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积分思想 

                         ——中西数学史的小比较 

微积分思想在中西数学史的开端都已有一定的年代，并且在数学史上的地位

十分重要，微积分被称为“继欧几里得几何之后，全部数学中的一个最大的创造”

1。 

在西方数学史中，公元前 225年，著名的古典数学家阿基米德（Archimedes）

已经提出了“π”这一数学实体概念 2，并且在其研究中使用“穷竭法”求解了

曲边三角形的面积，虽然阿基米德的“穷竭法”研究并不完全可与近代微积分思

想的基础——“极限”同日而语，但也被认为是微积分在西方数学思想的起源。 

而就中国数学史而言，刘徽的“割圆术”相比之下更接近近代微积分的极限

运算，其在氏著《九章算术注》中对中国古代数学经典《九章算术》作出了巨大

发展（《九章算术》中已有对圆的面积探讨），在公元 3世纪写下了著名的“割圆

术”，并被部分学者认为是最早的使用无穷小和极限思想的数学证明
3。 

从中比较不难看出，就源头而言，中国数学史在积分思想上的起点高于西方

数学史，然而在此后令人熟知的历史发展中，中国数学史在微积分上与西方数学

史可谓出现了“大分流”4。西方在近代涌现了一大批数学家，近代积分学也得以

建立，而中国在此之后的数学思想仍难以成系统，仅为零散的朴素思想。 

这种差异的内在原因，笔者认为存在于“逻辑”的有无。西方自亚里士多德

始便建立起了逻辑学，并且不断发展，而逻辑学对于数学知识系统的建构和工具

性作用是无可替代的，这是近代西方数学以及西方科学得以不断发展的基础。 

综上所述，通过对中西数学史微积分思想发展的一个小比较，笔者更深刻地

认识了逻辑以及逻辑思想在数学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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