这个民族的一切美德和
不足! 都与此民族性格有关"

'要么全部都要! 要么彻底不
要 $ %

!#$ %"% &%'()*

& ! 就
曾经数度在知识分子中风靡"

虚无主义在俄罗斯知识分
子中的长久不衰!从

!"

世纪中
期的'打倒一切$!到白银世纪
的把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

托尔斯泰等等 #通通从当代生
活的客轮上抛下去$!到当代知
识分子宣称的为俄罗斯文学举
办的#葬后宴$等都不难看到这
种极端主义的痕迹)对此!他们
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一旦
行动起来!就会在善良与邪恶+

真理与谎言( 明智与狂妄等所
有方面走向极端, $%德&安&沃

尔科戈洛夫著% 张慕良译"#斯

大林$%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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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思想发展史上 !

这种极端主义更是不断再现!

每一次更替都是对前面的彻底
否定(全面批判,著名思想家费
多托夫认为*'每一代知识分子
都有自己的特点!与前辈脱节!

每十年就开始一个新纪元 ,

-.这不是一个团结的整体 !

这 是 一 个 自 相 残 杀 的 坟 墓
链, $有感于此!费多托夫百感
交集*'俄罗斯知识分子自我意
识的一百年就是其不断自我毁
灭的一百年, $ %费多托夫"#俄

国的命运与罪孽 $% 彼得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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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
#$

世纪之际 ! 著
名的文学批评家+ 理论家伊万
诺夫

%

拉茹姆尼克也曾经对
&"

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战果进行
过清点!他总结道*对俄国知识
分子来说!

&"

世纪是一个战斗
的世纪,'这一史诗般的世纪之
战使俄国的知识分子拥有了一
股不可思议的反抗力量/ 这场
战争锤炼了俄国知识分子!就
如同火焰炼铸了钢铁/ 这场战
争把俄国的知识分子铸造成了
一种在别的国家+ 别的民族没
有也不可能有的武器, $%伊万

诺夫
+

拉茹姆尼克"#俄国知识

分子史$% 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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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种姿态! 俄国知识分
子走进了

#$

世纪,

%作者为西南大学外语学

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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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周知! 相较于其他整
数!'零$出现得相当晚,

现代数学的整数符号 '

$

$是印
度人在公元

'

世纪发明的 !传
入中国就更晚了, 中国先秦秦
汉的古籍中! 找不到任何表示
这个整数的字眼!'〇$ 压根儿
没有 !'零 $也只有 '零落 $一类
的意思!尚未表示数字,

学者研究指出! 古代中国
人是有类似'零$的概念的, 比
如中国哲学很早就有了'无$的
观念!和'有$相对, 再比如古人
利用算筹进行计算时! 会以空
位表示该位'没有值$, 但是!这
些大多都是 '空集$+'空位$之
类的观念!而非严格意义的'整
数零$的概念, 那么!早期中国
是否确实不存在作为整数概念
和符号的'零$呢0 如果不存在
整数 '零 $!古代中国人又是怎
样处理相关的数学计算的呢0

学
术研究 '言有易! 说无
难 $111为不存在的事

物找到证明它不存在的证据是
很困难的, 幸运的是!证明中国
古代没有 '零 $的材料 !居然在
出土的汉代简牍中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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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甘肃居延肩水
金关遗址出土了万余枚简牍 !

)$!*

年由上海中西书局出版 ,

其中编号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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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
枚木简!简首题有'第三$!下面
分十二栏记录了如下一些数
字*'负十五 +负十三 +负十一 +

负九 +负七 +负五 +负三 +负一 +

得二+得四+得六+得八, $与之
类似的西北地区出土汉代简牍
还有几枚!可惜均残损!比如敦
煌汉简第

&$*+

号 *'..第三
负十三+ 第三负十一+ 第三负
九 +第三负七 +第三负五 +第三
负三 +第三负一 +第三得二 +第
三得四..$

这些木简应该是用于考核
相关人员的工作绩效的, 汉简
中这类考评功绩的材料很多 !

比如居延汉简第
#$*0/

号*'万
岁候长充*受官钱定课四千!负
四算/ 毋自言堂煌者第一得七
算,相除定得三算!第一, $简文
是说有个叫充的人参加考核 !

参评的两件事体! 一件被折算
为 '负四算 $!另一件被折算为
'得七算$! 两件事体相加总成
绩为'得三算$!评定等第为'第
一$, 这类考评中的'算$!类似
现代的'工分$/而考核等第!应

该是 '第一 $至 '第九 $共九等 ,

董仲舒在 2春秋繁露3考功名4

中描述了一种考评天下官员的
理想体系!'以一为最!五为中!

九为殿$!大概就是源自汉简反
映的这类在社会中实际运用的
考绩方式) 前面所举肩水金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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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枚木简 !就来自
一份折算考评等第的表格) 简
首的'第三$指考核等第为第三
等!后面十二栏的数字!表示每
月考评中第三等对应的 '算 $

数) 例如!假若是一月考评!负
十五算就是第三等!依次类推)

从汉简材料看!'算$ 这种 '工
分$! 扣除起来是非常残酷的)

居延新简
,1.'$2)

记录了一个
叫 '范尚 $的戍卒 !一次考评涉
及八件事!全是负分!共扣了三
十多算! 可考评等第仍为 '第
四$!属中上水平) 可见这类考
核!有过失扣分的多!有功绩加
分的少) 所以第三等的考绩以
负数开始!就不难理解了)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 作为
计算考评等第的得负算数值 !

本应该是等差数列! 但无论是
肩水金关汉简还是敦煌汉简 !

在从负算过渡到得算时! 均出
现了异常) '负五+负三+负一$

之后 !难道不应该是 '得一 +得
三+得五--$吗0 怎么会是'得
二+得四+得六--$0 其实!这
种看起来非常奇怪的数列 !仍
然是以等差的关系排列的) 这
种 '等差数列 $!证明了当时的
中国人不用'零$) 这里所说的
不用 '零 $!不是说当时的人知
道有'零$这么回事儿但还没有
发明专门的符号去表示! 而是
彻彻底底就不存在'整数零$这
个数学概念) 上举简牍的年代
均属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早
期111也就是说! 直到那个时
代! 中国人在考核工作量这种
常规的民用算术中还没有 '整
数零$的概念)

'负二 +负一 +得一 +得二 +

得三$! 用现代数学常识来看!

这种数数方法显得十分别扭 )

但对于西汉中晚期的西北边陲
的戍卒而言! 这样计数再平常
不过了) 他们眼中整数的序列!

就像现代人乘坐电梯一样111

从一楼往下一层!不是零楼!而
是负一楼) 当时人的整数概念!

与现代人大不相同) 抽象地说!

在他们看来! 整数不是现代定
义中数轴上的点! 而是数轴上

的线段* 正整数线段缺少左端
点!负整数线段缺少右端点) 通
俗地讲! 他们的整数计算就是
'囫囵数字!论个儿数$%其实严
格地讲! 当时也还没有现代数
学意义上的'正负$概念&) 这种
原始朴素的数学观念! 极大地
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风
俗传统! 直至今日仍有痕迹可
循) 比如中国人举办传统典礼!

无论红白喜事! 不管是从第一
天的何时开始! 只要经过午夜
进入第二天的凌晨! 就算满两
天了!不必满

/3

小时) 从数轴
的角度理解中国式的计时方
法!所谓'两天$!只需要起点终
点分别为第一天+ 第二天这两
条线段的任意点! 而不必积累
满两个整天的长度) 中国传统
的服丧制度正是如此! 按规定
嫡子为父服丧须满三年! 这里

的三年是指二十五个月! 而非
三十六个月111因为无论怎么
算! 二十五个月都能经过三个
'年线段$) 既然正整数的概念
均为缺少左端点的线段! 且没
有零的概念! 自然计数的起始
点就是一而非零了111计算岁
数的方式正是如此! 出生就算
一岁! 中国人的传统是没有零
岁的!所以除夕出生的婴儿!大
年初一就已经两岁了) 这种计
'虚岁 $的古老方法 !很多现代
中国人很难理解! 其实正是早
期中国整数观念的孑遗)

这
种原始朴素的计数方
法!在'

$

$被发明之前的
各大文明中应该普遍存在) 又
因为这种计数方式本质上是
'以段代点$!所以在可以'成段
数数$ 的时间计算的领域常有
存古现象) 由于罗马数字中同
样没有零! 因此使用这种数字
的东罗马帝国僧侣在创制 '公
元纪年$时!规定'公元

&

年$的
前一年是 '公元前

&

年 $!没有
设置'公元

$

年$)

尽管整数的概念是数轴上
的线段而非点! 古代中国人仍
在很早的时候就发明了分数 )

出土的先秦秦汉数学文献中频
频见到发达的分数计算) 古代
中国发达的分数计算与相对落
后的整数观念并存了至少几百
年!迟迟不产生'零$!尽管很难
想象!却偏偏就是事实)

$

这个后起的整数是否属
于自然数0 这在现代数学学界
仍有争议) 我国的小学数学课
本曾经一直将

$

从自然数中排
除的 ) 但近些年的修订版教
材! 不得不遵循 2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标准 4! 改将

$

定义
为自然数111据说是因为国际
上认为

$

属自然数的学派占了
上风) 数学学界对

$

是否属于
自然数的争论! 当然都是从数
学理论的角度出发的) 不过!如
果改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 !根
据汉代出土简牍所见的情况 !

'零 $的确既不能说是 '自然产
生的数 $!也不能说是 '数起来
很自然的数 $! 确实一点也不
'自然$) %小文撰写得到罗见今

先生! 凌文超先生和王强先生

的指导和帮助"谨致谢忱&

'作者为复旦大学出土

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副研

究员(

!

程少轩

汉简无!零"

!

这个后起的整数是否属于自然数! 这在现代数学学界仍有争议" 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早
期的简牍中可以看到#至少在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算术中还不存在%整数零&这个数学概念'

)负五 *

负三 * 负一 +

之 后 是 ,得

二 * 得四 *得

六 -. /% 肩

水 金 关 汉 简

中的 ,等差数

列 /% 证明了

当 时 的 中 国

人不用,零/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