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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靖玉树（中）在珠算历
史资料馆。

从上文可以看出，靖玉树做研究
不盲从。他发表了有关珠算方面的学
术论文 50 多篇，曾多次通过研究指
出国内外珠算史中一些研究的谬误
并加以释疑，对珠算的理论和实践技
巧不断加以创新。

比如对《鲁班木经》中“线”字的
释疑。当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数
学史家李俨和数学史家钱宝琮对《鲁
班木经》中“线”字的解释为本义，但
同时留下了一个疑问。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找出《鲁班
木经》，这本书是明代修北京城时由皇家
御刻的书，只有当时的工匠保存了几本。
靖玉树一方面向全国各大书店发信寻
问，另一方面，自己到北京各古书店走
访，终于在中国书店找到这本书。

经过研究之后，他写了《试谈〈鲁
班木经〉中的‘线’》一文，在《中华珠
算》上发表，消除了国内外认为古算
盘当中的横梁是一根绳子的误解。

靖玉树分析了多个国内外珠算研究
中存疑的“旧案”。1994年 6月，他在《黑
龙江珠算》杂志发表文章《中国珠算史疑
案寻真》，后被日本《珠算史研究》和《政
经论丛》两家刊物转载。

钜鹿出土的宋代算珠，刘因的“算
盘诗”，方中通的《数度衍》、杨辉的《杨
辉算法》从朝鲜逆流入这 3件中国珠算
史上存疑的旧案，靖玉树逐一作了分
析、解释。

1994 年 9 月，靖玉树在中国珠算
史全国年会上发表了《南宋时期的
“九归古括”与“新括”不能颠倒》的文
章。他用大量确凿的证据阐明归除法
始于北宋，从而将时间上推了近 200
年，得到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可，纠
正了过去国内外典籍及工具书上均
认为“归除法”始于南宋杨辉的论断。
值得一提的是，靖玉树更正了日本

学者户谷清一提出的学说。20世纪 80
年代初期，户谷清一提出了“增成一法是
初期的归除法”的观点。靖玉树经过研究
认为，北宋沈括的“增成一法”和唐代徐
仁美的“增成玄一算法”都是补数体系的
算法，这种算法都只能来自珠算，由此认
定“增成一法”并非“初期的归除法”。

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他把著名算
学家朱永茂的补数法与中国珠算协
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新的“五字乘除
法”混合成一个整体，写出了多种正
反剥皮等法，并理出补数体系的 10
种乘除，使珠算补数既有自身体系，
又全面混入了倍数的多种方法，从理
论上否定了户谷清一的观点。
户谷清一是日本当时全国珠算

教育连盟研修委员长，看了靖玉树的
论文后没有反驳，而是让日本的珠算
刊物转载了这篇论文。
靖玉树对珠算的热爱，使他在珠

算实践中多次创新。他撰写的论文
《珠算的七种定位法》首次提出算盘

上“公式定位法”的连乘、连除、乘除
混合联算公式，特别是“截盘定位
法”，被全国珠算能手普遍采用。

1981年，靖玉树在中国算理算法研
究会上发表《试论中国珠算的五进位》一
文，后由《齐鲁珠坛》刊登，在国内第一次
提出珠算的定义，被国内大多数学者认
同，并获得山东省珠协颁发的二等奖。

靖玉树爱好颇广，“文武双全”，
他涉猎中医，能开药方；他能打拳出
鞭，会使绳鞭、九节棍、双节棍；他幼
承家训，能写律诗，还写得一手好字。
靖玉树爱看历史书籍，擅长辩证地看待
问题。世俗对成功的衡量他从不在意，还
写有七律言其志：“父已龙钟子已成，床
头书史足陶情”“谁家豪宅赛王宫，我有
书窟一巷通”。

靖玉树一生痴迷于中国珠算，不
为外物所移，不为权威所动，与中国
传统优秀知识分子的形象极为吻合，
也充分诠释了当代中国科学家精神。

他前期偏居一隅时积极学习，后
期名噪“珠坛”仍坚持初心。在不同的
人生阶段，靖玉树均脚踏实地，不断
传承与发扬中华珠算文化，凭知识令
国内外权威折服。
（作者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博士研究生、山东管理学院讲师）

2013年，靖玉树在翻看古算书。

为收藏古代算学书籍倾尽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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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临沂人，珠算专家，中华儿
童文化艺术促进会珠算心算文化传
承委员会名誉会长。

1942 年，靖玉树在临沂磨石沟
村读书。1944 年开始，在自办的庄户
学教书。1951 年，在临沂市临沭柳庄
供销社从事会计工作，其间开始致
力于收藏古算书，一生收藏达 8 万
余册。1982年，建立中国第一家珠算
历史资料馆。

发表了有关珠算方面的学术论
文 50 多篇，编写了供大中专学校普
遍采用的《珠算教材》及《珠算习题
集》，编撰了《中国历代算学集成》
（上、中、下）。

1995 年，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专家；曾任中国珠算史研究会
委员、中国算理算法研究会委员、中
国珠算协会理事；2007 年，成为中国
珠算文化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项目论证专家；2013 年，
珠算被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靖玉树成为中国珠算传承
人之一。

靖玉树（1933—2021）

延伸阅读

珠苑一树
姻丁履瑎

老靖算作“珠苑”里的一棵树，不说大小高低，不作评价，该是
公正的。而他的名字恰好叫靖玉树，“珠苑一树”也算贴题。

新中国成立前他只读过两年抗日小学，以后再没进过什么学
校，但他却能跻身“珠坛”，成为中国“珠坛”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并
多次走上国际学术论坛发表他的学术见解，收获了许多使国内外
权威折服的镜头。

1951 年 7 月，上级听说靖玉树会拨拉几下算盘，便调他做柳
庄供销社的会计。1952 年调他到临沭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以下
简称县社）查账组。1953年因蛟龙供销社会计年老、不胜任工作，
县社把他分到蛟龙。

这时的靖玉树已经 19 岁，可又小又瘦，穿着又土，就是一个
农村孩子模样，闹得供销社主任去县社带他时，到办公室找了几
次都不相信是他，并问县社领导：“这孩子管用吗？”

靖玉树坐在主任自行车上，来到蛟龙供销社。一腔疑虑的主
任当晚来了个“考会计”。他请来了闻名全区几十村的珠算能手，
和新来的小会计比珠算。打完一遍，靖玉树问：“再打一遍核实一
下吧？”一个年资最深、名望最高的人说：“打两遍还叫算盘？”他对
新来的“小会计”不屑一顾。

老将确实名不虚传，靖玉树百倍小心，不敢稍露锋芒。尤其打
归除法的时候，他一边打一边偷偷看着老将到底有何高招，待他
看明白老将的技法之后，便不再相让了。

一道题呼出之后，只见 3 位“老珠算”，手指拨珠“噼里啪啦”，
一盘算珠滚动，如大海涛涌、蛟龙弄潮，令人目不暇接，扣人心弦。
而靖玉树却闲庭信步般镇定从容。3 位老将还在使出浑身解数抢
算时，他早已呼出了计算结果，把老将抛在后面。

一题又一题，老将累得眼冒金星，却总是难以取胜。老将好纳
闷儿，问：“你这是用的什么法？”靖玉树问：“你用何法？”老将说：
“飞归。”靖玉树说：“我用的是气死飞归。”老将以为靖玉树在有意
气他们，他们还不知道的确有“气死飞归”呢。

一场赛事，靖玉树技压群雄，使老将折服了。从此，靖玉树成
了传奇人物，什么“神童会计”啦，什么“神算手”啦，称呼五花八
门，每逢石门头大集，赶集的人都争着到供销社会计室瞅“神童会
计”是什么样子。门口窗前，人头攒动。一传十，十传百，一时间靖
玉树成了村村街街传讲的话题。

1956 年，临沭撤县，靖玉树被调到郯城县城关供销社，后又到
县土产公司当主管会计。1963 年，郯城县搞了个珠算大比武。那时
我们自己已经培养了许多人才，在会计这行也是高手如林、能人
辈出。

比赛这天，来自全县的 50 多名珠算高手会聚一堂，一比高
低。行家里手要来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第一场比传票，靖玉树是第二名。第二场比加减乘除，要求 30
分钟交卷，靖玉树只用了 22分钟就交了卷，全部正确。到 30分钟
交卷的只有两人，但他们做的是错误百出。这场珠算比武，靖玉树
技压群雄，一举夺魁，从此，慕名前来请教学习的接踵而至。靖玉
树的名声大振。

许多人问他：“你一次揭五六张单子，是怎么打的？”他说：“这
并不神奥，在揭单子时，揭一张算一张，揭完五六张，这五六张的
数就合在一起，然后打一个总数，当然要比一个个单打快。奥妙就
在于提高心算能力。”
（本文节选自《珠苑一树———记临沂市政协常委、临沂供销学

校高级讲师靖玉树》）

靖玉树院追寻中国珠算的根与魂
■刘慧

靖玉树，字伯莹，山东省临沂市临沭
县人。1933年 10月生于临沭县柳庄村，
在家中排行第三，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弟弟。
靖玉树家学渊源，其父靖克善，年轻时以教
书为生，思想开明，酷爱收藏古今典籍，过目
成诵，被称为奇才。靖玉树童年由其父开蒙，
习得古诗文，为其后研读古代算书打下坚
实基础。

由于生逢乱世，朝不保夕，靖玉树没有
得到系统的教育，但是他乐观积极，抓住点
滴机会读书识字，并将知识传递给其他人。

1942年，靖玉树进入磨石沟村八路军
办的抗日小学读书，之后参加抗日儿童团，
被选为青云区儿童团团长。靖玉树就只接
受了这两年的小学正规教育。学校后因战
争解散，老师在参军前教导他们，不要放
弃学习，而且识字多的要教识字少的及不
认识字的。

回到家后，靖玉树秉承老师教诲，开
始动员其他学生参加由他办的识字班。
年仅 11岁，他就上讲台当起了老师，如
今柳庄很多 80 多岁的人都跟着当年的
“小老师”学过识字。

1947年，靖玉树跟随“临沂行署推进
社”转移到莒南县甄家沟，纺线织袜子支援
前线。战火纷飞中，靖玉树仍保有乐观的心
态和对知识的热爱，他坚持办学，因为只有
不断学习才能报效祖国，不被外国欺凌。

1951年，靖玉树进入柳庄联村供销
合作社担任会计。初时不怎么会打算盘，
有个会计看到他用笔计算，就说：“不会
打算盘，干吗要当会计？”这句话激起了
靖玉树不服输的劲头。

之后，他便夜以继日地练习，只用了
两个多月，打算盘的水平就已经远超他
人。1952 年，靖玉树参加县里举办的会
计培训，掌握原理方法之后的第二年，他
便在供销社办起了免费会计培训班，每
天晚上给大家上课。

靖玉树爱收藏书籍，尤其是古算书。
起初是为了提高自己打算盘的水平，每
到一地就先搜集算书，向当地的行家请
教，提高自己的珠算水平。

从一开始的废品收购站到古旧书
店，靖玉树的藏书越来越多。遗憾的是，这
批早期收藏的珠算典籍后来遭遇“浩劫”，当

时有很多人劝他不要再搞收藏，他却说，“我
自己吃点苦没什么，担心的是这一发明被扼
杀，愧对我们的祖先”。

由于元、明时期的《算学启蒙》《详明
算法》《数学通轨》《盘珠算法》等很有价
值的典籍在国内已经失传，他便请去日
本的朋友帮忙复印。可以说，为收藏古算
书，他竭尽所能，倾尽所有。

随着藏书越来越多，1982 年，靖玉树
建立了中国第一所珠算历史资料馆，并
免费对外开放。

珠算历史资料馆很快声名远扬，吸
引了全国各地的数学、珠算研究专家前
来查证资料。2004年，台湾省珠算心算
学会会长洪建荣专门到珠算历史资料馆
参观，并与临沂市珠算协会建立了长期
友谊关系。7 月，靖玉树组织举办了“海
峡两岸珠心算学术研讨活动”，对台湾教
师现场进行了技能考核，并为他们颁发
珠心算教练师证书。

馆内所藏古代算学书籍，上起西周
下至清末，除早已失传的部分算书外，绝
大多数都已收齐，图书总量达 8万余册，
仅清代以前的线装书就有 3000 多册，其
中许多木刻本、早年铜活字版本，堪称存
世孤本。这些算书成为靖玉树日后教学科
研和中国珠算“申遗”成功的宝贵资料。

靖玉树的一生“先抑后扬”，早年偏居一隅，默默积累，后期随着他在珠算领域的深入研究而蜚声海外。

珠算以简便的计算工具和独特
的数理内涵，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
的计算机”。2013 年 12 月，在阿塞拜
疆共和国首都巴库举办的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
间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决议，正式
将中国珠算项目列入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中国珠算“申遗”之路并不平坦，
其中，确立珠算的发明人和发源地是
重要的一环。靖玉树作为中国珠算申
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组成员，
面对意大利罗马、日本等地关于珠算
起源之争，力证东汉数学家、天文学
家刘洪是世界珠算发明人及珠算起
源于中国，最终获得认可。

实际上，关于珠算产生的年代，
在国内也有多种说法。

1982 年，陕西出土陶丸，珠算界
提出了“陶丸算祖论”，认为算珠由陶
丸演变而来。靖玉树撰文反驳，在《从
无孔珠到有孔珠、算盘珠》一文中，将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各类无孔珠、有孔

珠进行比较分析，认为陶丸是无孔
珠，而珠算是有孔珠发展而来的可能
性更大，从而反驳了“陶丸算祖论”。
但是当时珠算界都比较认同这

一观点，《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
均进行刊载，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家
的报刊也予以转载，甚至被编入各种
教材、辞典。

2008 年，中国珠算协会第一次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送珠算“申遗”
材料，将“陶丸算祖论”的相关资料作
为重要的理论依据，结果未予批准。
在陶丸出土的 1982年 6 月，在山

东省蒙阴县召开的山东省首届珠算
史研究会上，靖玉树提出了刘洪为珠
算发明人的说法，并以刘洪的学生徐
岳所著《数术记遗》（宋刻本）为依据。
当时中国科学院、中国珠算协会以及
部分省份的专家和学者出席了会议。
对于他的观点，珠算界并不认同。
靖玉树坚持认为刘洪是珠算的发

明人，又进一步写了《关于刘洪与徐岳
的有关活动时间及关系》《关于算圣刘

洪的数学水平及其所发明算盘的价值
和贡献》《徐岳的生平及成就》《从历代
天文历法计算看珠算的历史贡献》《刘
洪年谱》等论文，用更加翔实的资料证
明刘洪是珠算发明人。

他引据指出，“珠算”一词最早出
现在东汉末年徐岳所写的《数术记
遗》一书。书中记载：“刘会稽，博学多
闻，偏于数学……隶首注术，仍有多
种，其一珠算。”此番论证终于获得珠
算界的一致认同。

2013 年，中国珠算协会向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重新申报珠算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靖玉树的《中国历代算学
集成》、确认刘洪是珠算创始人的论
文等均被纳入申报材料。

这次获得了成功。非遗委员会点
评说：珠算是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
伴随中国人经历了 1800 多年的漫长
岁月。

由于在供销社做会计期间成绩特
别突出，1979年，靖玉树进入临沂供销
学校任教。20 世纪 70年代末，国内大中
专学校均缺乏珠算类教材，靖玉树根据
其搜集的古今珠算的算理算法及民间流
传的算法，加上近代先进方法及其实践创
造，例如将“二五珠”改为“一四珠”，用“公
式定位法”进行连乘、连除和乘除混合联
算，“截盘定位法”等，分门别类梳理成用于
大中专教学的《珠算教材》。

这一教材对珠算学科进行了全面
系统的概括和阐述，于 1985 年出版，并
配以《珠算习题集》，解决了当时珠算教
学中教材缺乏的问题，该教材被列入国
家科技新书目。

鉴于中国古算书散佚颇多，20 世纪
90 年代初，新闻出版署（现国家新闻出
版署）确定，“八五”计划的重点图书中包
含编写一套《中国历代算学集成》。由于
靖玉树积累资料甚巨，中国科学院自然
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梅荣照、北京师范
大学数学系教授白尚恕均推靖玉树主编
此书。

靖玉树遍寻其藏书善本，寻访算界名
士，夜以继日编撰，花了近 4年时间，终于

完成了 1200万字的《中国历代算学集成》上、中、下三
部，该书于 1994年出版。这是一套专门的中国数学史
文献丛书，其中收集了从西周到清朝末年的各种古代
算学资料。它与 1993年郭书春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
典籍通汇·数学卷》一起，成为相关研究的必读书目。

除此之外，靖玉树还编写了很多与供销相关
的教材。用靖玉树学生的话说，“他没什么学历，但
是学问不浅”。

除了编写教材、发表研究性文章外，在实践
方面，他能“一目十行”，打双手算盘，并且两手速
度一样快。有一次上课检查学生打算盘，念完数
字就让学生打，打完后他即刻指出有几个同学打
错了，学生们都觉得特别神奇。而他培养的大批
专业性人才中有能做到“一目三行”的，甚至“一
目十行”。

靖玉树时常感慨珠算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离
休后便一心培养中国的“神童”。按照他的说法，神
童分为先天和后天，后天的神童可以用珠心算方
法进行培养。他认为，珠心算最适合儿童，有助于
开发儿童智力、提高儿童素质。这对中国科技发展
而言更有意义。

1996年，靖玉树受邀参加首届世界珠算大会，
共有 11 个国家和地区的 190 名正式代表参加，会
后他更坚定了培养儿童珠心算的决心。

1999年，他创办了神童珠心算学校，培养孩子
们学习珠算和珠心算，同时，招收会计专业学生进
行珠算培训，培养了一批珠心算教师。北京、天津、
海南、四川、贵州、广西等地都派老师参加了培训。

虽然办学时间不长，但是成才者不少。例如，学校
培养的珠算教师李绵军创办的神墨教育，成功发展
为国际化培训学校，影响力波及新加坡、马来西亚、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

整体来看，珠算、珠心算的热潮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一直持续到 2006 年，虽然后来式微，但是
靖玉树始终认为，中国珠算文化有着广阔的基础，
只要多投入一些精力加以保护，一定会一代一代
传下去。

经历几十年的学术实践，靖玉树获得了大量
奖项和荣誉，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珠算老师、山东
省科普积极分子、山东省优秀科技工作者，并获得
山东省自学成才奖。

助力中国珠算“申遗”

厘清珠算历史“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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