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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簡校勘 
   蘇意雯、1蘇俊鴻、2蘇惠玉、3英家銘、4陳彥宏、5 

黃俊瑋、6王裕仁、7廖傑成、8莊耀仁、9蔡佳維、10 

林建宏、11呂坤明、12鄭宜謹、13黃美倫、14林玉芬15 

洪萬生案語 

《數》是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於 2007 年從香港古董市場收購的一本中國古代竹簡算

書。它的定名依據第 0956 號簡的背面寫有一個「數」字而得。本書包含了許多與社會、

經濟、政治、法律和軍事有關的計算，對於研究其它歷史問題亦具有重要價值。根據目

前研究，《數》的編定下限為公元前 212 年（秦始皇三十五年）。也就是說，這本竹簡保

留了至少 2200 年前的數學真實活動內容。 

本校勘是台灣 HPM 團隊研究竹簡算書文本的再一次的校勘學習紀錄。上一次，是

在 2000 年 9 月，承蒙郭書春惠寄《筭數書》釋文，因得以接觸真正第一手且時間超過

2000 年的中算文本，我們團隊成員初試啼聲，獲得了極難得的學習經驗，對於我們深入

理解古代中算，真是意義非凡。該項成果隨即在兩個月之後，發表在《HPM 通訊》第 3

                                                 
1 任教於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數學系。 
2 台師大數學系博士候選人，任教於北一女中。 
3 《HPM 通訊》主編，任教於北市西松高中。 
4 任教於台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5 任教於北市成功高中。 
6 台師大數學系博士候選人。 
7 台師大數學系碩士生，任教於羅東高商。 
8 台師大數學系碩士生，任教於新北市錦和高中。 
9 台師大數學系碩士生，任教於新北市溪崑國中。 
10 台師大數學系碩士生，任教於台中市成功國中。 
11 台師大數學系碩士生，任教於新北市丹鳳高中。 
12 台師大數學系碩士生。 
13 台師大數學系碩士生，任教於台灣師大附中。 
14 台師大數學系碩士生。 
15 台師大數學系碩士生，任教於澎湖馬公高中。 

《數》簡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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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11 期（2000 年），以「筭數書專輯」名義印行。當時的校勘成員有蘇意雯、蘇俊鴻、

蘇惠玉、陳鳳珠、林倉億、黃清揚和葉吉海等七人。 

在十二年之後的今天，我們又有機會再度親炙竹簡算書，通過最樸拙的文字理解功

夫，與兩千多年前的「說算者」對話，並藉以分享他們的「數學實作」（mathematical 

practice），因緣際會，令人高興。事實上，基於十二年前的那一次經驗，「三蘇」（蘇意

雯、蘇俊鴻和蘇惠玉）歸隊，延續了校勘《筭數書》的基調，再加上英家銘、黃俊瑋以

及其他研究生的挹注，這一本秦簡《數》書的校勘，終於呈現在諸位讀者的眼前。在這

一段時間，蘇意雯負責協調，我們必須特別感謝她的不辭辛勞。 

根據蕭燦（2012）的說明，《數》書編號簡 236 枚，無編號簡 18 枚，簡文字數約有

6300 字。至於竹簡的形制，則大多數簡長約 27.5 釐米，少數完整簡長約 27.0 釐米。完

整的簡約寬 0.5-0.6 釐米。又，此一簡書有三道編繩。 

由於蕭燦及其他中算史家已經對此一竹簡之研究貢獻了實質的成果，尤其，蕭燦更

是以此簡作為她的博士論文主題，因此，我們團隊的研究看來不無「狗尾續貂」之嫌。

好在我們的主要目的在於學習與分享，同時，我們的校勘也多少意在呼應或反映某些「數

學實作」之特性。我們相信，在這種脈絡中看竹簡算書的數學知識活動，或許也可以貢

獻一得之愚。無論如何，我們後續的相關研究，總是可以從這個校勘開始。而《HPM

通訊》得再刊竹簡算書的校勘，也是難得的機緣，值得我們特別珍惜！ 

總之，我們非常歡迎各界方家與同好的不吝批評指教！ 

 

體例說明 

1. 釋文依簡分條書寫，每枚簡之後的數字代表簡的編號。其中，仿蕭燦（2010），2007

年收藏的簡編號記為四位印度-阿拉伯數字；2008 年接受捐贈的簡編號記為兩位印

度-阿拉伯數字，前置大寫英文字母 J。至於整理時無編號的殘片，則賦予六位印度

-阿拉數字，並前置英文字母 C。 

2. 簡文原有符號保留：「=」表重文或合文號；「└」表勾識；「‧」表墨點。 

3. （ ）內之字表相通之字。 

4. 〈 〉內字表更正之字，簡文原有錯字不予更動，。 

5. 〔 〕內字表原簡殘缺，可據殘筆補足。 

6. 簡文字跡不能辨識者，以「□」表示，一格代表一字。 

7. 「………」表示無法確認有多少個不能辨識之字。 

8. 「□／」表示竹簡殘斷，無法復原及判讀。 

 

※本校勘版本對於竹簡文字的判讀，主要參考蕭燦博士論文《嶽麓書院秦簡《數》研究》

(2010) 的成果，在儘量保持原竹簡文字的原則下，進行符合算理和當時字詞用法的校改。

又，分節標題是仿蕭燦論文所加。 

 

 



※租稅

 數 

為

 取禾

步

 取程

法

 取程

斗

取禾

而一

〔

亦直

 □／

為

             
16 據蕭燦

面未見書

第六支竹

本依照蕭
17 本簡之

(1)靠近篇

若依照《
18 「禾」

物。 
19 「程」

生等(200
20 本簡主

面積為分
21「步」

古代不用
22 此為重
23 本題為
24 本題亦
25 此題意

2

1
4

310

即可。也

0460號簡

粟，如此

3
2

1
4

103





就得到第
26 「┕」表

《數》簡
27 此簡上
28 此簡下

稅類算題 

16
   0956 背

（實），

禾18程19述

。0887 

程，八步一

，如法一步

程，禾田五

。24 0955 

禾程，三步

一斗。25為

半〕升〔者

直（置）所

而一斗┕。

（實）=

                  
燦 (2010) 之註

書寫的字跡。

竹簡的背面，

蕭燦(2010)之釋

之上接簡佚失

篇首，可能是

《筭數書》的

」是帶桿的穀

」有計量考核

06)。 
主要是解釋計

分子，分子與

原指長度單位

用平方步，皆

重文號，表示

為禾程術之運

亦為禾程術之

意並不明確，

2
2

1
4

2310







也就是答案為六

簡的解答，我

此可以列式為 

3
2

1
4

5103

3

5








第0388號簡的

表示勾識記號

簡中共有 52 個

上段殘壞，無

下段殘壞，蕭

背 

，以所得禾

（術）20。

一斗，今乾

步，不盈步

五步一斗，

步一斗，今

為之述（術）

者〕，〔曰半

所取三步者

。26述（術）

=，（實）如

                 
註解，《數》簡

這種書寫方式

參考洪萬生等

釋文，仍將此

失，但依據釋文

是第二、三枚的

形式推估，此

穀物，《詩經‧

核之意。後來

計量穀物的方法

分母相同時

位。一步之長

簡稱之為步

示下一字亦相同

運用，用現代數

之運用，用現代

若此處的禾程

3

20

9

2310




六步三分步二

我們或可以做

2

30

39

300

2

2







的答案。 
號，是抄錄者或

個勾識記號，

無法辨識題意

蕭燦(2010)將兩

禾斤數為法

以所已乾為

之九升。述

，以法命之

今乾之為九

得粟四升半

）曰：直（

半〕者倍為

，十而五之

）曰：以受

如法得一步

簡的文字書於

式與《筭數書

等(2006)。至於

此放於篇首。

文，應屬禾程

的位置；或(2
此簡可能是《

豳風七月》有

，與計量或是

法。那就是以

，則得到一步

長歷代不一，周

。 
同。 
數學符號表示

代數學符號表

程三步一斗是

3

2
6

0
  

二。但是，本

做如下的推測

9

1
11

27

00


 

或誦習者所做

《筭數書》中

。 
兩簡相接，可

，如法一步

為法，以生

述（術）曰

之。230537

九升，問幾

半升，問幾

（置）所得四

為〔九〕，有

之為三百，

受米為法，以

步，不盈步者

於竹黃一面，

書》相同，《筭

於《數》中此

程題型。蕭燦

2 靠近篇末，

《數》簡全書

有「十月納禾

是各種器械制

以曬乾的穀物

步。 
周代八尺為步

示，其解法即

表示，其解法

是指粟，那麼

本題原答案卻為

：因為禾一石

做的標識或記識

中勾識記號則多

可看出為取程類

步17。0956 

生者乘田步2

：十田八步

可（何）步

可（何）步

四升  0388

有（又）三□

即除廿七步

以一斗升數

者，以□／ 2

除本簡 0956
筭數書》的書

此簡的上接簡

(2010)認為此

可能是最末

中第一題的末

禾稼，黍稷重

品的規格有關

容量為分母

步，秦代六尺

為(8×10)/9=8
即為(10×5)/9
，今得粟四升

為十一步九分

石為粟十六斗

識，與今之頓

多達 157 個。

類型之算題。

HPM 通訊第

1為 （實）

步者，以為

步一斗？曰

步一斗？得

□之為〔廿

步而得一步

數乘取程步數
8  2185 

背面寫有「數

名寫在全書第

簡佚失，算題並

此號簡的原始編

一枚簡的位置

末簡。 
重穋，禾麻菽麥

關的法令，也

，以未曬乾的

尺為步。此處的

8+(8/9) (步)。
9=5+(5/9) (步)
升半升，則只

分步一而一斗

大半斗，因此

號「、」相通，

 

 

第十五卷第十

）=22，（實

為 （實）

：五步九分

得曰：十一步

廿七〕，〔以

步。0460 

數27
   2116 

數」字外，其

第一題的末簡

並不完整，但

編連位置有兩

置。 

麥。」此處泛

也稱為「程」。

的穀物容量乘以

的「步」為面

 
)。 

只要列式

。如果此答案

此，先依照比

參考洪萬生等

十一期第三版

實）如法一

，以九升為

分步五而一

步九分步一

以〕為法。

其餘竹簡背

簡，也就是

但本校勘版

兩種可能：

泛指糧食穀

參考洪萬

以田地的

面積單位，

案無誤，由第

比例把禾換為

等(2006)。

版 

一

為

一

一

第



HPM 通訊

 秏程

可

斗

 租

多

■   禾

四步

為

 租禾

□／

以所

 輿

（置

 租枲

乘

             
29 此題表
30 此為增
31 本題題

依照題意

斗。 
32 釋文中

才是最後
33 「誤劵
34 今多用
35 「‧」

《筭數書
36 本題意

增加田地
37 假設需

題之答案
38 本題是

解法為 4
39 此為
40 本題是

那麼，應
41 本題之

原題。 
42 輿田係
43 這是有

圖、冊上

及種禾的

禾輿田是

情形：輿
44 此處應

45 此條術

46 「左置

者的關係

訊第十五卷第十

程。29以生

（何）？31

之二┕，為

誤券。33田

五斗，欲益

禾兌（稅）田

步九分步四

法，除，

禾。税田廿

〔步數〕，

所券租數為

田租枲述（

置）十五，

枲述（術）

之為（實）

                  
表示穀物有耗

增加之意。 
題意為「一石

意可列式為 10

中的「術」只表

後需要增加的

劵」，表示實收

用「藉」字，

」表示墨點記

書》中的墨點

意即：有一田

地的面積。 
需增加 x 畝的

案為增加 5/8 畝

是說有一田地

40/9=4+(4/9)。
「減少」之意

是說有一田地

應該幾步要收

之解法為 /(24

係指登記在圖

有關種枲（音

上的土地，也

的禾輿田。兩者

是以體積徵收

輿田、稅田（

應脫了「枲」

術文為枲輿田

置十五」，意指

係值得進一步

十一期第四版

生 （實）為
1其得曰：益

為之述（術

田多若少，耤

益田。36其述

田卌步，五

四而一斗。

（實）如

廿四步，六

，幾可（何

為法，即直

（術）曰：4

，以一束步

曰：置輿

，左置十

                 
耗損時的計算

石禾舂出米七斗

0/7=(10+x)/10

表示了(10×10)/
禾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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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第

為織物原料）的

者得到的土地

枲輿田是 1/15
提到。由《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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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85，即 850
法推知其解法

租稅 8 斗。現

稅 4 斗。現在

)51/6 ，也就

1939 號簡之答

的枲輿田稅租

。由 1654 號

，禾輿田是 1
》簡可清楚得

）。 
比例也不同

說明了籌算工

一石舂之為

法┕。32它秏

三步一斗，

百37
 0939 

，問幾可（

（實），九

一升，欲耎

分步卅六┕一

，不盈步者

。44以高乘

。45 0900

，六之；細

少的禾？」假

)，所以，本題

完，應該再進

6)。 

相隔斷。《數

。現在要多收

0=800+80x，

法。 
現在應收 9 斗

在應收 5 斗 1 升

是四步五十一

答案，下接簡

租的術文。同上

簡的簡文可知

/10。此外，枲

得知當時至少有

。 

工具的使用，影

為米七斗，當

秏程如此。

租八石。

（何）步一斗

九斗 0982 

耎39
  □／   081

一斗┕其 41 

者，以法命之

乘之為 （實

0 

細枲也，七之

假設需增加 x 斗

題之答案為增

進行 14+(2/7)-1

》簡中共有 8

收租稅 5 斗，那

得出 x=50/85

，那麼幾步要

升，想要減少

一分步卅六一

簡 0816，剛好

上注，輿田係

知，輿田可分

枲輿田是以重

有下列三種不

影響了術文的

當益30禾幾

  0802 

‧·35今誤券

斗？得曰：

17 

1939 

之。0816 

實），直

之。以高

斗的禾，

增加 4+(2/7)

10=4+(2/7)，

8 個墨點，

那麼就要

5=5/8，本

要收一斗？

少〔步數〕，

一斗。 

好可以補足

係指登記在

分成枲輿田

重量徵收，

不同的租稅

的內容，兩

幾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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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為法，如法一兩。不盈兩者，以一為廿四乘之，如法〔一朱（銖）〕，〔不〕□／

 1835 

□／〔盈〕朱（銖）者，以法命分。47 1744 

 枲〔輿〕田六步，48大枲高六尺，七步一束，租一兩十七朱（銖）七分朱（銖）一。
49 0835 

 枲輿田五十步，大枲高八尺，六步一束，租一斤六兩五朱（銖）三分朱（銖）一。50

 0890 

 大枲田三步少半步，高六尺，六步一束，租一兩二朱（銖）大半朱（銖）。51

 0849 

 大枲田三步大半步，高五尺=，（尺）五兩，三步半步一束，租一兩十七朱（銖）

廿一分朱（銖）十九。52 0888 

 枲輿田，周廿七步，53大枲高五尺，四步一束，成田六十步四分步三，租一斤九兩

七朱（銖）半朱（銖）。54 0411 

 枲輿田七步半步，中枲高七尺，八步一束，租二兩十五朱（銖）。55 0826 

 細枲輿田十二步大半步，高七尺，四步一束，租十兩八朱（銖）有（又）十五分朱

（銖）四。56 0837 

 細枲田一步少半步，高七尺=，（尺）七兩，五步半步一束，租十九束〈朱〉（銖）

                                                 
47 此條術文與 0900 號簡的術文公式相同，但細節更為詳盡，透露更多的訊息。例如，由「兩」這個單位

的使用，可知枲的租稅是依重量徵收。在 0646 號簡、0458 號簡的簡文中有記錄當時的重量換算關係：1
石＝4 鈞；1 鈞＝30 斤；1 斤＝16 兩；1 兩＝24 銖。因此，術文才會「不盈兩者，以一為廿四乘之」換算

成下一個單位「銖」。 
48 此處字跡殘損，依筆劃殘痕及簡文內容補入「輿」字。 
49 依前述術文計算，(6×5×6)/(15×7)=1+(5/7) (兩)；5/7 (兩)=(5×24)/7=17+(1/7) (銖)，故為一兩十七銖七分銖

一。 
50 依前述術文計算，(50×5×9)/(15×6)=200/9=22+(2/9)(兩)；2/9 (兩)=(2×24)/9=5+(1/3) (銖)，故為一斤六兩五

銖三分銖一。 

51 少半表 1/3，依前述術文計算，

1
3 5 6 10 13 1

15 6 9 9

 
 


(兩)； 1

9
(兩) 1 24 2

2
9 3


  (銖)，故為一兩二銖大半銖。 

52 大半表 2/3；半表 1/2，依前述術文計算，
2

3 5 5 110 473 1
1 63 6315 3
2

 
 



(兩)；47/63 (兩)=(47×24)/63 = 17+(19/21)(銖)，

故為一兩十七銖廿一分銖十九。此題的數字計算並不簡單，但算題情境看來合理，表示分數運算的熟練是

基本要求。但《數》簡中只提及合分(分數相加)與乘分(分數相乘)，不知何故。 
53 周表示周長，此處特指圓形輿田的周長，據 J07 號簡所述的圓面積公式看來，此處應當利用「周乘周，

十二成一」求出輿田面積(2727)/12=60+(3/4)。 

54 依前術文計算，

3
60 5 5 54 25

15 4 16

 



(兩)； 5

16
(兩) 5 24 1

7
16 2


  (銖)，故為一斤九兩七銖半銖。 

55 依前述術文計算，

1
7 6 7 52 2

15 8 8

 



(兩)； 5

8
(兩) 5 24

15
8


  (銖)，故為二兩十五銖。 

56 依前述術文計算，

2
12 7 7 313 10

15 4 90

 



(兩)； 31

90
(兩) 31 24 4

8
90 15


  (銖)，故為十兩八銖有十五分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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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枲輿

朱

 枲税

 今枲

數

六

亦

法

 枲

之

之

述

 08

             

57 依前述

算題中的
58 此處字
59 此處字

60 依前述

連同此算

「今…，

61 稅田係

可以得到

62 由於 1

63 耎，減

更少的面
64 復，反

算的程序
65 此處字

66 稅田稅

 枲的比

67 計算如

68 「束」

三銖九分

十六分步

訊第十五卷第十

六十五分朱

輿田九步少

（銖）廿五

税田卌五步

枲兌（稅）

，問幾可（

└一束。63欲

〔令所耎步

， （實）

兌（稅）田

，三步廿八

八十七而一

（術）曰：

05 

                  

述術文計算，

的「束」字誤

字跡右半部模

字跡右半部模

述術文計算，

算題前的 9 個

問…」的提

係指用來繳稅

到驗證：
7

45

16 5 5
80

5

 


減少之意，由

面積取到一束

反過來，表驗

序。參見洪萬

字跡右半部模


稅田數

稅租

比例常數 枲高

如下：16 5

3

 

」字誤寫，應

分銖五」為11

步之八十七一

十一期第六版

朱（銖）一

少半步，〔細

五分朱（銖

步，細枲也

田十六步

（何）一束

欲復之，64復

步一為八十

）如法一兩

田十六步，

八寸當三步

一束，租七

：直（置）

                 
1

1 7 7 33
1 415 5
2

 




寫，應改為

模糊，依筆劃殘

模糊，依筆劃殘

3

1
315

117
3

1
9






算題，包含了

問形式，比較

稅的田地，所有

360(
7

87
兩



(兩)，故為五

由 0817 號、19
的枲。故(16

驗算之意，在

生等著(2006)
模糊，依筆劃殘

數 枲的比例常

一束的步數

高。故計算如

5 1
133

3


 (兩)

應改為「朱」字

4
6

27
(兩)，算

束。 

版 

。57 0844

細〕枲高丈

）廿四。60

，高八尺，

，大枲高五

？得曰：四

復置一束兩

一，不分者

兩。66 0984

大枲高五尺

有（又）百

斤四兩三束

一束寸數，

392

495
(兩)； 392

49

「朱」字。此

殘痕及簡文內

殘痕及簡文內

1)(
75

1078
兩 

了大枲、中枲

較像是針對枲

有的作物需全

)兩 ，故為廿二

五斤。 

939 號及 0816
55)/81=4

《數》簡中僅

)，頁 76-80。

殘痕及簡文內

常數 枲高

數
，因

如下 5 5 16

4 81 7

  
 

)，故為八斤五

字。此外，「廿

算題答案逆推

丈一〔尺〕
0 0475 

，七步一束

五尺，五步

四步八十一

兩數以乘兌（

者，從之以

尺，三步一

百九十六分

束〈朱〉（

，耤令相乘

2

5
(兩) 392

495




此題的數字計算

內容補入「細

內容補入「少

)(
75

28
14 兩 ，

7

2

枲與細枲等各種

枲輿田術的練習

全部上繳，即

二斤八兩。

6 號簡可知，

4+(76/81) (步/
僅有此例。另

。 
內容補入「令所

因此，一束兩

81
81

76


 。 

五兩八銖。

廿八寸當三步

：(16×5×5)/[1

，58三步〔

束，租廿二斤

步一束，租五

一分七十 078

（稅）田，而

以為〕65 077

一束，租八斤

分步 0841 

銖）九分朱

乘也，以一束

24 1
19

5 165
 (銖

算也不簡單，

」及「尺」字

」字。 

25

24
824

75

28


種枲的情形。

習題。 


輿田數

稅租

「誤券一兩」

/束)。 
外，在《筭數

所耎步一為八

兩數
稅

=
稅田數/一

步」疑為衍文

116+(4/27)]=3

少〕半步一

斤八兩。61 

五斤。62今誤

88 

而令以一為八

75 

斤五兩八朱

朱（銖）五

束步數乘之

銖)，故為十九

，但算題情境

字。 

，故為十四兩

以體例來說

數 枲的比例常

一束的步數

表示租稅變

數書》的少廣

八十一，不分者

稅租

一束的步數  

文，或此處有脫

3+(87/196)，應

一束，59租十

1651 

誤券一兩，

八十一為

朱（銖）。67

五，68救（求

之以為（實）

九銖百六十五

境看來合理。 

兩八銖廿五分

，本題不同於

常數 枲高

數
。

變成 81 兩，所

廣題(第 66 題)

者，從之以為

脫文，依「租

應為三步有（

十四兩八

欲耎步

（實），

7今復租

求）此之

）

五分銖一。

分銖廿四。

於其他算題

由此算題

所以需要以

)也是有驗

為」等字。 

租七斤四兩

（又）百九



亦直

 082

 □／

如

 枲

 大枲

 為枲

如

一束

 禾輿

（術

 税

 為積

美

令

 07

 田

             

69 依術文

70 算題不
71 此簡完
72 簡下端
73 枲生田

74 由內容

所以 一束

75 接下來

稅田數

一束

前後兩段

一步討論
76 此處字

240 11 
77 由於五

位，一石
78 1654 號

的解讀。
79 「四」

(升)，故
80 除，減
81 據後面
82 依題意

 2200(平
83 題意為

直（置）所

24 

□□自乘，

法得一步。

五之，中枲

枲高五尺，

枲生田，73

法一步。74

束两數為

輿田十一畝

術）曰：倍

田三步半步

積二千五百

，租輕田步

十一步一斗

85 

五步，租一

                  

文計算應為

13

3

不完整，無法

完好，似可與

端殘缺。 
田係指所收割

容可知此枲生

15 束步數 租

一束兩數

來的術文討論


一束兩數 稅

束步數

段的術文內容

論。 
字跡模糊，依

2640 (平方步

五步半步一斗

石 10 斗；一

號簡末端殘壞

 
字誤寫，應改

故為四升廿二分

減去之意。依

面簡文「令十

意，租二石
平方步)，與田

為：面積五步

所新得寸數

，□□一束

。大枲五70 

枲六之，細

，枲程八步

以一束兩數
4耎枲步數之

（實），

畝，〔兌〕

倍二〔百六

步└，七步

百五十步，

步，欲減田

斗，即以十

一斗一升七

                 
1

33 3
3 116
87 23

196




法得知題意。 
與 0387 號簡編

割的枲尚未經過

生田為輿田，輿

租稅 一束步數
=

比例常

論稅田的情形

稅田數 枲的

一束

不同，加上

依筆劃殘痕及簡

步)，稅為 264
斗，故租稅為

一斗 10 升，

壞，依筆劃殘

改為「二」字。

分升十七。 
依題意為 2550
十一步一斗」，

20 斗，故禾輿

田十畝相比，

步的田，租金一

，耤令相乘

束步數乘之為

0387 

枲七之。71

一束，今□／

數為法，以一

之述（術）

租两數為法

（稅）二百

十四步為〕

少半一斗，

除田十畝，

， 0813

步乘十畝，

分升一，今

4

27
(兩)，故為

編連。 

過乾燥，可參

輿田 
輿

稅租

15 


數 租稅
=

常數 枲高

，求的是稅田

比例常數 枲

束步數

「耎枲步數之

簡文內容補入

4(平方步)，這

264/5+(1/2)=
故為四石八斗

痕及簡文內容

。依題意為[3+

(平方步) 10
此處「耤令十

輿田總產量為

2400 2200
一斗一升七分

乘也，以為

為 （實）

1 1652 

□／72 2172 

一束步數乘

，以稅田乘

法，如法一

百六十四步

〕78…… 16

，租四升廿

，田多百五十

，租二石者

今欲求一斗

為七斤四兩三

參考 0887 號簡

15




輿田數 枲比例

一束

=輿田數，此術

田租稅：


枲高

稅租 。

之術」，說明 0

入「兌」字。

這表明禾輿田

(2642)/11=
斗。 

容補入「百六

+(1/2)]/[7+(1/

0 240(平方步

十三斗」應為

為 20 10 20
0 200(平方步

分升一，那麼

為法， （實

，以所得寸

乘十五，以兩

乘 0952 

一步。75 075

，76五步半

654 

廿四〈二〉分

十步，80其

者，積二千二

斗步數，得田

銖九分銖五

簡「取禾程術

例常數 枲高

束步數

術文是求輿田

0952 號簡與 0

同時，一畝
的稅率為 1/1
48（斗）。注

六十四步為」字

/3)]=21/44 (斗

步) 150(平方

為「耤令十三

00 斗。令十一

步)，故田少二

，如果租金一

HPM 通訊第

實）如法得

寸數自乘也

兩數乘之為

58 

步一斗，租

分升十七。

欲減田，耤

二百步，田

田幾可（何

。 

術」。 

田面積。 

0758 號簡的編

 240(平方步

0。 
注意的是，禾的

字，其餘無法

斗)，21/44 (斗)

方步)。 
三步一斗」。 
一步一斗，所以

二百步。 
一斗的話，田

第十五卷第十

得一□□／。6

也，為法，

為 （實）=

租四石八斗

79 0847 

耤令十三斗

田少二百步

何）？83曰：

編連或有問題

步)，禾輿田十

的租稅徵收是

法辨識，但不

)=(21×10)/44=

以田地面積為

田地面積為何

十一期第七版

9

（實）

，（實）

，77其述

，81今禾

。82

四步卅

題，值得進

十一畝為

是採體積單

不影響此題

=4+(17/22) 

為 200 11

？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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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田廿

廿

七

 田

廿

法

 為

九

 □／

 五步

※面積

 田

 甲

之一

             
84 從此術
85 依照術

之」，分子

有的簡文

文從簡。
86 叚，「
87 提封，
88 此題為

殘缺一個
89 圍，圓

束。 

90 田方，

十步為一

方十五步

與體積的

在內，多

方步」。但

步的長方

徵之於劉

尺七寸者

為長度單

度單位時

與體積單

意即一石

證。 
91 蕭燦認
92 從（通
93 關於分

數相乘時

蕭燦在所

訊第十五卷第十

分步之十九

廿步，租十

八分步之十

分升之二而

五十五畝，

三畝，今欲

，以租乘分

法，亦直（

分之四，今

□七分步五

步乘之為

積類算題 

方十五步半

〈田〉廣三

一。93 076

                  
術文猜測，其

術文，此題算

子乘以 7，分

文判斷，其術

 
假」之古字

，有大凡，諸

為按照租田畝

個「為」字。 
圓周長的測量

，正方形田地

一畝，《九章算

步半步」之「

的問題，亦均使

多數學者均將面

但是，有另一

方形，而當「x
劉徽在〈商功

者，謂方一尺

單位。另一個好

時，這些單位可

單位。參閱王榮

石的粟堆積成

認為「甲」為

通「縱」）為長

分數的乘法計

時，分母相乘的

所有以「步」

十一期第八版

九┕。述（

十六升，今

十七。述（

而七之，亦七

，租四石三

欲分其租。

分田，如法

置）三步而

今四步廿二

五而一束。

（實），直

半步，為田

三步四分步三

64 

                 
其算法應為：1
算法為（[5+(2/
分母亦乘以 7

文所記載的計

，此處意為借

諸凡之意，此處

畝數之比例分配

量單位。在《筭

地之邊長，本題

算術》之畝法亦

步」，明顯為

使用「步」為

面積問題中答

一派學者有不

x 步」代表體

章〉第二十五

，深二尺七寸

好處是，當面

可以維持十進

榮彬、李繼閔

以一尺見方為

為「田」之誤寫

長度。 
計算，在《數》

的結果，沒有其

為單位的面積

版 

術）曰：耤

有租五升七

術）曰：以

七其法，以廿

斗而三室共

述（術）曰

一斗，不盈

而三之，凡九

分步二而成

0986 

直（置）二圍

一畝四分步

三，91從（

10×5÷(11+(1/7
/7)]×7×20）÷

。此算題與 0
計算步驟並不

借用，租用。

處意為總計，

配田租。依簡

筭數書》的「

題為正方形田

亦為二百四十

為長度單位，但

為單位，這一

答案之「步」解

同的看法。當

體積時，則是將

五問的注解。

寸，凡積二千

面積或體積的

進制而不用換

閔（1995）。在體

為底的長方體

寫。廣為寬度

》的簡文中，

其他術文說明

積均解讀為「

耤直（置）

七分升之二

以十六為法

廿步乘五升

共叚（假）

曰：以田提

盈斗者，十

九即十之，

成一斗。 0

圍七寸，89耤

步一。90 11

縱）五步三

7)）＝175/39
÷（16×7）＝6
899 之算題同

不相同，可能抄

即所租田之

簡文內容判斷

「取枲程」一

田地面積，依前

十步，所以本題

但是在答案的

點與《九章算

解釋為「平方

當「x 步」代表

將物體視為底

此問原文首句

千七百寸」。第

的答案需要同時

換成百進或千進

體積類算題中

體時，高度為二

度。 

僅 0410、07

明如何作帶分

「 2步 」，我們

一斗升數

二，得田幾可

法，直（置）

升有（又）七

之，86一室

提封數□／87 0

十之，如法得

令廿二而成

0474 

耤令相乘也

100 

三分步二，

9＝4+(19/39)
6+17/28。在此

同類型，同樣

抄自不同母本

總數。 
斷，若 0757 接

題中，直徑

前述術文計算

題的答案換算

的部分亦使用

算術》等中國

方步」，而將體

表面積時，是

底面一步見方

句為「程粟一

第二類解讀的

時用到如「丈

進制。研究者

中，簡 0801 亦

二尺七寸。這

778、0774 號

分數的乘法。依

們依照前面註釋

，以五步84 

可（何）？

）五升有 0

七分二，如法

室十七畝，一

0842 

得一升。88 

成一步=，（步

也，以為法

92成田廿一

。 
此題中，因為

都有牽涉到分

本，或是因為

接於 0842 之後

1 尺的圓周長

算，
1 1

15 15
2 2


算得「一畝四分

「步」為面積

國古代算經的用

體積問題中答

是將圖形視為

方，高為 x 步的

一斛積二尺七

好處，不只在

丈」、「尺」、「寸

者傾向以這種方

亦有「粟一石居

這也可以作為以

號竹簡中簡略提

依前述術文計算

釋的理由，將

0899 

曰：六步有

0953 

法而成一步

一室十五畝

0757 

步）居二斗有

，如法一步

一步有（又）

為分子有 2/7，

分數的計算。

為 0899 較簡單

後，0842 簡文

長稱為一圍，三

1 1
240

2 4
 。秦

分步一」。本題

積單位，後文

用法均相同。

答案之「步」解

為寬度為一步

的長方體。這

七寸」，而劉徽

在於「步」可

寸」等原本為

方式看待古算

居二尺七寸」

以上對「步」

提到幾個特殊

算，
3 2

3 5
4 3
 

將單位寫成術文

有（又）

。85 0932 

畝，一室

有（又）

步。 0912 

）四分步

因此「七

但是從已

單，因此術

文最後可能

三圍為一

秦制二百四

題題幹「田

文有關面積

包含蕭燦

解釋為「立

，長度為 x
這種說法可

徽注云「二

可以持續視

為十進制長

算中的面積

」的描述，

解釋之印

殊的單位分

1
21

4
 (步)。

文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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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十五步大半=（半）步，94從（縱）十六步少半=（半），95成田卅二步卅六分步

五。96述（術）曰：同母，子相從，97以分子相乘。98 0829 

 田廣六步半步四分步三，從（縱）七步大半步五分步三，99成田五十九步有（又）

十五分步之十四100。 1742 

 田廣十六步大半=（半）步，從（縱）十五步少半=（半）步，成田一畝卅一步有（又）

卅六分步之廿九。101 0954 

 田廣十六步大半=（半）步，從（縱）十五步半步少半步，成田一畝卅一步有（又）

卅六分步之廿九。102  0976 

 步，令〔與〕廣相乘也，而成田一畝。103 0761 

 □／ 五步半步三分步一┕，四分步一┕，五分步一┕，六分步一┕，七分步一，成田

卌三步萬九千六百104 0935 

 有田五分步四，六分步五，七分步六，成田二步有（又）二百一 □／  1827 

                                                                                                                                                             
「步」。 
94 簡首殘，蕭燦依題意與竹簡長度補上「田」字。 
95 此題的問題與術雖然雷同於《九章算術》「方田」章的大廣術，但是數字更為複雜。在《九章算術》的

大廣術中，問題只牽涉到兩個帶分數的相乘；但是此題卻是(15+(2/3)+(1/2))×(16+(1/3)+(1/2))，需要先處理

幾個分數相加，再相乘。蕭燦依文例在「少半=」後加上「步」字。 

96依題意計算，
2 1 1 1 5

15 16 272 ( )
3 2 3 2 36

           
   

步 ，即 1 畝又
5

32
36

步 。因此，「成田」之後須加上「一

畝」。 
97 這裡是指本題的廣與從分別將分母通分後將分子相加的過程。 
98 此題的術文也遠比大廣術簡潔，「同母」，先處理分數加法，化成相同分母；「子相從」，分子相加，「以

分子相乘」之後應該有脫字，此法未說明完全。蕭燦認為本句應修改為「令分母子各相乘」才符合分數乘

法的運算。此外，蕭燦也認為本題或可對應於《九章算術》與《筭數書》的「大廣田術」與「大廣術」。

從方法論來看，本題與大廣田術都是將廣從化為假分術之後相乘。不過，《九章算術》與《筭數書》中對

應於「大廣」的題目，數字都是假分數，也就是整數帶著一個真分數。然而，本題的數字是整數帶了兩個

真分數，而其中一組真分數和還大於 1。這一點就跟「大廣」略為不同，反而跟《九章算術》與《筭數書》

的「少廣」所對應的題目類似。因為本題的術文簡略，無法確認作者的想法是否與《九章算術》與《筭數

書》的大廣術相同，所以，我們認為不宜貿然將之對應「大廣術」。或許可以將之視為一單純的分數運算

例，或是將本題與下面幾道類似題視為自成一類。 
99 關於用幾個分數連加的形式來表示一個數，其算法在「少廣」的簡文中有說明方法，但是此處引用的

分數數據遠比「少廣」簡文中的複雜許多。為什麼在《數》的簡文中要用分數連加來表示一個數？《九章

算術》中除了「少廣」章中，有單位分數的連加之外，其餘並沒有這樣的表示方式；而《算數書》除了少

廣題之外，僅在「合分」與「徑分」的術文中舉例（7+(1/3)+(1/2)）或（3+(1/2)+(1/3)）而已。然則這樣的

形式是否可能來自於測量時，分段進行的因素？ 

100 依前術文計算，
1 3 2 3 14

6 7 59 ( )
2 4 3 5 15

           
   

步 。 

101 依前術文計算，
2 1 1 1 29

16 15 271 ( )
3 2 3 2 36

           
   

步 。 

102 0976 與 0954 的算題相同，僅在「縱」的分數加法表述中相反。是抄寫者的失誤，亦或是有不同的母

本，我們不得而知。本題與前一題的計算過程相同，只有在「從」的表述上有區別。0954 號簡記為「從

十五步少半=步」，而 0976 號簡則記為「從十五步半步少半步」。 
103 本條簡完好，但前簡缺失。無法判讀題意。 
104 簡首殘，蕭燦依題意在前面加上「田方」。簡末仍有空白，但依題意其答案尚未完結，其餘文字可能寫

在另一竹簡之上，同樣情形亦出現於 J09+J11 簡上。本題依術文計算，
2

1 1 1 1 1 1 9129
5 43 ( )

2 3 4 5 6 7 19600
        
 

步 。本題也是《數》中少數不以「少半」稱呼
1

3
的算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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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百三。105 1638 

 □／ 成田五步有（又）四百卅二分之 □／106 1524 

 里田述（術）曰：里乘里=，〔里〕也，107因而参之，有（又）参五之，為田三頃

七十五畝。108 0947 

 □田之述（術）曰：以從（縱）二百卌步者，除廣一步，得田一畝，除廣十步，得

田十畝，除廣百步，得田一頃，除廣千步得田109 1714 

 箕田曰：110并舌歱步數而半之，111以為廣，道舌中丈徹歱中，112以為從（縱），相

乘即成積步。113 0936 

 周田述（術）曰：114周乘周，十二成一；115其一述（術）曰，半周半径，116田即定，

径乘周，四成一；半径乘周，二成一。117 J07 

 周田卅步為田七十五步。118 0812 

 宇方百步，三人居之，巷廣五步，問宇幾可（何）。其述（術）曰：除巷五步，餘

九十五步，以三人乘之，以為法；以百乘九十 0884 

五步者，令如法一步，即陲宇之從（縱）也。119 0825 

                                                 
105 本題直接依術文計算，

4 5 6 103
2

5 6 7 210
   。因此，蕭燦將 1827 與 1638 組合為同一題之首尾。本題蕭燦

認為是長方形田地，一邊長為 1 步，另一邊是「五分步四，六分步五，七分步六」。我們同意這樣的解讀，

但本題這正好可以印證我們對「步」的解讀，也就是當「步」用在面積算題時，不必硬要將之解釋為「平

方步」，而可以看成長度單位，因為田地可以轉化成一邊為 1 的矩形，此時另一邊的長度與面積的「步數

相等」。 
106 本題竹簡上下均殘，無法解讀。 
107 表示邊長為「里」的正方形，面積亦以「里」表示。 
108 依前術文計算，1 3 5 5 5 375( )=3 75     畝 頃 畝 。《九章算術》方田章亦提及：「里田術曰：廣從里數

相乘得積里。以三百七十五乘之，即畝數。」 
109 蕭燦依題意猜測首字應為「除」，簡末應補上「十頃」。本題中「除」字發音為「ㄓㄨˋ」，應解釋為開、

啟或給予之意。《詩經．小雅．天保》：「俾爾單厚，何福不除」。本題為《筭數書》中「啟廣」與「啟從」

兩題的逆問題。 
110 此處的「箕田」應與《九章算術》的「箕田」相同，均為等腰梯形。 
111 「舌」與「歱」應指等腰梯形之上底與下底。 
112 「道舌中丈徹歱中」是指從上底中點至下底中點連線，或可稱為「正從」。 
113 本題依據術文，箕田面積 = (舌+歱)×(1/2)×正從。從本題的敘述來看，公式的推導應該是使用中國古算

中常見的「以盈補虛」法則，從等腰梯形上下底中點連線切開，將其中一半翻轉後，使其與另一半在兩腰

處合併成為一長方形，即可看出術文的正確性。 
114 由術文可看出「周田」即圓田。 
115 術文與《九章算術》「方田章」的圓田術之一相同，且均以 3 為圓周率。 
116 術文指另一個方法為「半周半徑」，應為「半周乘半徑」，或仿《九章算術》的「半周半徑相乘」。 
117 「其一述曰」後方列出三條術文，可見作者將後三者視為同一種方法。同時作者在「半周半徑」與最

後二者間寫上「田即定」，似乎是指後二者乃是從前面推倒而來。這三條術文都同時用到周與徑，所以與

圓周率無關。蕭燦認為本題所有公式都用到周三徑一乃是誤解。此外，蕭燦僅從《數》中有等腰梯形與句

股算題推測，這些圓面積的推導方式是從圓內接正六邊形與外切正方形而來，應是過度解讀。本題的「半

径乘周，二成一」，不見於《九章算術》與《筭數書》。此術文與阿基米德以及 Abraham bar Hiyya ha-Nasi (11-12 
世紀) 的圓面積公式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推導方法不同，此條術文應該是從前面的「半周半徑」推導而來。 

118 根據前述周田術，本題周田面積 = 
1

30 30 75( )
12

   步 。本題同於《九章算術》方田章第三十一題。 

119 從問題本身來看，題目似乎是問一個百步見方的房屋，去除寬五步的小巷之後，分給三人居住。這題

可以問每個人獲得的面積，抑或是每人獲得的房屋寬度。但是術文的寫法是
100 95

(100 5) 3


 

。法與實都有 95，

如果都不寫，就可以視為直接分配寬度。蕭燦就畫出了下面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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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軍之術 

 營軍之述（術）曰：120先得大卒數而除兩和各千二百人而半棄之，121有（又）令十

而一└，122三步直（置）戟，即三之，四直（置）戟，0883 

即四之，五步直（置）戟，即五之，令卒萬人，問延幾可（何）里？其得□／1836 

□／〔袤〕三里二百卌步，此三步直（置）戟也。1230800 

                                                                                                                                                             

 
但是，本題不用寬度而用面積來計算。根據蕭燦的引述，鄒大海認為這是使用出入相補的手法，將可分配

面積（100 × 95）轉換成長條狀，長度為 (100 – 5) × 3。因此推導過程可用下圖表示。 

 
 

120 這是有關構築營壘，布置軍陣的術文。本算題提供了一個軍陣營壘的實例，營壘為矩形，若其中一個

邊長為既定，另一個邊長則可根據人數和置戟的間距（如本題有三步、四步與五步三種置戟之間距）計算

出來。 
121 「大卒數」在本題中指的應該是軍隊的總人數。蕭燦(2010)對於「兩」這個字提到三種看法，但她認

為這些看法皆不影響計算：第一，「兩」為軍隊的編制，在西周及春秋早期軍隊的編制裡，25 人為「兩」，

這是參考郭淑珍、王關成著《秦軍事史》（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的說法；第二，「兩」指的是兵車，

利用「兩」定出矩形軍陣營壘的兩條對邊，所以從「大卒數」中除去「兩」，然後再利用剩下的士卒去布

置另兩條對邊；第三，許道勝以為「兩和」指的是軍營的兩個營門，蕭燦則認為此說可疑。根據本術文內

容，我們認為「兩和各千二百人」中的「兩和」，亦應可單純解釋為「兩數之和」才是。 
122 即除以十，由於不是所有的士卒都派去軍陣營壘周邊站崗，因此在計算軍陣營壘的大小時，必須考慮

實際站崗人數與總人數的比例，而本算題取總人數的十分之一為站崗人數。根據蕭燦(2010)，這邊的「十」

就是兩個「伍」（五人為伍）的人數，又因為本題是在計算矩形兩對邊的長，兩邊都有置戟的位置，所以，

她認為每個置戟位置就對應一個「伍」。 
123 依前術文得算法如下： 

長方形軍陣營壘的兩對邊延伸之長度 1
=

2 10


 

大卒數(卒萬人) 兩和各千二百人
置戟之步數

 
10000 (1200 1200) 1

= 3 1140
2 10

 
   （步），即三里二百卌步（一里三百步）。以軍事為脈絡的算題，

在唐代以前，除了六世紀《五曹算經》〈兵曹〉專門討論之外，其餘的算書中並不常見。與本批竹簡年代

較為接近的《九章算術》與《筭數書》內，除了《九章算術》〈均輸〉章有一題與分配邊防士卒有關的問

題之外，其餘則是完全沒有提及。《九章算術》被認為是西漢張蒼與耿壽昌收集與日常生活、農業生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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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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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稾石

 □／

四=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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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

 五

分一

 〔廿

             
關的數學

的作者或

對於《九

的功能如

理解的。

觸與軍事

可能是軍
124 這是有

乘之後的

作法，其

乘母為實

員從不同
125 □應為
126 蕭燦依
127 根據蕭

之間並無

128 第 18
16/100 錢

第 1839 號

於 0973 號

說明。 
129 此 04
亦列舉出

此處一般

但第一、
130 蕭燦指
131 蕭燦指

訊第十五卷第十

合與乘分 

分述（術）

法，以法命

九分五└〕

。1270685 

一石十六錢

，芻一升百

，母同，子

石六錢，一

乘三分└，

=（四）十

分乘四分└

，     （九

卅）分之一

分乘五分，

一也。1310

廿四朱（銖

                  
學問題所編輯

或使用者的背

九章算術》與

如果是要幫助

而《數》中這

事有關的問題

軍事將領。 
有關分數相加

的和當作「實

其中法二「其

實，實如法而

同的地方抄來

為「母」字。

依題意與筆劃

蕭燦的研究，

無一貫，因此

839 號簡文後應

錢，稾（禾桿

號與第 0973
號簡，因而推

410 簡與接下

出一些分數相

般寫出如「二参

二欄距離不

指出此簡分四

指出此簡的一

十一期第一二

曰：124母

命分。J24 

，七分六

錢，稾一石

百分錢十六

子相從。09

一升得百分

，二参而六

六=，（十

└，三四十

九）分一也

一也。13007

，五=（五）

774 

銖）一〕兩

                 
而成，《筭數書

景就十分耐人

《筭數書》的

政府的高低階

這一題出現，

，也就是說，

加的術文，在

」（分子），最

不相類者，母

一」，然而，

的。參見洪萬

。 
劃殘痕在前面

，「七人分三」

可視為不同的

應補上「錢十

桿）一升為 6/1
號簡從算法上

推測這兩支簡

來的 0778、0
乘的例子，不

参而六」的「運

明顯。依據題

四欄抄寫，但

一、二欄以墨

二版 

乘母為法，

└，合之一

六錢，今芻

，稾一升百

41 

錢六└，芻

六=，（六）

十六）分一也

=二=，（十

；少半乘十

78 

廿=五=，

。     三

                 
書》的擁有者

人尋味。《數》

的成書年代，

階文官處理行

就不禁讓我們

，他們可能是

在分數相加時

最後以「法」

母相乘為法，

由於其所提及

萬生等(2006)

面補上「九分五

」一句與上句

的兩個算題。

十六」三字。

100 錢，因此

上來看是重複

簡可能不屬於同

0774 兩簡列舉

不過，僅列出

運算過程」。蕭

題意，簡首應

但第二、三欄距

墨點分隔，簡的

，子互乘□

一有六十三分

芻稾各一升

百分錢 097

芻石十六錢

分一也；半

也；     少

十二）分一

十，三有（

（廿五）〕分

三百八十四

                 
者則是漢代處

》的下限年代

《數》的年代

行政工作所遇到

們想到這批竹

是戰國或秦帝國

，將兩個分母

當作單位命分

子互乘母并以

及的四種方法

，頁 49-50。

五」三字。依

句「合之一有六

依下句術文計

依前述術文得

此得(16/100)+(
複而表達方式不

同一算題。我

舉出一些分數

出相乘所得的結

蕭燦在論文中

應補上「半」字

距離不明顯。

的下部空白。

□為 （實）

分之廿六。

升，為錢幾可

73 

錢，一升得百

半乘半，四

少半乘一，

一也；     

又）少半也

分一也‧四

〔朱（銖）

                  
理基層行政工

代被推定為公元

代更接近戰國

到的數學問題

竹簡的作者或

國貴族、貴族

母乘起來當作

分。《筭數書

以為實，如法

法並不一貫，

 

依術文計算，

六十三分廿六

計算得3 7 

得算法如下：

6/100)=11/50
不同，再考慮

我們則認為 18

數相乘的例子

結果，比如「

中提到，第 041
字。 
 
 

）=，125（實

126     七

可（何）？

百分□／12818

四分一也； 

少半也。12

三分乘三分

也；五分乘

四分乘五分

〕一〔斤〕

                  
工作的小吏。

元前 212 年（

。此外，《九

題，內容中少有

或是使用者，在

族門下食客、政

「法」（分母

》第 8 題亦為

法成一」、法三

因此很有可能

(5/9)+(6/7) = 
六」之間有 4.6

3

7
 。 

1 石100 升

錢。蕭燦(20
慮到 1839 號簡

839 號簡可視

。《筭數書》

「少半乘少半

10 號簡的簡文

實）如法得

七人分三，各

得曰：五十

839 

    四分
290410 

分，三=（三

乘六分，五六

，四五廿=

〕。     

                  
相較之下，秦

（秦始皇三十五

九章算術》與

有軍事相關算

在工作的場域

政府高階官吏

母），分子、分

為合分術，細

三「母乘母為

能是本題的編

89/63 = 1+(2
6 釐米空白，

升，芻（飼草

012)提到，鄒

簡開頭的文字

視為 0973 號術

第 8 題第 2 題

半，九分一也」

文應是分四欄

得一，不

各取七分

十分錢十

分乘四分，

三）而九

六卅=，

，（廿）

〔萬一千

                  
秦簡《數》

五年）。相

《筭數書》

算題是可以

域中或能接

吏，甚至有

分母交叉相

細分為四種

為法，子羨

編者或抄寫

6/63)。 
兩句術文

草）一升為

鄒大海認為

字可以獨立

術文之換算

題「分乘」

」，並不像

欄抄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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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本 06
兩1 斤

480 兩 1 
糊，蕭燦
133 蕭燦指
134 46080
135 「貲
136 「垂
137 本 09
出贖「耐

馬甲 19
138 贖「死
139 以下編

簡包含四

裡的米泛

而《數》

140 蕭燦(

解，以為

術文的關

的麥。因

米(量)×

成米率與

穀物之率

在此兩穀

來看，它像

而本簡記

141 粺，精

粺米=50
粺精的有

142 本簡記

3

2

〕百廿朱（

六兩一斤。

萬六千八十

一甲直（值

，馬甲四，

甲一，金三

甲十二，錢

物換算類簡

米求麥，倍

麥求粟，九

米求粟，三

米求粺，十

                  
646 簡與接下

；30 斤1 鈞

鈞（16 30
燦依筆劃殘痕

指出此簡分四

0 銖1 石（ 24
」，有罪而被罰

」或作「錘」

957 簡與接下

耐」（或作「耏

920 4 7680 
死」之罰金為

編號 0971、0
四句術文，每兩

泛指由原糧加

中的米常特

(2010)指出「

為 2 麥=3 米。

關係為：欲以米

因此，我們認為

。另一方面

與麥率之間的

率來看，米率

穀物之率是相

像是一種方便

記載如下關係

精米。蕭燦(2
：30：27。鄒

有毇米和禦米

記載如下關係

3

2

（銖）一鈞

。     卅斤

十朱（銖）

值）錢千三百

，錢七千六

三兩一垂，直

錢二萬三千

簡 

倍母三 （實

九母十 （

三母五 （實

十母九 （

                 
來的 0458、0

；4 鈞1 石。因

480 ）。「廿

與題意補出

四欄抄寫，但

4 16 30 4  
罰令繳納財物

，計量單位

來的 0970 號

耏」，剃去鬚鬢

0 錢。 
為 12 馬甲 19
0823、0853、

兩句為一組。

工去殼後的糧

指糲米，我們

據簡文所述

據此式，或有

米來交換麥時

為可將術文作

，這裡的術文

關係，即欲以

為 30，麥率為

符的。同時

便記誦的口訣

：米率 × =

2010)第 54 頁

鄒大海則指出

。參考鄒大海

係：米率×  

3

2

5

3

。     四

斤一鈞。  

一石。   

百卌四，135直

百八十。13

直（值）錢

卌。138097

實）。139以麥

實）。140 0

實）。以粟求

實）。142 0

0303 兩簡列舉

因此，384 銖
廿四朱（銖）一

。 
但第四欄處空白

46080 ）；19
物，即「易科

，1 垂8 銖。

號簡列舉出當時

鬢的一種刑罰

920 12 230 
0756 竹簡的

。0971 的前兩

糧食顆粒，又

們同意其意見

：麥=米× 」

有讀者會認為

時，可換得麥

作如下解讀：以

文「以米求麥

以米率求麥率

為 45，即 30
，就這本類型

訣或公式，可應

=麥率、麥率×

頁提到依《數》

出，粺在早期不

海 (2003)。

=粟率、 粟率

3

2

百〔八十兩

   四鈞一

  千九百廿

直（值）金二
370957 

錢千九百廿

70 

麥求米，三母

0971 

求米，五母三

0823 

舉出銖、兩、

1 斤（ 24 16
一」、「朱（銖

白。 
920 兩1 石（

科罰金」。 
。 
時繳納贖金的

罰）與贖「死

040 錢。 
內容，主要是

兩句術文為米

又特指由粟類穀

見。 

，然就數學等

為 2 單位的麥的

麥的量為所出米

以米換麥時，

麥」並不涉及交

率時，米率×

單位的米可換

型術文，諸如

應用在穀物諸率

× ＝米率、粟

》所記，與《筭

不是毇，只是

率× ＝米率

3

2

2

3

5

3

兩一〕鈞。

一石。133045

廿兩一石。

二兩一垂，136

，金一朱（

母倍 （實）

三 （實）。以

斤、鈞、石

6 384 ）；115
銖）」、「斤」、「

16 30 4 1  

的幾種等級：

」兩罪所應繳

是不同穀物糧

與麥之間的交

穀物舂出的

等式的意義而

的價值等於 3

米量的 倍，

可換得的麥量

交易與單位，

= 麥率。再從

換得 45 單位

「以米求麥，

率之間的換算

粟率× ＝麥

筭數書》和《

是一種比糲米

、粺率× =米

3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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銖）直（值

。以粟求麥

以粺求米，1

之間的換算關

20 銖1 鈞（

「萬一千五」、

1920 ）；120 斤

甲（鎧甲）、盾

繳納之罰金。

糧食之間換算的

交易換算關係

(米萬)米，其比

而言，這樣的表

單位米。然而

即一單位的米

量等於所出米

因此，我們也

從《九章算術

的麥，亦即

，倍母三實。

算或者日常生

率、麥率×

《九章算術》相

稍精的米，其

米率、米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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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金二垂。

值）錢廿四

麥，十母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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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24 銖
24 1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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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1 石（30 4

盾、馬甲等，

贖「耐」之罰

的比例關係。

係。蕭燦(2010
比例為粟：糲

表示法易讓讀

而，事實上剛

米的價值相當

米量的 倍，即

也認為本術文

術》粟米章之

《九章算術》

以麥求米，三

生活中的穀物交

＝粟率。 

相同，都是粟

其精度與糳米

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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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跡模

4 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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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金為 4

每一根竹

0)指出，這

糲=5：3。

讀者產生誤

剛好相反，

當於 單位

即麥(量) =

文也可解讀

之中所列各

與《數》

三母倍實」

交易過程。

粟：糲米：

米相同，比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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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粟

一升

 米一

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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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粟一

 粟一

 粟一

升

 粟

升

             
143 毀，通

144 針對

能是多餘

《數》的

頁)，我們

率× 稻米

145 此竹簡

中，編者

中有許多

的書寫體

升」，而蕭

146 大半即

在本文中

147 蕭燦(

同意其意

米(1+ +

148 據蕭燦

粟換米時

升。 

149 此竹簡

+
1

4
)升=

150 此處

版漏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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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3

訊第十五卷第十

粺求粟，廿

母十 （實

粺求毀（毇

毇）粲米，

粟求毀（毇

升為米五分

一升少半升

一升大半=

粟〔四〕□／

一升為米五

一升少半=

一升大半=

四分升一。

半升為米十

為米九分三

                  

通毇。本簡記

0756 號簡，鄒

餘的字，「以毇

的本之誤，或者

們同意其意見

米率。 

簡的前半段延

者未將五十母

多地方，對於穀

體例開始改變

蕭燦也以此作

即 。本簡的

中，我們統一

(2010)經計算

意見。而此竹簡

+ )升=粟(3+

燦(2010)，第

時的交換關係

簡延續前一枚

=米(1+
1

4
)升。

「為米九分三

此處簡文同樣

2

3

1

2

十一期第一四

廿七母五十

實）。以米求

毇），九母八

，三母倍

毇），五十母

分升三。米

升，為粟二升

（半） 升

□／ 。147 11

五分升三。粟

（半） 升

（半） 升

。149 J26 

十分升三。

三。150   0

                 

記載如下關係

鄒大海認為這

毇米求稻米」

者是《數》所

見。而本簡記載

延續記錄穀物

廿四實(
24

50
)與

穀物換算之間

，前面的體例

作為竹簡排序

的後半部記載

簡化表示成

算的結果，將此

簡記載了以米

+
11

18
)升；米(1

第 0409 號簡與

：粟 1 升=米

枚簡的內容，記

。 

三」應為「為

樣並未把九分

四版 

（實）。以

求毀（毇）

八 （實）

（實）。以

母廿四 （

一升為粟大

升九分二。

，為粟三升

35 

粟一升少半

升為米一升十

為米一升十

米半升為粟

389 

係：粺率× =

這裡的「稻米

中的「毀米」

所取材料的更

載如下關係：

物之間率的關係

與廿四母五十

間的比例關係，

例是「以甲求

序的參考。 

：粟 1 升可交

：粟 1 升 = 米

此處補為「為

米換粟時的交換

+ + +
1

4
)升

與第 0021 號簡
3

5
升；粟(1+

記載了以粟換

米九分〈升〉

分升三約簡表

50

27

2

3

1

2

1

3

以粟求粺，

，十母八

。以毁（毇

以毀米求稻米

實）。以毀

大半升。146

米一升大半

升十八分升十

半升為米五分

十分升一。

十分升三‧

粟少半=（半

=粟率、 粟率

米」可能是指由

」則可能是「

更早材料中就已

：粺率× = 

係：粟率×
24

50

十實(
50

24
)化約

，並未化約成最

求乙，X 母 Y

交換米 升，

米 升、米 1

為粟〔四〕升

換關係：米(1

升=粟(4 + )升

簡上下拼綴成

)升=米
4

5
升

換米時的交換

〉三」，其中的

表示成三分升一

50

27

3

5
3

5

1

36

1

3

五十母廿七

（實）。14

毇）求粺，八

米，倍母三

（毇）求粟
6 0974 

半=（半） 升

十一。米一升

分升四。粟
148 0409 

粟一升少半

半） 升。麦

率× ＝粺率

由稻穀舂成的

粲米」。但這

已有的錯誤，

毇率、 毇率

=毇率、毇率

約為最簡的比例

最簡的型式。

實」，而接下

或曰：粟 1 升

升 = 粟(1＋

卅六分升一」

1+ )升=粟( 2

升。 

一枚簡，我們

升；粟(1+ )升

換關係：粟(1+

的〈升〉可能

一或少半升。

27

50

1

3

2

3

七 （實）。
3 0853 

八母九 （

三 （實）。

粟，廿四母五

升，為粟三

升大半=（半

一升大半升

半=（半） 

麦少半升為

、毇率× =米

的稻系列的米

這些錯是《數》

不能判斷（引

率× ＝粺率

率×
50

24
＝粺率

例關係。諸如

從第 0974 號

下來的體例，則

升的價值相當

＋ )升。 

」，實際驗算結

2 + )升；米(1

們同意該意見

升=米 1 升；粟

+ )升 =米

能為竹簡抄寫者

此竹簡記載了

10

8

27

50

2

3

2

9

2

3

1

2

。以毀（毇

（實）。以稻

。144 0756 

五十 （實

三升十八分升

半） 升四分

升為米一升

升四分升一

為米九分升二

米率、米率×

，毀粲中的「

》這個抄本之

引自蕭燦(201

、稻米率× =

。這裡不知為

如此處，在《

號簡的後半段之

則是「甲 X 升

當於得米 升

結果與之相符

1+ )升=粟(3

見。而此竹簡記

粟(1+ + )升=

米(1+
3

10
)升；粟

者抄漏字，或

了粟米交換與

2

3

3

5

2

3

1

3

1

2

）求米，

稻米求毀

實）。
145

粟

升之一。

分升一，

升□／ 0021 

一為米一

二。麥半

毇率。 

「毀」字可

之誤，還是

10)，第 55

=毇率、毇

為何在簡文

數》簡之

之後，《數》

升為乙 Y

。以下，

符，故我們

3+ )升；

記載了以

=米(1+
1

10
)

粟(1+ +

或蕭燦校勘

與麥米交換

8

10

1

18

2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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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少〕半升為米九分升二。麥半升為米九分升三。米半升為麥四分升三。米少半

升為麥半升。151   0647 

 麥一升為米大半升□／ 2021 

□／米一升為麥一升半升。　一升為粺十分升九。粺一升為糲一升九分升一。152 0822 

 米大半升為麥一升。 米半升為粺廿分升九。米少半升為粺十分升三。米大半□／153 

0538 

 米一升為毀（毇）十分升八。米一升為叔（菽）、荅、麥一升半升。154以粟求粺，卅

七之，五十而成一。以粺求粟，五十之，卅七而成一。 155 0987 

 以米求叔（菽），因而三之，二成一。以叔（菽）求米，因而倍之，三成一。以粺求

米，因而十之，九成一。以米求粺，因而九之，十成一。156 0459 

 以米求毀（毇），八之，十而成一。以毀（毇）求米，十之，八而成一。以粺求毀（毇），

八之，九而成一。以毀（毇）求粺，九之，八而成一。157 0786 

 以粺〈粟〉求毀（毇），廿四之，五十而成一。以毀（毇）求粟，五十之，廿四而成

一。以米求粺，九之，十成一。以粺求米，十之，九成一。158 0787 

 以麥求粟，因倍之，有（又）五之，九成一。以粟求麥，因九之，十成一。以粺求

                                                                                                                                                             

時的關係：粟 升=米
3

10
升；米 升=粟( + )升；麥 升=米

2

9
升。麥 升=米

3

9
升。 

151 〔麥少〕為蕭燦據文意與筆畫殘痕所補，參考蕭燦(2010)，頁 56。此竹簡記載了麥米交換時的關係：

麥 升=米
2

9
升；麥 升=米

3

9
升；米 升=麥

3

4
升；米 升=麥 升。 

152 據蕭燦(2010)(第 56 頁)，第 2021 號簡與第 8022 號簡可上下拼綴成一枚。合併之後，竹簡記載了麥米

交換與糲粺時的關係：麥 1 升=米 升；米 1 升=麥(1+ ) 升。糲 1 升=粺 升；粺 1 升=糲(1+
1

9
)升。我

們認為第 2021+0822 號簡應排於 0974 號簡之後，其中 0974 號簡的後半部內容是粟 1 升 = 米 升、米 1

升 = 粟(1＋ )升，即粟米的交換關係。而本簡是麥 1 升=米 升；米 1 升=麥(1+ ) 升。糲 1 升=粺 升；

粺 1 升=糲(1+
1

9
)升，即麥米與糲粺的交換關係。因此，以體例來看這兩枚簡排在一起較為合理。 

153 我們認為第 0538 號簡應排於 0649 號簡之後，而此處並可補為「米大半升為粺升五升三」。竹簡延續了

0649 號簡的麥米交換關係，並主要記載了米粺交換時的關係：米 升=麥 1 升。米 升=粺
9

20
升；米 升

=粺
3

10
升；米 升=粺

3

5
升。這樣的順序之下，兩枚簡分別記載了以米 、 、 升換麥以及以米 、 、

升換粺，具有相對應的格式與關係。而原本蕭燦安排在此兩枚簡中間的 2021 號+第 8022 號簡的內容，

則是「麥換米+米換麥」以及「糲換粺+粺換糲」。從內容格式來看，其顯然與前後兩枚簡並不能看成同一

類型。反而，與第 0974 號簡後半部內容為「粟換米+米換粟」可看作同類型。 

154 此簡前半部記載了米換毇、菽、荅、麥的關係：米 1 升=毇 升；米 1 升=菽、荅、麥(1+ )升。 

155 蕭燦指出，此處的「卅」為「廿」之誤蕭燦(2010)(第 57 頁)，我們同意其意見。此簡後半部記如下關

係：粟率× ＝粺率、粺率× =粟率。 

156 此簡記載如下關係：米率× =菽率，菽率×
2

3
＝粺率。粺率= 米率；米率= 粺率。 

157 此簡記載如下關係：米率× =毇率，毇率× ＝米率。粺率×
8

9
=毇率；毇率×

9

8
=粺率。 

158 蕭燦據後面簡文及驗算，認為此處的「粺」應為「粟」，當是誤解（蕭燦(2010)，第 57 頁)。我們同意

其意見。此簡記載如下關係：粟率×
50

24
=毇率；毇率×

24

50
=粟率。米率× =粺率；粺率× =米率。 

1

2

1

2

1

3

1

2

1

3

1

2

1

3

1

2

1

2

1

3

1

2

2

3

1

2

9

10
3

5
2

3

2

3

1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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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1

2

1

3
2

3

1

2

1

3

2

3

1

2

1

3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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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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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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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因而五之，159有（又）直（置）三壹方而九之，以為法，如法而一。160 1825 

 以粟求叔（菽）、荅、麥，九之，十而成一。‧以米求叔（菽）、荅、麥，三之，二

成一。以稻粟求（菽）、荅、麥，三之，四成一。161米一升少半=（半） 升四分升

一為粟三升卅六分升廿七。162 0776 

 □／□〔粺〕，163因而三之，有（又）九之，直（置）五壹方而□〔之〕，164以為法，

如法而成一。毀（毇）米一升為粟二升有（又）十分升一。165 1745 

 黍粟廿三斗六升重一石。166‧水十五斗重一石。167　糲米廿斗重一石。麥廿一斗二

升重一石。168 0780 

 粺米十九重一石。169稷毀（毇）十九斗四升重一石。稻粟廿七斗六升重一石。稷粟

廿五斗重一石。170 0981 

 稻米十九斗二升重一石。171 0886 

 荅十九斗重一石。麻廿六斗六升重一石。叔（菽）廿斗五升重一石。172 0852 

 □／ 〔稻粟〕三尺二寸五分寸二一石。173麥二尺四寸一石。174 0760 

                                                 
159 根據蕭燦(2010)(第 58 頁)，此處因而五之應為因而五〔十〕之，我們同意其意見。此簡記載如下關係：

麥率×
2 5

9


=粟率，粟率× =麥率。粺率=

50

3 9
粟率。 

160 蕭燦(2010)指出「有直三壹方而九之」，指處指三乘九。而鄒大海提出另一種可能性：「有直三壹方而

九之」可斷句為「有直三，壹方而九之」，意思是又（用算籌）擺放三，以它的壹方即九乘之。「三的壹方」

可能指三的平方。另一種可能性是，「直三壹方而九之」即在一旁(用算籌)擺放三，再以九乘之，「壹方」

指一旁、一邊。引自蕭燦(2010)，第 58 頁。我們認同最後一個看法，即「直(置)」是動詞，意指在用於計

算的表面上的一旁，以算籌擺置三，再以九乘之。針對上述鄒大海的第一種看法，若我們把「三的壹方」

看成「三的平方」，則原式變成 2

50

3 9
，這與粺率：粟率＝50：27 相矛盾，因此不合理。此簡記載如下關係：

麥率×
2 5

9


=粟率，粟率× =麥率。粺率=

50

3 9
粟率。 

161 此簡前半部記載如下關係：粟率× =菽、荅、麥率。米率× =菽、荅、麥率。稻粟×
3

4
=菽、荅、麥率。 

162 此簡後半部記載如下關係：米(1+ + +
1

4
)升=粟(3+

27

36
)升。 

163 〔粺〕是依題意和筆劃殘痕補出(蕭燦，2010，第 58 頁)。 
164  蕭燦(2010，第 58 頁)認為： □可能是「十之」，則「直(置)五壹方而十之」指五乘以十；或可能是「二

之」，那麼，「直(置)五壹方而二之」意思就是將五的平方以二乘。呼應第 1825 號簡的內容，本研究團隊

較認同第一個看法，認為□應補入「十」，即「直(置)五壹方而〔十〕之」意指在用於計算的表面上的一

旁，以算籌擺置五，再以十乘之。 
165 蕭燦認為據 0780 簡「以毇求粟，五十之，廿四成一」計算，「毀(毇)米一升為粟二升有(又)十分升一」

應為「毀(毇)米一升為粟二升有(又)十二分升一」，脫「二」字(蕭燦，2010，第 58 頁)。實際驗算結果符合，

本研究團隊同意其意見。本簡最後一句記載如下關係：毇 1 升=粟(2+
1

12
)升。 

166 此處的石是重量單位，秦制一石為一百二十斤。以下編號 0780、0981、0886、0852 的內容，主要是記

錄重量一石的某種穀物與水，其所占的容積（或者說，若干容積的某穀物重量為一石）。參照同類簡，可

發現每一枚竹簡皆分成四欄，記錄四種不同穀物之重量為一石時所占的容積。 
167 蕭燦(2010)認為「水十五斗重一石」作為一種量度的參考，因而將本 0780 號簡置於同類簡的第一枚。

不過，我們對此順序編排方式持保留的態度，不作特別評論。 
168 此簡內容包含：容積廿三斗六升的黍粟、容積十五斗的水、容積廿斗的糲米、容積廿一斗二升的麥重

量皆為一石。 
169 蕭燦(2010，第 59 頁)指出：根據文例，粺米十九後可補「斗」字。本研究團隊同意其意見。 
170 此簡的內容包含：容積十九斗的粺米、容積十九斗四升的稷毀(毇)、容積廿七斗六升的稻粟、容積廿

五斗的稷粟重量皆為一石。 
171 此簡的內容為容積十九斗二升的稻米重量為一石。 
172 此簡的內容包含：容積十九斗的荅、容積廿六斗六升的麻、容積廿斗五升的叔(菽)重量皆為一石。 
173 〔稻粟〕為蕭燦依題意與筆畫殘痕所補，我們同意其看法。另外，文中蕭燦有關「三尺二寸五分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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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0

9

3

2
1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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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芻新（薪）積廿八尺一石。稾卅尺一石。茅卅六尺一石。175 0834 

 □／ 秶一石十六斗大半斗∟。稻一石□／176 2066 

□／〔秶〕甬（桶）少稻石三斗少半斗□／177 0918 

□／ 秶甬(桶)六之五而得一□有（又）□□□／ 0882 

□／ 得一，以稻甬(桶)求□／178 C100102 

□／ 一石為秶一石二〈三〉□／179 C140101 

□／ 〔百石〕為秶百廿石□／180 1733 

秶千石為稻八百卅三石三斗少半斗。稻千石為秶千二百石。181 0791 

秶萬石為稻八千三百卅三石三斗少半斗。稻萬石為秶萬二千石。182 0938 

                                                                                                                                                             
這個體積單位的解釋，主要參考了王榮彬、李繼閔（1995）。我們也同意該看法。 
174 編號 0760 與 0834 竹簡的內容，皆記錄了重量一石的某穀物與草所占的體積(或曰若干體積的某穀物重

量為一石)。此竹簡的內容記錄：體積三尺二寸五分寸二的稻粟、體積二尺四寸的麥重量皆為一石。 
175 新，通薪，芻薪即為柴草。稾，通稿，為禾類植物的莖。茅：草名，即茅草。此竹簡的內容記錄：體

積廿八尺的芻新(薪)、體積卅尺的稾、體積卅六尺的茅重量皆為一石。 
176 蕭燦將 2066 號簡複原為「秶一石十六斗大半斗，稻一石〔廿斗〕」，我們同意其看法。 
177 蕭燦參考《睡虎地秦墓竹簡‧效率》，指出甬，指桶，為容積單位，相當於石。因而本 0918 號竹簡可

解釋為：秶一石的容積比稻一石的容積少了 3
1

3
斗，而據此，前述 2066 號簡的復原是合理的。合併兩枚簡

的意思即：一石重的秶容積為 16
2

3
斗 (

50

3
斗)，一石重的稻容積為 20 斗，而一石重的秶容積比一石重的稻

少了 3
1

3
斗 (

10

3
斗)。 

178 蕭燦把 0882 與 C100102 號簡編排於此，但未對此兩枚竹簡作解釋。 
179 蕭燦認為殘片 C140101 的簡文「一石為秶一石二」可能是「〔稻〕一石為秶一石二〔斗〕」。若依前述

相關的竹簡內容來看，一石重的稻容積為 20 斗，又重一石的秶容積為
50

3
斗，因此 20 斗的容積可為 1.2 石

重的秶 (20÷
50

3
= 1.2)。因此，復原為〔稻〕一石為秶一石二〔斗〕是合理的。然而，蕭燦(2010)又提到：

「經計算 『二』應為『三』之誤，可復原為：〔稻〕一石為秶一石〔三斗少半斗〕」，但未多加解釋。若依

此復原法，則其意如下：一石重的稻容積為 20 斗，相當於一石重的秶(占 50/3 斗的容積)加上 10/3 斗的容

積，此時，前述「秶一石三斗少半斗」的石為重量單位，而斗為容積單位，再加上與後面「稻千石為秶千

二百石」、「稻萬石為秶萬二千石」的語法句型對比，我們認為第一種復原法較合理。 
180 蕭燦並未對此簡多加解釋。筆者認為此殘簡可補為「〔稻〕百石為秶百廿石」，即 100 石重的稻，其容

積為 100×20(斗)，經換算可得 2000÷
50

3
=120(斗)的秶，即本簡的意思為 100 石重的稻其容積等於 120 石重

的秶的容積。而這樣的復原可與前一枚簡的復原相呼應。 
181 接下來的第 0791 號與第 0938 號簡皆為稻與秶之間的換算關係。這兩枚簡的後兩句解讀上較為容易，

可理解成：1000 石重的稻其容積等於 1200 石重的秶的容積；10000 石重的稻其容積等於 12000 石重的秶

的容積。這可與 1733 號簡呼應。然而，就這兩竹簡前半部份的兩句話「秶千石為稻八百卅三石三斗少半

斗」與「秶萬石為稻八千三百卅三石三斗少半斗」則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這裡，我們先就第一句分析如

下： 

首先，1000 石重的秶其容積為 1000×
50

3
=

50000

3
斗，而稻一石容積 20 斗，因此

50000

3
的容積可裝

50000

3
÷20 =

2500

3
=833

1

3
石重的稻，因此，原術文合理的寫法應為「八百卅三石三分石一」。然而，原術文的內容為「八

百卅三石三斗少半斗」，其中前面的石是重量單位，後面的斗為容積單位。若把
2500

3
石重的稻看成 833 石

又
1

3
石，其中，

1

3
石重的稻容積應為

1

3
×20 斗=

20

3
斗為 6 斗大半斗，而非術文所述的「三斗少半斗」。因此，

我們猜測可能是《數》的原作（編）者，把上述
1

3
石重稻的「石」誤當成容積單位，又 1 石等於 10 斗，

因此，把
1

3
石的重量誤寫成

10

3
斗的容積，即「三斗少半斗」。 

182 同理，「秶萬石為稻八千三百卅三石三斗少半斗」這句也存在同樣的問題，10000 石的秶容積為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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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3
=

5000

3

「為稻八

文中的「

因此，把

183 本簡多
184 蕭燦將

因此，她

第 0137 號

的部份，

多為 27.5
字之間。

原方案，

斗二升〕
185 蕭燦校

如下算式

（

這裡注意

析，日本

六斗大半

又一百廿

以（一石

得到一斗

是：10 斗

算研究會

下（引自

應容量 5
得米一石

書研究會

帶有舂粟

將米舂成

或「交換

斗可交換

斗：米 1
186 本簡難

的重量時
187 本簡前
188 本簡前

2
16

3

訊第十五卷第十

□…廿一分

一石為米八

百廿三分斗

法，以十斗

朱(銖)升∟

百也，券

籥反(返)十

                  
00

斗，而稻一

八千三百卅三

「三斗少半斗

把
1

3
石重寫成

1

多有漏字，難

將 40 個簡編

她的博士論文

號簡可拼綴，

其將之補為

5cm 左右，上編

學者們基於拼

然而，參照了

」這個復原方

校勘第 0650
式： 

斗×10 斗）/ 

意到，粟一「石

本中國古算書研

半斗）能得到

廿三分斗之卌能

石米的斗數）

斗（實如法得粟

斗× ÷8 斗

會的看法，係利

自蕭燦(2010)
50/3 斗。本來

石(10 斗)需要多

會的解釋，原

粟成米過程造

成粟亦不合狂

換」，那麼，原

換多少的粟？

0 升，可得 x

難以判讀文意

時，精確到「

前半段有缺，

前半段有缺，

2
16

3

十一期第一八

分升十一，

八斗二升，

斗卌為米一

斗乘粟十六

，券兩斗∟

千萬者，百

十，券菽荅

                 

一石 20 斗，因

石三斗少半斗

」。因此，我們

10

3
斗=3 斗少半

難以判讀文意

號歸入穀物換

（2010）以較

，斷口契合，

「術曰：求粟

編繩下緣距簡

拼綴後的長度

了問題題意與

方案較為合理

號簡時，參考

8 斗 2 升=

石」的第一個

研究會與鄒大

到米八斗二升

能得到一石

十斗乘粟（一

粟一斗）（或者

2 升。對於此

利用比例關係

，頁 100)：「

來從容量 50/3
多少粟。比例

題目「粟一石

成了「損耗」

，明顯前後兩

原問題可呈現如

這樣較為合情

x=（ 斗×1

意。蕭燦則認

兩」；記錄「

，依殘文難以

，依殘文難以

20

2
16

3

八版 

□□一石□

問米一石為

石，术(術)

半斗為實

∟，券斤石

百中干，券

荅麥十斗者反

                 

因此，
500000

3

斗」同樣不合

們同樣猜測，

半斗。 

意。 
換算類，並認為

較多的篇幅，

內容連貫，拼

粟〔之法以八

簡首多為 1.5c
度與這批竹簡

與簡長，我們

理。 
考「日本中國

斗。 

個石為重量單

大海各提出解析

，問要得到容

（十斗）米。

一石的斗數）

者說被除數除

此解釋與算式

係所得，然對

本算題和《算

斗的粟中能取

例式是粟 50/3
石為米八斗二

」的意思，那

兩個「為」的意

如下：以重量

情理。而由題

10 斗）/ 8 斗

認為簡文的意思

石」的重量時

以判讀文意。蕭

以判讀文意。蕭

40
0

123

□□升廿二

為粟幾可（

)曰:求粟□／

=（實）如

石∟。券鈞般

券萬=(萬)者

反(返)十。1

                 
0

÷ 20 =
25000

3
=

合理，前述
1

3
石

《數》簡的原

為其中包含了

針對此算題作

拼綴後長度為

八斗二升〕」。這

cm 左右，下編

簡本身的規格

們與蕭燦持相同

國古算書研究會

單位，而後句米

析。其中，鄒

容積一石（十

術曰：要求粟

十六斗大半斗

除以除數）。(

式的還原，我們

問題本意的解

算數書》的舂

取得 10 斗的米

3 斗：米 8 斗

二升，問米一石

那麼，後一句以

意思難以連貫

量一石的粟(其

題意可列出如下

2 升= 斗

思可能是：記

時，精確到「

蕭燦與其他學

蕭燦與其他學

40
20

123

二分升…183

何）?曰:廿
184    013

如法得粟一

般()，券十朱

，重百中。
188 0975 

                  

=8333 石又
1

3

石重的稻體積

原（編）作者誤

了一個完整的算

作進一步討論

為 21cm，簡上

這樣復原的主

編繩上緣距簡尾

，來進行比對

同意見，認為

會」的意見。

米一石的「石

大海認為整個

十斗）的米相應

粟[之得一石米

斗為被除數

引蕭燦(2010)

們大致同意。

解讀上則有所

舂米題一致。

米，現在因損

斗 2 升=粟 X：

石為粟幾何？

以米為粟的「

貫。因此，我們

其容積 斗)

下之比例關係

斗。即符合原

記錄「升」的

「斤」。我們對

學者亦未對此

學者亦未對此

2
16

3

0649 

廿斗□／ 2173

7 

一斗。185 06

朱(銖)者□／
187 0988 

                  

石重的稻。然

為
20

3
斗，即六

誤將
1

3
石重的

算題，即第 21
論。依據她的

上下仍殘，而

主要原因如下

尾約 1.8cm 左

對與復原。其中

為以其中的「術

本問題依復原

石」則為容積單

個問題的意思

應需要多少的

米者]，以[八
（實），被除數

)，頁 110~11

至於如何列成

所不同。日本古

題中『粟一石

損耗只取得 8 斗

：米 10 斗。」

？」之第一句

「為」又何來

們認為，若把

)可交換(交易

係：粟 斗

原術文之數學

重量時，精確

對此看法持保

簡文作解釋。

簡文作解釋。

2
16

3

3 

650 

。186 0836

                  

然而，竹簡原

六斗大半斗，

「石」誤為容

173+0137+06
的研究，第 21
而其中 0137 號

下：《數》的完

左右，整簡字數

中鄒大海提出

術曰：求粟〔

原後的術文內

單位。針對此

思如下：已知粟

的粟？[答]曰
八斗二升]為除

數中有與相同

1)，其術文列

成式，則同意

古算書研究會

石』是指重量

斗 2 升的水。

」然而，若依

句以粟為米的

「損耗」之意

把「為」解釋成

易)米八斗二升

：米 8 斗 2 升

學式。 

確到「銖」；記

保留的態度。 
。 
。 

 

                  

原術文寫成

並不為術

容積單位，

650 號簡。

73 號簡與

號簡末殘缺

完整簡全長

數多 38~45
出了六種復

〔之法以八

內容，可得

此算式的分

粟一石（十

：[粟]廿斗

除數（法），

同的部份就

列成算式就

意日本古算

會的解釋如

量一石，對

。問若要取

依日本古算

「為」，即

意？況且，

成「交易」

升，問米 10

升 = 粟 x

記錄「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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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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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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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根據康
190 原文為

文可能為
191 此題解

出十錢

出廿錢

出卅錢

出卌錢

五十錢
192 原文為
193 原文為
194 此題並

大夫：不
195 此題也

算術》中
196 此題在

1/2：1/3 
1」明顯錯
197 原文為

之」、3 題
198 此題為
199 以上排

編排應當

分類算題 

分之述（術

出卅錢，一

鹽。其述曰

一石鹽乘之

=（大夫）

何）？夫=

二斗，上造

，以所分斗

得一斗，不

牛一羊一犢

〔羊〕出二

羊置三〈二

婦三人，長

日織五十尺

可（何）？

尺十一分尺

食攻（功）

。不盈丈者

十之，如法

                  
康熙字典，在

為「有各異置

為「有各異置

解法如下： 
錢者可得：(1
錢者可得：(1
錢者可得：(1
錢者可得：(1
錢者可得：(1
為「夫=」亦

為「以命之」

並未說明各階

不更：走馬：

也未曾說明牛

中也有相似題

在《筭數書》中

= 6：3：2」

錯誤。 
為「以分命之

題「以法命之

為基本分配問

排列方式是依

當由簡而繁、

術）。耤有五

一人出卌錢

曰：并五人

之以為 （

192、不更、

=（大夫）三

造一斗十五

斗數各乘其

不盈斗者，

犢共食〔以禾

二斗有七分

二〉，犢直

長者一日織

尺，今威有

？曰：長者

尺一。述（

之術曰：以

者，〔因而

法，人得一

                 
在此「有」通

置□□」，根據

錢數」。 

石×10 錢)÷(1
石×20 錢)÷(1
石×30 錢)÷(1
石×40 錢)÷(1
石×50 錢)÷(1
即「夫夫」，

，根據其他題

階爵數的比例

上造：公士 
牛、羊、犢之

目，但《九章

中也有相同的

，此處答案符

之」，亦即「以

之」，其中「以

問題，亦即：

依照蕭燦的編

由易入難，所

五人此共買

，一人出五

錢以為法，

實）=，（

、走馬、上

三斗十五分

分五，公士

爵數為

十之，如法

禾〕一石，問

斗之六，犢

（置）一而

五十尺└，

攻（功）五

受廿七尺十

術）曰：各

以人數為法

十之，如法

寸；不盈寸

通「又」較為適

據蕭燦解讀應

10 錢+20 錢+
10 錢+20 錢+
10 錢+20 錢+
10 錢+20 錢+
10 錢+20 錢+
根據蕭燦解讀

題型比對後，

例，利用答案反

= 5：4：3：

之間食量比例

章算術》內容

的題目，但答案

符合比例，但是

以法命之」，經

以命之」推斷有

物品÷人數。

編排，但我們認

所以，第 5 題

鹽一石，一

五十錢，今

，有（又）

實）如法一

上造、公士

分斗五，不更

士大半斗 。

（實），=

法一斗，不

問牛羊犢各

犢出一斗有

而并之，凡

，中者二日

五十尺，問

十一分尺三

各直（置）

法，以食攻

法，人一尺

寸者，以分

適宜。 
應為「有各異置

30 錢+40 錢+
30 錢+40 錢+
30 錢+40 錢+
30 錢+40 錢+
30 錢+40 錢+

讀應為「大夫

應為「以法命

反推後，可知

2：1 
，經由答案反

容為「牛：馬

案不同，此處

是《筭數書》

經過統計，這

有缺字。 
 

認為若站在處

題應當排至最前

一〔人出十

今且相□也
189各異置

一斗。191 0

，共除米一

更二斗十五

。述（術）

（實）如 0

不盈斗者，以

出幾可（何

有七分斗119

凡求〔數〕□

織五十尺

各受 J11

└，中者受

一日所織19

（功）丈數

尺；不盈尺者

分命之197 198

置錢□」，但依

+50 錢) 
+50 錢) 
+50 錢) 
+50 錢) 
+50 錢) 

夫」較為適宜

命之」或「以

知與《九章算術

反推可得「牛

：羊 =  4：

處的答案才是正

中卻以「長

這次的竹簡中

處理一般社會

前面，因為這

HPM 通訊第十

〕錢，一〔人

，〔欲〕以

〔錢數〕190

0858 

一石，今以爵

五分斗十，走

曰：各直

0950 

以〈法〉命

何）？曰：牛五

3 

□□／ 195 15

，少者 J09 

受十三尺十
96 0827 

數為 （實）

者，因〕 1
8。  002219

依照上下文以

。 
以分命之」較

術》中有提到

：羊：犢 = 
2：1」 

正確答案，因

長：中：少 = 

，有 2 題「以

問題，或是教

這一題毫無涉及

十五卷第十一

人〕廿〔錢

以錢少〔多〕
0 1659 

爵衰分之，

走 0978 

（置）爵數

命之193。194 

五斗有七□／

519 

 

十一分尺七

），=（實）

1136 
99 

以及其他題目

較為適宜。 
到各階爵數比

 4：2：1」，

因為「長：中：少

1/1：1/2：1/

以命之」、1 題

教科書立場來

及比例問題，

一期第一九版

〕，〔一〕

〕 0772 

各得幾可

數而并以為

0915 

□／ C410106

└，少者受

）如法得一

目可臆測原

比例吻合。

在《九章

少 = 1/1：

/3 = 3：2：

題「以分命

來看，題目

純粹將東

版 

6 

受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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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述（術）曰200：始日直（置）一，次直（置）二，次直（置）四，耤而并

之七=，（七）為法，以十尺扁（遍）乘其（置）直各自為尹
貝（實）=，（實）如法得

一尺。201 0972 

 卒202百人，戟203十、弩204五、負205三，問得各幾可（何）？得曰：戟五十五人十﹝八﹞
206分人十，弩廿七人十八分人十四，負十六人十八分人十二。其 0820 

述（術）曰：同戟、弩、負數，以為法，即置戟十，以百乘之，以為尹
貝（實）=，（實）

如法得一戟。負、弩如此然。207 0765 

 凡208三卿〈鄉〉209，其一卿〈鄉〉 卒千人，一卿〈鄉〉七百人，一卿〈鄉〉五百人，

今上歸千人，欲以人數衰之，問幾可（何）歸幾可（何）？曰：千者歸四﹝百﹞210  0943 

五十四人有（又）二千二百分人千二百‧七百者歸三百一十八人有（又）二千二百

分人四百‧五百歸二百廿七人有（又）二千二百分人六百。 0856 

其述（術）曰：同三卿〈鄉〉卒，以為灋（法），各以卿〈鄉〉卒乘千人為尹
貝（實）

=，（實）如灋（法）一人。211 0897 

 一人負米十斗，一人負粟十斗，負食十斗212，并裹而分之213，米、粟、食214各取幾

                                                                                                                                                             
西平分給每一個人。 
200 此題只有述文，而缺少題目。與張家山漢簡《筭數書》「女織」算題的术文相似。「女織   鄰里有女惡

自喜也，織日自再，五日織五尺。問始織日及其次各幾何？曰：始織一寸六十二分寸卅八，次三寸六十二

分寸十四，次六寸六十二分寸廿八，次尺二寸六十二分寸五十六，次一尺五寸六十二分寸五十。朮曰：直

（置）二、直（置）四、直（置）八、直（置）十六、直（置）卅二，并以為法，以五尺偏（遍）乘之各

自為實。實如法得尺。不盈尺者十之，如法一寸。不盈寸者，以法命分。   王已讎」，因此，蕭燦認為應

是同一道類型的題目。本題與《九章算術》『衰分』第四題：「今有女子善織，日自倍，五日織五尺。問日

織幾何？荅曰：初日織一寸三十一分寸之十九；次日織三寸三十一分寸之七；次日織六寸三十一分寸之十

四；次日織一尺二寸三十一分寸之二十八；次日織二尺五寸三十一分寸之二十五。術曰：置一、二、四、

八、十六為列衰；副并為法；以五尺乘未并者，各自為實，實如法得一尺。」題目相似。或許可為《數》

為《九章算術》之編寫母本添一佐證。 
201 其作法為，始日織：[1/(1+2+4)] 10=1+1/7‧ 尺；次日織：[2/(1+2+4)] 10=‧ 2+6/7 尺；又次日織：

[4/(1+2+4)] 10=‧ 5+5/7 尺。  
202 卒，一種古代民兵的編制。五人一組為伍，百人一組為卒。見周禮˙地官˙小司徒。 
203 戟，武器名。戈和矛的合體，兼有勾、啄、撞、刺四種功能。裝於木柄或竹柄上。出現於商、周，盛

行於戰國、漢、晉各代。南北朝後漸被槍取代，轉而為儀仗﹑衛門的器物。 
204 弩，用機械力量發射的硬弓。 
205 負，通箙，幅盛箭用的器具。以竹﹑木或獸皮等製成。參考《周禮˙夏官˙司弓矢》：「中春獻弓弩，

中秋獻矢箙。」 
206 此處字跡殘損，蕭燦依筆劃殘痕及簡文內容補入「八」字。 
207 其作法為，戟：[10/(10+5+3)]‧100=55+10/18 人；弩：[5/(10+5+3)]‧100=27+14/18 人； 
  負：[3/(10+5+3)]‧100=16+12/18 人。 
208 總共。如：「全書凡二十章。」《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凡百三十篇。」 
209 本題類似《九章算術》『衰分』第五題「今有北鄉算八千七百五十八，西鄉算七千二百三十六，南鄉算

八千三百五十六，凡三鄉發徭三百七十八人。欲以算數多少衰出之，問各幾何？苔曰：北鄉遣一百三十五

人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五分八之一萬一千六百三十七；西鄉遣一百一十二人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五分人之四千

四；南鄉遣一百二十九人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五分人之八千七百九。術曰：各置算數為列衰；臣淳風等謹按：

三鄉算數，約、可半者，為列衰。副并為法；以所發徭人數乘未并者，各自為實。實如法得一人。按：此

術，今有之義也。」或許可為類似《數》之文本為《九章算術》之編寫參考添一佐證。 
210 此處字跡殘損，蕭燦依筆劃殘痕及簡文內容補入「百」字。 
211 其作法為，千者歸：[1000/(1000+700+500)]‧1000=454+1200/2200，七百者歸：[700/(1000+700+500)]‧
1000=318+400/2200，五百者歸：[500/(1000+700+500)]‧1000=227+600/2200。 
212 據題意與文例，蕭燦認為此處可補為「﹝一人﹞負食十斗」。 
213 蕭燦(2010)此處可能輸入錯誤字，其注釋有「衤稟」或「稟」，其解讀為「領受」、「受」之意。因此原文

可能為并裹（稟）而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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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何）？曰：米取十四斗七分斗二└，粟八斗七分﹝斗﹞□／ 2082 

四，食取七斗七分一，食二斗當米一斗。215 0951 

 一人斗食，一人半食，一人參216食，一人駟217食，一人馬六218食，凡五人，有米一石□／ 

1826 

□／欲以食數分之，問各得幾可（何）？曰：斗食者得四斗四升 1842 

九分升四，半食者得二斗二升九分升二，參食者一斗四升廿七分升廿二，駟食者一

斗一升九分升一，馬六食者七升219 0898 

                                                                                                                                                             
214 按《九章算術》『粟米』「糲米三十、粟率五十、稻六十」，推測文中的「米」、「粟」、「食」，應分別對

應《九章算術》的糲米、粟、稻。本題類似《九章算術》衰分章的「返衰」第二題：「今有甲持粟三升，

乙持糲米三升，丙持糲飯三升。欲令合而分之，間各幾何？荅曰：甲二升一十分升之七；乙四升一十分升

之五；丙一升一十分升之八。術曰：以粟率五十、糲米率三十、糲飯率七十五為衰，而返衰之。副并為法。

以九升乘未并者，各自為實。實如法得一，按：此術，三人所持升數雖等，論其本率，精麄不同。米率雖

少，令最得多；飯率雖多，返使得少。故令返之，使精得多而麄得少。於今有術，副并為所有率，未并者

各為所求率，九升為所有數，令有之，即得。」但這兩個文本的「所求之率」不同，本題為 30:50:60，而

《九章算術》此題之比率為 30:50:75。或許這又可為類似《數》之文本為《九章算術》之編寫參考再添一

佐證。 
215 本題要用到「返衰」  1 1 1 50 60 30 60 30 50 6300 7

=
30 50 60 30 50 60 90000 100

    
   

 
法  

負米者之實：   1
10 10 10 1( )

30
    斗 ，負粟者之實：   1 3

10 10 10 ( )
50 5

    斗 ， 

負食者之實：   1 1
10 10 10 ( )

60 2
    斗 ； 

   負米者所分：  7 2
1( ) 14

100 7
 斗 斗 ，負粟者所分：  3 7 4

( ) 8
5 100 7

 斗 斗 ，負食者所分：  1 7 1
( ) 7

2 100 7
 斗 斗  

216 參，此處指三分之一。 
217 駟，此處指四分之一。 
218 馬六，此處指六分之一。 
219 其作法為，斗食者： 

1 120 4
10( ) 4 ( )

1 1 1 1 27 91
2 3 4 6

  
   

斗 斗  

即 4 斗 4+(4/9)升。 
   

半食者： 
1

60 22 10( ) 2 ( )
1 1 1 1 27 91
2 3 4 6

  
   

斗 斗
 

即 2 斗 2+(2/9)升。 
   

參食者： 
1

40 133 10( ) 1 ( )
1 1 1 1 27 271
2 3 4 6

  
   

斗 斗
 

即 1 斗 4+(22/27)升。 
 
駟食者： 

1
30 14 10( ) 1 ( )

1 1 1 1 27 91
2 3 4 6

  
   

斗 斗
 

即 2 斗 1+(1/9)升。 
     

 馬六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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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

 貣

□／

分

□／

 布

曰

如

 米翟

（實

 米翟

曰

 有

（又

             

1
1

2
 

即 7+11
220 蕭燦認

殘痕與「廿
221 第 09
疑它是接

一人參食

斗食者取

馬六食者取

222 ，

律答問」

223依術計

相類：「今
224 1 布當

是一致的
225 依術計

分問題。

錢幾何？
226 米翟（糴
227 端價
228 依術計
229 米翟（糴
230 此處依

相類，但

有錢五百
231 簡文

一的稅，
232 古人的

此處與鄒

訊第十五卷第十

□□十一22

斗六，馬六食

（貸）人百

錢，今貣（

錢百一十九

〔而〕以為

八尺十一錢

：八尺為灋

灋（法）得

（糴）米述

實）=，（實

（糴）229。

：五斗四升

金以出三關

又）六十四

                  
1
6 10
1 1 1
3 4 6


  

1/27 升。 
認為白於簡 089
廿七分升」字

979 號簡上接

接在第 1482 號

食，一人駟食

取六斗九分斗

取一斗九分升

即貸，借貸。

之「府中公

計算借貸利息如

今有貸人千錢

當 11 錢，1 布

的。在算題 07

計算如下：(3
應該是今有

？」 
糴），買入糧食

，即正價。此

計算如下：欲

糴），此字寫在

依術計算如下

但都不屬於衰

百，問得素幾

「兌（稅）」後

最後餘下的

的計算應如下

鄒大海同，亦

十一期第二二

20  1853 

食者取一斗

百錢
222

，息八

（貸）十七

九。其方：

為法，亦以

錢224，今有

灋（法），即

得一錢。 0

述（術）曰

實）如法而

。米賈（價

升230。 083

關=，（關）

四兩分兩之

                 

20
0( ) ( )

27
斗 斗

 

98 的後續簡文

樣不合。 
簡缺失，內容

號簡與第 0898
，一人馬六食

六，1/(1+1/2
一。(1/6)/(1+

《說文解字˙

金錢私貣用之

如下：17 7

30 1




錢，月息三十

布的標準尺寸

773 裡，「布」

311) 8=4+
術。衰分章第

食。《說文解

此處是避秦始

欲糴米錢數/端
在上編繩上方

下：27×(27×10
分問題，應該

何？」 
後脫「一」字

金為一兩。 

下式： 5 5
1

4 4





認為文末似可

二版 

九分升一22

八□／ 0933

錢，七日而

卅日乘 09

十七錢乘七

布三尺，得

即以三尺乘

985 
226：以端賈

得一升228。

）石五十錢

9 

五兌（稅）

六十一。其

                 

文應是「廿七分

容與第 2082 和

8 號簡之後。我

，凡五人，有

+1/3+1/4+1/5
+1/2+1/3+1/4+

˙貝部》：「從人

之」條。 
8 119

00 375


 （1

十。今有貸人七

是 8 尺長，2
」宜視為一種

+(1/8)（錢）。
第十三題如下

解字˙入部》：

始皇帝政諱。

端價 (1 石＝

方，疑為題名

0)÷50=5+(2/5
該是今有術。

字。「除」通

5 125 6
1

4 64 6


 


可補「，以為

21。 0979

而歸之，問

937 

七日為 （

得錢幾可（

乘十一錢以為

賈（價）為

。    0946

錢，今有廿

）除金一兩

其述（術）

                 

分升十一」，所以

和 0951 號簡記

我們猜測若第

有米十五斗（或

5)5=6+(6/9)
+1/5)5=1+(

人求物也。」

17 7 8

30 10




錢 日

日

七百五十錢，

2 尺 5 吋寬。

種商品。 

。此題與《九

下：「今有布一

「糴，市穀也

10 斗)。  
。 

5)（斗），即 5
衰分章第十四

「餘」。「（關

61
( )

64
兩

 
為法；又參五之

取息幾可

實）=，（實

何）。得曰

為 （實）

法227，以欲

6 

廿七錢，欲米

兩231，問始盈

曰：直（置

                  

以，有意見認為

記載的算題相

第 0979 號簡上

或一石半）。

)。 

1/9)。 

」《繫傳》：「借

8

00
利息 ）。此

九日歸之，

此處與《睡虎

九章算術》衰分

一匹，價直一

也。」 

5 斗 4 升。此

四題：「今有

）五兌（稅）

之，以為實」

（何）？曰

實）如法而

：四錢八分

=，（實）2

欲米翟（糴）

米翟（糴）米

盈金幾可（

置）兩而參

                  

為第 1853 號應

相同。但是，因

上接簡缺失為

借也」。參見《

此題與《九章算

問息幾何？」

虎地秦墓竹簡

分章第十三題

百二十五。今

此題與《九章算

素一匹一丈

除金一兩」，

，之後可能還

曰：得息三百

而一223。 07

分錢一。其
225 0773 

米錢數乘一

米，得幾可

何）？曰

參四之232 08

                  

應接第 0898 號簡

因為有馬六食者

為一人斗食，一

《睡地虎秦墓竹

算術》衰分章

」 
簡》所記錄的布

題相類，但都

今有布二丈七

算術》衰分章

，價直六百二

，意為每一關

還有「實如法

百七十五

759 

其述（術）

一石為

（何）？

：一兩有

832 

                  

簡，但筆劃

者，我們懷

一人半食，

竹簡》「法

章第二十題

布的信息

不屬於衰

七尺，問得

章第十四題

二十五。今

關收五分之

法而一」之

 



 □／節

衰

直

 米賈

其

 □

五

 □／

廿

 曰

有

凡卅

斗者

 段

 銅斤

※少廣

 少廣

             
類的文字
233 簡首殘

到「下節
234 此處
235 原簡文
236 以少除
237 「直

表示為算
238 「粟=
斗賈 64 錢

輸章第 1
斗。今欲
239 簡首
240 第 08
少。又已

30/50 斗米

斗糙米。

人當稟粟
241 「倉中
242 第 08
243 按此算
244 段，通

《睡地虎
245 據題意
246 此題應

正確的當
247 少廣是

其廣，故
248 此處依

節233，上節

以九分斗一

（置）節數

賈（價）石

述（術）以

□且稟米五

斗有（又）

米粟且各得

七分升三。

：以粟為六

（又）置粟

卅斗，以物

者以法命之

（煅）鐵一

斤十二斤者

廣 

廣。247下有

                  
字。 
殘，據題意可

節二斗」，連同

「衰」相當於

文「衰以幾可

除多，用「上

（置）節數除

算式：(2-1)÷(

=」為「粟米

錢，因此 12/
1 題相類，但

欲求粺米十斗

「□□」兩字

819 號簡與第

已知粟：米＝5
米。對應的，糙

此算題與《九

粟二斛。倉無

中有米，不智

840 號簡簡首殘

算題現存答案

通煅。煅鐵，

虎秦墓竹簡˙

意，煅鐵與用

應為銅一斤十

當為「三百八

是《九章算術

故曰少廣。」 
依據其他簡內

節一斗。下

一。其述（術

數除一焉以

石六十四錢

以粟=（米）

五斗于倉=，

十三分斗

得幾可（何）

。242  0840

六斗└，米

粟六斗，米

物乘之，如

之。243  17

一鈞用炭三

者，兩得十

有半，以為

                 

可補〔今有竹

同上節，正好

於等差數列的

可（何）？曰

上節一斗」除

除一焉以命之

10-1)=1/9（斗

」合文。依術

/5 斗之賈為(6
但都不是均輸

，問惡粟幾何

字疑為「有人

0828 號簡左

50：30，據算

糙需出 2 斗，

九章算術》均

粟，欲與米一

智（知）」應是

殘，現存長度

案和術文部分

，冶煉熟鐵。

效律》「斗不

用炭比為 1：1
十二錢者，一兩

十四」。1 石

術》的一章，

內容推斷為以

節二斗，衰

術）曰：直

命之237。

，今有粟四

）求之238。

，239（倉）

十。240倉米

）？曰：米取

 

為十斗└，

十斗，麥六

法得一斗，

10 

石一鈞，24

六分十二，

二，248半為

                 

十〕。據答案

好是十節。 
的公差，此題是

」五字重複抄

除「下節二斗」

之」，意為「從

斗）。 

術計算如下：

64×(12/5))÷10
算法。《九章

何？得糲米九

人」。 
左右拼合為一枚

算題數據驗算

抵充 2×(17/30
均輸第 6 題相

一、菽二，以

是算題的另一

度約 24.3 釐米

分，可推知應屬

一石四鈞，所

不正」。 
13。 
兩得十六分之

＝4 鈞＝120
李淳風注:「一

以一為二，補上

衰以幾可（

直（置）上下

0838 

四斗，問得錢

0305 

毋米而有糙

米有米，不

取三斗有（又

，麥為六斗

六斗大半斗

，不盈    

44斤用十三

，朱（銖）

為一，同之

                 

案「衰以九分斗

是求等差數列

抄寫了，為衍

」。「除」是減

從竹的節數中減

粟：米＝5：

0=(64×(4/10)×
章算術》均輸章

九斗。今欲求粺

枚。題意是：

算得：糙：米＝

0)斗米。故出

相類，但都不是

以當所稟粟。問

一問，或者是另

米，下端空白

屬衰分類算題

所以三石一鈞

之十二錢，一銖

斤，1 鈞＝30
一畝之田，廣

上一。 

何）234？曰

下數，以少

錢幾可（何

糙，糙二粟

不智（知）24

又）廿七分

斗└，〔大半

斗，亦令各以

1715 

三斤，兩用十

得廿四分錢

之三，249以為

                  

斗一」知，需

列公差的問題

衍文，當刪。

減、除去的意

減去 1，然後

3，故粟 4 斗

×(3/5))=15+(9
章第 11 題：「

粺米十斗，問

用糙和粟抵充

＝30：17。算

糙：5/[1×(30/
是均輸算法。

問各幾何？」

另一算題。 
約 7.8 釐米。

題。 
鈞＝十三鈞，鈞

銖得三百八十

0 斤，1 斤＝

廣一步，長二

HPM 通訊第十

曰：衰以幾

少除多236，以

）？曰：十

粟一，今出糙
41 0918+08

分升廿四└，

〕□／ 0902

以一為六，

十三兩。245

錢十二。246

為法。250赤

                  

需要從「上節一

。 

思。 
後以之為分母命

斗，為米，為米

/25)（錢）。此

今有惡粟二十

問惡粟幾何？

充 5 斗米，糙

算題計算如下

50)+2×(17/30
《九章算術》

 

。上接簡缺失

鈞，鈞，衡制

十四之十二錢

16 兩，1 兩＝

二百四十步。今

十五卷第十一

幾可（何）？

以餘為衰

十五錢廿五分

糙幾可（何

828 

，粟取三斗有

2 

已，乃并粟

5  0896 
6  0983 

赤251〈亦〉直

                  

一斗」加衰至

命名分數」。

米 4×(3/5)=12
此題與《九章

十斗，舂之，

」 

糙：粟＝2：1
：故每出一斗

0)] ×2=75/13=
均輸章第 6 題

失。 

制單位，三十

錢。所以，「廿四

＝24 銖。 
今欲截取其從

一期第二三版

？曰235：

（實），

分錢九。

何）？當

有（又）

粟米麥，

直（置）

                  

至九次才得

術文可以

2/5 斗。10
章算術》均

得糲米九

問出糙多

斗粟，抵充

=5+(10/13) 
題：「今有

十斤。參見

四」有誤，

從少，以益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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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卌步，亦以一為二，為四百八十步，除252，如法得一步，為從（縱）百六十253 0942 

 下有四分，以一為十二，以半為六└，三分為四=，（四）分為三，同之廿五，以

為法。直（置）二百卌步，亦以一為十二，為二千八百八十步，0949 

除之，如法得一步，為從（縱）百一十五步有（又）廿五分步五，成一畝254。0846 

 下有五分，以一為六十，以半為卅└，三分為廿└，四分為十五=，（五）分為十

二，同之百卅七，以為法，直（置）二百卌步，亦以一為六十， 0811 

為萬四千四百，除之，如法得一步，為從（縱）百五步有（又）卅七分步十五，成

一畝。 0850255 

 下有七分，以一為四百廿，以半為二百一十└，三分為百卌└，四分為分為百五=，

（五）分為八十四，六分為七十，七分為六十，同之千256 0948 

□／直（置）二百卌步，亦以一為四百廿，為十萬八百，除□／ 2103 

□／〔如〕法得一步，為從（縱）九十二步有（又）千八十九分步六百一十二，成田

一畝。 2160 

 下有八分，以一為八百卌└，以半為四百廿└，三分為二百八十└，四分為二百一

十└，五分為百六十八└，六分為百卌└，七分為 0821 

百廿└，八分為百五，同之二千二百八十三，為法，直（置）二百卌步，亦以一為

八百，為廿萬一千六百，〔除之〕257，如法〔得一步，為從（縱）□□〕258 0763 

                                                                                                                                                             
249 「同之三」中的「同之」，解釋為「相加為三」。 
250 以為法，解釋為「將三為除數」。 
251 此處依據其他簡內容推斷，「赤」字應是「亦」，為筆誤。 
252 此處依據其他簡內容推斷應可補成「除之」。 
253 此處依據其他簡內容推斷，應可補成為從「(縱) 百六十步，成一畝」。依 0942 簡逐步翻譯：廣（寬）

逐漸從 1 變大為 1+(1/2)時，將 1 變成 2，變成 1，將 2 和 1 相加為 3，以 3 為除數。將 240 步乘以 2 為 480
步，除以 3，160 即為從（長）。 1603/480)12/()2240())2/1(1/(240  。 
254 此處相較於《九章算術》「乘之成一畝田」，是為驗算的意思。依 0949 + 0846 簡逐步翻譯：廣逐漸從 1
變大為 1+(1/2)+(1/3)+(1/4)時，將 1 變成 12，2 變成 6，3 變成 4，4 變成 3，將 12 和 6 和 4 和 3 相加為 25，

以 25 為除數。將 240 步乘以 12 為 2880 步，除以 25，115+(5/25) 即為從（長），長乘以寬驗算為 240 即

為一畝田：240/[1+(1/2)+(1/3)+(1/4)] = (240×12)/(12+6+4+3) = 2880/25 = 115+(5/25)；(1+(1/2)+(1/3)+(1/4))  
(115+(5/25)) = 240。 
255 依 0811 + 0850 簡逐步翻譯：廣(寬)慢慢從 1 變大為 1+1/2)+(1/3)+(1/4)+(1/5)時，將 1 變成 60，2 變成

30，3 變成 20，4 變成 15，5 變成 12，將 60 和 30 和 20 和 15 和 12 相加為 137，以 137 為除數。將 240
步乘以 60 為 14400 步，除以 137，105+15/137 即為從，長乘以寬驗算為 240 即為一畝田。一畝田面積÷

廣= 240/[1+(1/2)+(1/3)+(1/4)+(1/5)] =(240×60)/(60+30+20+15+12) =14400/137 = 105+15/137 (從)；廣從 = 
(1+1/2+1/3+1/4+1/5)  (105+15/137) = 240 (一畝田面積)。 
256 此處依據其他簡內容，推斷應在千字後面補上：「八十九，以為法。直 ( 置 ) 二百卌步，亦以一為四

百廿，為十萬八百步，除之，如法得一步，為從 (縱) 九十二步有 (又) 千八十九分步六百一十二，成田

一畝。」2103 簡和 2160 簡文中缺失的部分還原後，很有可能和上句相同。第 2160 號簡的拼連方案，是

蕭燦引自大川俊隆。依 0948+2103 +2160 簡，翻譯如上面幾題：廣為 1+1/2+1/3+1/4+1/5+1/6+1/7 時，將 1
到 7 分別變為 420、210、140、105、84、70、60，以和 1089 為除數。將 240 步乘以 420 再除以 1089，92+(612/1089)
即為從，長乘以寬驗算為 240 即為一畝田。一畝田面積/廣= 240/[1+(1/2)+(1/3)+(1/4)+(1/5)+(1/6)+(1/7) = (240
×420) / (420+210+140+105+84+70+60) = 100800/1089 = 92+(612/1089) (從)；廣從 = 
[1+(1/2)+(1/3)+(1/4)+(1/5)+(1/6)+(1/7)] (92+(612/1089)) = 240 (一畝田面積)。 
257「〔除之〕」字模糊，根據題意補出。 
258「〔得一步，為從(縱) □ □〕」，字模糊，根據題意補出，後面應加上「八十八步二千二百八十三步六

百九十六，成一畝。」計算如下：一畝田面積/廣 
= 240/[1+(1/2)+(1/3)+(1/4)+(1/5)+(1/6)+(1/7)+(1/8)] =  
= 240×840/(840+420+280+210+168+140+120+105) = 201600/2283 = 88+(696/2283) (從)； 
廣從 =[1+(1/2)+(1/3)+(1/4)+(1/5)+(1/6)+(1/7)+(1/8)]  [88+(696/2283)] = 240 (一畝田面積)。 



 下有

└

為

為

之

九

 述

如

 田廣

 □／

※體積

 〔倉

高

尺

 倉廣

倉積

             
259 計算如

2520)/(25
(1+1/2+1
260 第 17
261 廣從相
262 編號

同之十一

分，0942
與《九章

有三」在

術》對應
263 廣：東
264 根據
265 在穀物

麥堆積成

因此，這

後面的「

準高度」

高度與一

這個條件

倉庫中刻

要裝入標

皆如此」

要知道穀

的情況下

竹簡連結
266 禾一石

(25×12=3
267 雖然有
268 童：在
269 意即一

有十分，以

，五分為五

三百一十五

法，直（置

，如法得一

，成田一畝

（術）曰：

法一人。26

廣五分步四

即以少廣曰

積類算題 

倉廣〕二丈

法，即曰，

為 （實

廣五丈，袤

積尺及容粟

                  
如下：一畝田

520+1260+84
/3+1/4+1/5+1

741 號簡完好

相乘為一畝田

J02 的照片包

一，以為法。

2；0940+084
章算術》「少廣

在 J02 照片中為

應之句子。 
東西向長度、

0760 簡，把禾

物換算類問題

成底面一尺見

句話的意義應

「萬石，十二萬

，而不是指倉

一石禾的標準

件。如果要按

刻意就將禾堆

標準高度為十

，又使這個解

穀物的種類，就

下，都有無法解

結。如果是第

石放在此倉的

300)，12 萬尺

有出現「童」

在此指長方體

一石的粟堆積

以為二千五

五百四└，

五└，九分

置）二百卌

一步，為從

畝。 0855 

以少廣。曰
60 1741  

四，啟從（

曰：下有三

丈五尺，問

，禾石居十

實）=，（實

袤七丈，童

粟各幾 080

                 
田面積/廣= 24
40+630+504+4
1/6+1/7+1/8+
，下半部空白

田，計算如下

包含兩段殘片

」第二段文字

46；0811+085
廣章」之第一

為殘片，另外

、袤：南北向

禾放在底面積

題的竹簡 0760
方的長方體時

應為：將一石的

萬」就很容易

倉庫堆積穀物

高度，這樣的

照蕭燦的解讀

積至十二尺高

二尺的禾，求

解釋出現問題

就不會有求高

解釋的地方，

三種可能，目

的高度是 12 尺

尺為實，袤=1
字，但從後

體的高度，「盈

積成以一尺見

百廿，半為

六分為四百

為兩百八十

步，亦以一

（縱）八十
259 

曰:下有三分

縱）三百步

分，以一為

袤263幾可

二尺264，26

實）如法得袤

高二丈，26

1 

40/[1+(1/2)+(1
420+360+315
1/9+1/10) [8

白。上接簡缺

下: (4/5)300 =
，第一段文字

字中，「凡成百

50；0948+210
、三、四、六

外也缺少「下

長度。 
積為 1 平方公

0 與 0834 亦有

時，高為二尺

的禾堆積成底

易用同樣的方

物的高度。蕭燦

的解讀不見得合

讀，那麼，唯

高，如此一來

求袤的長度」

題。因為如果把

高的問題。因

除非 0498 與

目前，我們尚

尺；禾一石體

120000/300=4
後面的計算過程

盈與童平」是

見方為底的長方

為千二百六

百廿，七分

十└，十為

一為二千五

十一步有（

分，以一為

步，成田一

為□／ □／□

（何）容禾
65萬石，十

袤一尺，其
67今粟在中

1/3)+(1/4)+(1/
5+280+252) =
81+(6939/738

缺失。 
= 240(為一畝

字中，下有三

百卅六以為法

03+2160；08
六、七、九題對

下有六」、「下有

公尺的四稜柱

有類似的語句

尺四寸。本題的

底面一尺見方

方法解釋。而且

燦在解讀此題

合適。但是，

唯一可能的情況

來，這樣本題就

。但解決此一

把穀物的「標

因此，不管是我

與 0645 兩條簡

尚未看到可以連

體積為 12 立方

400（尺）。

程來看，本題

是說明粟米放的

方體時，高度

六十└，三分

分為三百六十

為二百五十二

五百廿，凡六

又）七千三

為六，凡成十

一畝，以少廣

□六，凡成百

禾萬石？曰：

十二萬266 04

其以求高及廣

，盈與童平

/5)+(1/6)+(1/7
=604800/7381

1)] = 240 (一畝

畝田)，240 平方

三分，應該接

法」，明顯地從

821+0763；09
對照。《數》的

有九」、「下有

，其高度為 1
句，例如「麥二

的後面一題亦

方的長方體時

且，這就表示

題時，將「十

如果我們這樣

況是：由於禾

就有意義了，

一疑問之後，

標準高度」當

我們原先的解

簡原本不該串

連結的殘簡，

方尺，一萬石總

題的立體應該

的高度與童高

度為二尺七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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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八百卌

十，八分  

二，同之七

六十萬四千

三百八十一

十一以為法

廣求之。261

百卅六以為

：袤卌丈。

498 

廣皆如此。

平，268粟一

7)+(1/8)+(1/9
= 81+(6939/7
畝田面積)。 

方步為一畝。

「以一為六，

從數據分析，兩

958+0789+08
的少廣部分明顯

有十一」、「下有

12 公尺。 
二尺四寸一石

亦有「粟一石居

，高為十二尺

示這裡的「十二

二尺」使用兩

樣解讀正確，那

禾的「標準高度

也就是「在廣

答案最後又冒

成倉庫堆積的

解讀還是蕭燦的

串成同一題，而

，有待未來研

總體積為 12 萬

不是「芻童」

高一樣。 
。 

十五卷第十一

卌└，四分為

0958 

七千三百八十

千八百，除 

一分步之六千

法，亦令材一

1 1833  

為法262 J02 

术（術）曰

 0645 

一石居二尺七

9)+(1/10)] = (2
7381)；廣從

。 
，以半為三，

兩段屬不同題

55 這六題相類

顯缺某些題，

有十二」等與

石」，可解讀為

居二尺七寸」

尺。如果這樣解

二尺」是某種

兩次，同時當

那麼題目就少

度」為十二尺

廣為二丈五尺

冒出來「其以

的固定高度，

的解讀，在不

而應該各自去

研究，「以俟能

萬立方尺。廣

」，而是長方體

一期第二五版

為六百卅

十一，以

0789 

千九百卅

一為六，

 

曰：以廣乘

七寸，269問

240
從 = 

三分二，

題。少廣部

類似，可

，其中「下

與《九章算

為將一石的

的說法。

解讀的話，

種禾的「標

當成堆積的

少了「高」

尺，所以，

尺的倉庫，

以求高及廣

那麼，只

不改動原文

去找其他的

能言者」。 
廣乘高為法 

體。 

版 

乘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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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何）？曰：積尺七萬尺，容粟二萬五千九百廿五石廿七分石廿五。述（術）曰：

廣袤相乘，有（又）以高乘之，即尺。270以二尺271 0784 

 城止272深四尺，廣三丈三尺，袤二丈五尺，積尺三千三百。术（術）曰：以廣乘袤有

（又）乘深即成┕。唯筑城止與此等。273 1747 

 救（求）城之述（術）曰：〔并上〕下厚而半之，以袤274乘之275，即成276尺。277 0767 

 城下后（厚）三丈，上后（厚）二丈，高三丈，袤丈，為積尺七千五百尺。278 0996 

 □／ 尺，積尺萬五千六百┕。术（術）曰：上后（厚）乘上袤，下后（厚）乘 1740 

下袤，并之，有（又）并上下袤相乘也279，同之二千六百，以高乘之，六成一。280 1746 

 救（求）隄281廣袤不等者，282同袤半之，亦同廣半之，乃各以其徐廣袤相乘，高乘即

                                                 
270 依前術文計算，倉庫體積為 50 70 20 70000( )   尺 。 
271 剩餘的術文，應該在其他的竹簡上。最後一句話可能是「以二尺七寸為法，七萬尺為實=，（實）如法

得容粟一石」。依前述術文計算，7000/(2+(7/10))=25925+(25/27)（石）。 
272 「城止」即城的地基。 
273 本題的城止為長方體，體積即廣袤深相乘， 33 25 4 3300( )   尺 。 
274 此處應該少了「高」。 
275 城體積= )(

2

)(
高童袤

下厚上厚


 。 

276 應為「城」字。 
277 本題與《九章算術》商功章的「城」相同，都是兩端為等腰梯形的柱體。術文首句前面，蕭燦依殘痕

與題意補上「并上」二字，第二句少了「城高」，也就是等腰梯形的高，故蕭燦在將術文加上一字，改為

「以（高）袤乘之」，因此，術文可列式為
1

( + )
2

  上厚 下厚 高 袤 。 

278 依前術文計算，
1

(30 20) 30 10 7500( )
2

     尺 。 

279 此術文有「上下厚、上下袤」，推估應該是「芻童」的體積公式。 
280 本算題不完整。從術文中的上后、上袤、下后、下袤與高這些量來看，本題的立體應該與《九章算術》

商功章及《筭數書》中的芻童是相同的（如下圖）。《九章算術》的體積公式是

1
[(2 + ) +(2 + ) ]

6
     上袤 下袤 上廣 下袤 上袤 下廣 高 ，而《筭數書》中的術文，則可解讀為

1
[ + +( + ) +( + ) ]

6
     上袤 上廣 下袤 下廣 上袤 下袤 上廣 下袤 上袤 下廣 高 ，兩者是等價的。如果把本算題

的「后」視為「廣」的話，那麼，這裡的術文與《九章算術》及《筭數書》中的術文接近，但仍不相同。

這對校勘者造成了困擾。蕭燦引述了彭浩、武田時昌、鄒大海、林力娜（Karine Chemla）與徐義保等學者

的意見。各家學者的共識如下：如果本題描述了正確的芻童公式，那麼，術文最有可能是

1
[ + +( + ) ( + )]

6
    上袤 上后 下袤 下后 上袤 下袤 上后 下后 高 。彭浩與武田時昌認為不需改動原文，但要對

術文中的「上后」、「下后」或「并之」做字面以外的解釋；另外三位學者則主張補入數個字使術文正確。

我們的意見與鄒大海以及林力娜較接近，就是要補入五個字，即「…有并上下袤〔，亦並上下后〕，相乘

也…」。這樣，就可以使術文描述出正確的公式。 
 

 
 

芻童示意圖 
 

281 同「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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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283
┕。284廣袤等者，徑令廣袤 0940 

相乘高即成。285 0845 

 方亭，乘之，上自乘，下自乘，下壹乘上，同之，以高乘之，令三而成一。286 0830 

 乘方亭述（術）曰：上方耤之下各自乘也，而并之，令上方有（又）相乘也，以高乘

之，六成一。287 0818 

 □／ 亭，下方三丈，上方三〈二〉丈，高三丈，為積尺萬九千尺。288 0777 

 方亭，下方四丈，上三丈，高三丈，為積尺三萬七千尺。289 0959 

 □／ 〔上方五〕丈，下方三丈，深丈五尺，為積尺二萬四千五百〔尺〕。290 1658 

 乘園（圓）亭之述（術）曰：下周耤之，上周耤之 □／  0768 

□／ 各自乘也，以上周壹乘下周，以高乘之，卅六而成一。291 0808 

 員（圓）亭上周五丈，下〔八〕丈，292高二丈，為積尺七千一百六十六尺大半尺。其

术（術）曰：耤上周各自下之后而各自益293 0766 

 救（求）除之述（術）曰：半其袤以廣高乘之，即成尺數也。294 0977 

                                                                                                                                                             
282 「隄」即堤防。本題應該與《九章算術》商功章的「堤」相同，亦為兩端是等腰梯形的柱體。 
283 此題我們同意蕭燦的見解： 
   袤不等，堤體積=[(上袤＋下袤)/2]×廣×高。 
   廣不等，堤體積=[(上廣＋下廣)/2]×袤×高。 
284 所謂「廣不等」與「袤不等」，應該是指隄的方向不同，「廣不等」就是城兩端的梯形面在廣那一面，「袤

不等」就是在袤那一面。所以，廣不等者的體積公式即為
1

( + )
2

  上廣 下廣 袤 高 。袤不等者的體積公式

即為
1

( + )
2

  上袤 下袤 廣 高 。 

285 「廣袤等者」，就是上廣等於下與上袤等於下袤相等，所以，公式即為廣袤高相乘。「廣袤等者」，就是

上廣等於下與上袤等於下袤相等，所以，公式即為廣袤高相乘。廣袤相同者，堤體積= 高袤廣  。 
286 從術文來看，此處的方亭與《九章算術》商功章的方亭相同，即截頂方錐。「上」指上底的邊長，「下」

指下底的邊長。術文的體積公式為 2 2 1
( )

3
    上 下 上 下 高 。 

287 本題名為「乘方亭述」，但與簡 0830 方亭的術文相去甚遠。我們認為本題有可能是將方亭視為一種芻

童的特例，套用其公式所得的術文。但這樣仍然無法合理地解釋術文，因此，術文可能有缺漏。蕭燦 (2010) 
引述武田時昌與鄒大海的校勘意見，皆認為需要補入許多文字。綜合二位學者的意見，原文將會變成「上

方耤之，下〔方耤之〕，各自乘也，而并之，令上〔下〕方有相乘也，〔同之〕，以高乘之，六成一」，則此

術文可解讀為體積公式 2 2 1
[ + +( + ) +( + ) ]

6
   上方 下方 上方 下方 上方 上方 下方 下方 高 。 

288 本題根據答案，上方應為「二丈」，術文可列式為 2 2 1
(20 30 20 30) 30 19000( )

3
      尺 。 

289 依前述術文計算， 2 2 1
(30 40 30 40) 30 37000( )

3
      尺 。 

290 蕭燦依題意與殘痕在前面補上「上方五」三字。依術文計算， 2 2 1
(50 30 50 30) 15

3
     24500( ) 尺 。 

291 本題與《九章算術》商功章的圓亭體積公式相同，即 2 2 1
( )

36
    上周 下周 上周 下周 高 。 

292 根據計算，下周應為「八」丈，故蕭燦補入一字。 

293 根據前一條的術文計算，體積為 2 2 1 2
(50 80 50 80) 20 7166 ( )

36 3
      尺 。 

294 「除」的本意為「殿陞」，也就是宮殿之石階。《九章算術》與《筭數書》都有「羨除」，也就是墓道的

體積計算。但是，觀察本題的術文，與《九章算術》與《筭數書》中「羨除」的形狀不同，反而比較像《九

章算術》中「邪解立方」而成的「塹堵」，也就是直角三角柱。這個形狀也並未違反「除」字的本意，可

以視為一種上升的階梯。為本題依術文計算，「除」的體積公式為
1

2
  袤 廣 高 ，也與《九章算術》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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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隹（錐）者，兩廣相乘也，高乘之，三成一尺。295 0997 

 城上廣二丈，下廣五丈，上袤六丈六尺，下毋袤，高六丈四尺，積尺六萬三千三百六

十尺。术（術）曰：以上296 0456 

 □／ 廣袤相乘，高乘之，二成一尺。297 J13 

 有玉方八寸，欲以爲方半寸畁（棋），問得幾可（何）？曰：四千九十六。述（術）：

置八寸，有（又）耤置八寸，相乘爲六十四，有（又）耤置六298 J25 

                                                                                                                                                             
「塹堵」相同。 

 
「除」的示意圖 

 
295 本題「積隹」的術文中有「兩廣」，如果這代表兩廣可以不等的話，則我們就無法同意蕭燦將此題解讀

為與《九章算術》商功章的方錐相同。如果這是一個底面為長方形的錐體，那麼，就與《九章算術》與《筭

數書》不同，它們只有陽馬、方錐兩種特殊的四角錐，以及相當於截頂長方錐的芻童，沒有長方錐。本題

依術文計算，體積為兩廣相乘，乘以高再乘以三分之一。 
296 本題術文有殘缺。僅從題目文字來看，雖然本題所求的立體名為「城」，但是與前面簡 0767 的「城」

顯然是不同的。文字中有提到「上廣」、「下廣」、「上袤」以及「下無袤」，因此筆者推測可能是形如下面

兩示意圖中的立體。如示意圖一，如果這個立體的一個側面與上廣及上袤所圍成的上底面垂直，則這個立

體可以看成《九章算術》中羨除的一種特例。一般的羨除三廣不等，而這個立體是一種上兩廣相等的羨除，

使得上底面是長方形而非梯形。因此這種立體只有上廣與下廣，《九章算術》中羨除一題中提及的「末廣」

在此就與上廣相等。這種立體可以分割成一個「塹堵」與兩個「鼈臑」，劉徽在對《九章算術》的注解中

也有提及這種立體。如果本題的立體不見得如示意圖一，而是如示意圖二一樣，側面均不垂直上底面，那

麼這種「城」，就與《九章算術》及《筭數書》中所出現的立體均不相同，可以視為《數》這批竹簡中的

新發現。 
 

 
 

城示意圖之一             城示意圖之二 
 
 

297 本題與簡 0977 的算法相同，可能也是求「除」的體積。 
298 本題原本可以用16 16 16 4096   得到答案，亦即長寬高皆為 16 個棋子，但術文為 8 8 64  ，

64 64 4096  。根據蕭燦引述鄒大海的解讀，1 寸見方的棋，可以從長、寬、高分別平分成 8 個半寸棋。

將 8 個半寸棋排成長 8 寸，寬、高各 1 寸的長條，就有 8 8 64  個半寸棋。將這樣的長條 8 條排成一層

立方棋，再疊 8 層就可得原來 8 寸見方的立體。因為這樣就有 8 8 64  個長條，因此總共有 64 64 4096 
個半寸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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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置）□／

並以為

一錢買二物，

術）312以

判讀。 
判讀。 

判讀。 

，也有繼續別

bt/index.rbt。

方法，如同蕭

價於簡單的二元

、不足母互相

1
1

3
  。 

文句中尚不明確

用贏不足的方

麼，母錢與子

上(共一斗)的條

位是「斗」抑

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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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五千九百

人之初幾可

母 306 0413

三，今欲賞

0 

□／ C410104 

（實），而

，各得幾可

0499 

別人之事業或闡

日期：2012/

燦文中所提供

元一次聯立方

相乘上對方的不

確。 

方法，蕭燦依照

子錢就 會依照

條件，如果沒

抑或是「升」

十五卷第十一

百卌尺。300 

可（何）錢？

3 

賞（償）米

而並贏、不足

可（何）？曰

闡述他人之學

/10/13。也許

供的解法，應

方程組的問題

不足子與贏子

照《九章算術

照子錢的不足

沒有則有無法有

，在贏不足的

一期第二九版

0980 

？得曰：人

，斗二錢，

足以為法，

曰：米得一

學說。引自

這可以說

應是

題，在當時

子，如此一

術》中贏不

足與贏分配

有唯一的

的方沒有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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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313 依照蕭

母)則不明

放在一起
314 按本題

可以翻譯

半平

深

這個問題

的出土的

壁中，不

如深寸而

這兩個問

圓的周長

敘述，我們

相似三角

痕跡，此

(一) 勾股

 

     
 

設 2AB 

訊第十五卷第十

不足求之。

九錢，秶十

，叔（菽）

用八錢，問

﹞曰：直

下，叔（菽

七，同之卅

一乘叔（菽

足□／ C100

以為法，如

不足以為法

一述（術）

股算題 

園（圓）材

(何)。即曰

寸為法，如

                  
蕭燦的復原方

明，目前尚未

起。但因為簡

題算法：「半

譯為如下算式

+ =
半平

深 材
深

題和《九章算術

的其他簡牘數

不知大小。以鋸

而一，以深寸增

問題其實完全

長。這或許暗

們其實無法看

角形對應邊成

此題的解答依

股定理 

2c ，直徑 AC 

十一期第三○

。□／ 0026 

十□／ C0201

）十斗□／ 2

問各幾可（

（置）稻九

菽）五，直

卅，為稻

菽）五為

0108 

如法各得一

法，如法得

）曰，以七

材薶（埋）

曰：半平得五

如法得一寸

                 
方案，最後一

未了解三項的運

中也並沒有明

平得五寸，令

： 

材徑。以半平

術》第九卷勾

學文獻中，並

鋸鋸之，深一

增之，即材徑

相同，唯一差

示：當時算家

看出它依據何

比例，或是圓

據大概只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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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何）？曰：

，不足一其

（置）贏三

（實），以

（實），同

斗。313 049

一錢。 09

十錢為法，

地，不智(知

五寸，令相

，有（又）

一枚簡 0497 中

運算方式。主

明確的資訊，

令相乘也，以

平=5 寸代入得

勾股章第 9 題

並沒有發現類

一寸，鋸道長一

徑。」如果不考

差別，乃在於

家已經熟悉圓

何種數學原理求

圓相交弦定理

下列兩種可能

，由勾股定理

：稻六斗 0

其下，粢七

三其下，粢

以叔（菽）

同贏 0496

97 

905（殘簡）

，以三錢乘

知)小大，斲

相乘也，以深

）以深益之

中，「各得一斗

主要由 0496 這

解釋全部究竟

以深一寸為法

得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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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 寸

寸

題的問題類似

類似的問題。《

一尺。問徑幾

考慮問題的情

於《九章算術》

圓周與直徑之關

求解。按當時

理推導出結果

能：運用勾股定

理知 

0799 

七，直（置）

粢不足□／ 21

三乘（菽）

） 

乘 1655（殘

斲之，入材

深  0304 

之，即材徑也

斗」與解釋不合

這枚簡可看出

竟買了幾斗，

，如法得一寸

1 26 寸 寸

，是秦簡《數

《九章算術》

幾何？答曰：材

情境及語言表

》最終要求的

關係（譬如周

已知的中國算

。然而，由於

定理或相似直

）贏□／ 219

79 

）五，十五

殘簡） 

材一寸而得平

也314。 045

合，但若將 0

出有三項的運算

，故亦無法做

寸，有(又)以深

。 

數》中唯一的一

勾股章第 9 題

材徑二尺六寸

表達的差別，只

的是圓的直徑

周三徑一）。另

算理來推測，它

於中國古代沒有

直角三角形對

98 

五為粢 （實

平一尺，問

57 

0497 簡捨去

算，所以將相

做出其他的結論

深益之，即材

一道勾股問題

題:：「今有圓

寸。術曰：半鋸

只從給定的條

，而秦簡《數

另一方面，從

它可以運用勾

有運用圓相交

對應邊成比例的

實），以稻

問材周大幾

，則法(分

相關的殘簡

論。 

材徑也」，

題。在已知

圓材，埋在

鋸道自乘，

條件考察，

數》則是求

從簡文解題

勾股定理，

交弦定理的

的性質。 

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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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推論方式，引

何定理，因此

用了句股定理

容，在先秦數學

手材料，也見

簡完好，但簡

而﹞」據筆畫

(2010)指出，第

885 號簡完好

(2010)發現，

段「實為□」

44 號簡上下均

號簡上段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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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蕭燦的博

，被運用的可

，還需要更多

學著作中就有

證先秦中國人

簡上段約有九

畫殘痕補出。

第 0889 號簡完

。 
第 1657 號簡

也不像《數》

均殘。 
簡尾稍殘。整

□﹝而﹞316

曰：置一人

置五斗，五

有（又）七

4 

銖）十三分

                 

d

 

例的性質 

博士論文。同

可能性應該極

多佐證。儘管

有淵源。它為

人認識勾股定

九個文字模糊無

 
完好。然簡上

簡照片有三段殘

》的字體風格

整簡字跡漫漶

6五317，同之

人而四倍之

五倍為 （

七分升一

分朱(銖)三

                 

時，她也提到

極小。我們也同

管如此，這一個

為我們瞭解先秦

定理的可能性

無法辨識。後

上段字跡模糊不

殘簡。中間一

格。 

漶。經本研究

之五斗，問

之，為廿一

（實）  ，

實為□319

。321 J12 

                  

到，第二種必

同意此一推測

個「(圓)材薶

秦（或至遲秦

。 
後續簡可能是

不可辯識，約

一段不是《數》

究團隊比對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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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得米幾可

0889 

（實）如法

1657 

                  

必須利用到中國

測。然而，《數

薶(埋)地」問題

秦朝）時代這類

0885 號簡。

約有九個的墨跡

》的內容，故

結果，上述 6

十五卷第十一

（何）？曰

法一。318 08

                  

國傳統算學幾

數》的作者，

題說明《九章

類演算法的情

 

跡。後續簡可

故不錄入本《數

6 枚「其它」

一期第三一版

曰：廿一

885 

                  

幾乎不曾出

究竟是否

章算術》勾

情況，提供

可能是 0885

數》簡中。

類簡，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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