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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序

本书的作者，是南京师范大学涂荣豹教授的博士，主要从事
数学教育和数学史的研究。他 2001年至 2004年在贵州师范大学
师从我的老搭档汪秉彝教授和我攻读硕士学位，其间已经接触到
民族数学文化与民族数学教育的相关概念、理论和方法。他于
2013年到凯里学院工作，很快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开始尝试
从事民族数学文化与民族数学教育的研究，主攻贵州少数民族数
学文化研究，并逐渐取得了一些成果。
《人类学视域下的贵州少数民族数学文化研究》是作者近三

年来研究贵州少数民族数学文化与民族数学教育的成果汇总。在
这本书的前言部分，作者介绍了欧美数学人类学的部分成果，并
以张和平博士的 “苗族数理文化研究”为例进行深入剖析，对
中国数学人类学研究内容的取舍、研究方法的选择、研究路径的
设计进行了有意义的思考。

本书的第 1章，作者勾勒了近二十年来贵州少数民族数学文
化研究的大致轮廓，并重点介绍了凯里学院民族数学文化与数学
教育研究团队近年来所取得的成果。

本书的第 2章至第 5章，作者在广泛的田野考察和较为充分
的文献梳理的基础上，论述了贵州苗族、侗族、水族、布依族等
民族的数学文化，主要研究了这些少数民族的民族建筑、民族服
饰、文字符号、生活习俗、民间游戏、传统工艺、神话传说乃至
天文历法中蕴含的数学元素和数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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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第 6章，作者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从少数民族
的文字、建筑、服饰、生活习俗等方面探讨文化发展和数学起源
的关系，并试图通过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干栏式建筑所承载的几
何元素的分析讨论几何学优先发展的可能缘由，同时以 “锦屏
文书林业契约中的记数数码、股份制记数法研究”为主题给出
了一个民族数学文化研究的案例。

本书的第 7章，作者首先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讨论了民族地
区数学教育的文化适应性问题，接着以水族数学文化为例对民族
数学文化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做了有益的实践探索，最后以
“苗族服饰图案中的乘法公式”为主题给出了一个民族数学文化
引入数学课堂教学的完整教学设计。

纵观全书，研究视角新颖、独特，研究方法科学、系统，研
究结论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作者不仅得到了一些民族
数学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同时将研究所得的民族数学文化成果
应用于民族地区数学教育，对其他少数民族数学文化的挖掘和民
族数学教育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2016年 5月 3日于贵州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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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数学人类学
———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０．１　引言

数学人类学委员会是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 （简称

ＩＵＡＥＳ）下设的２７个研究委员会 （２００４年统计）之一［１］。在欧

美等西方国家，早在１９世纪末就开展了数学人类学的实践研究，

从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主要有比斯霍普 （Ａｌａｎ　Ｊ．Ｂｉｓｈｏｐ）、

汉 斯 · 霍 夫 曼 （Ｈａｎｓ　Ｈｏｆｆｍａｎ）、巴 罗 诺 夫 （Ｐａｕｌ　Ａ．

Ｂａｌｌｏｎｏｆｆ）、米奇尔·巴顿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Ｂｕｒｔｏｎ）、托马斯·克伦

普 （Ｔｈｏｍａｓ　Ｃｒｕｍｐ）、科诺尔斯 （Ｊｅａｎｎｅ　Ｃｏｎｎｏｒｓ）、维特根斯

坦 （Ｌｕｄｗｉｇ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罗伯特·兰德尔 （Ｒｏｂｅｒｔ　Ｒａｎｄａｌｌ）、

罗伯特·科泽尔卡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ｏｚｅｌｋａ）、伊拉 · 布奇拉 （Ｉｒａ

Ｂｕｃｈｌｅｒ）、威麟亚姆·基欧格赫甘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Ｇｅｏｇｈｅｇａｎ）等学

者，对数学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和意义等开展探究，

并有丰硕成果发表和出版。

遗憾的是，在中国学术界，“数学人类学”作为一个专业术

语至今仍鲜见使用，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就没有数学人类学。事

实上，在中国，已有学者开展了诸如民族数学、科学人类学、少

数民族科技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其中一部分研究实质上就是数

学人类学研究。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有西南大学周开瑞、贵

１



州师范大学吕传汉、内蒙古师范大学代钦等教授分别对羌族、水

族、蒙古族的传统数学文化［２］～［４］ 作了积极的探索。近年来，张

和平、罗永超、申玉红、杨启祥、周长军等学者的研究成

果［５］～［８］ 标志着中国数学人类学正在兴起。

凯里学院民族数学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在多年从事民族数

学文化研究及其引入数学课堂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为数

学人类学研究团队。他们以 《凯里学院学报》为阵营期刊，２０１２
年１１月，在徐晓光主编和傅安辉常务副主编的精心策划下，通

过 《凯里学院学报》学术委员会的研究，决定 《凯里学院学报》

从２０１２年第６期开始开辟 “数学人类学”栏目，并在这一期首

次推出３篇数学人类学文章。迄今为止，该栏目一共推出６期，

发表数学人类学方向的研究论文１４篇，详见文献 ［９］～ ［２２］。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中国科学院学部和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

学研究所共同主办的 《科学与社会》杂志发表了张和平、罗永超

等人的题为 《欧美数学人类学的若干问题研究》［２３］ 的文章。民

族出版社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出版了张和平的 《数学人类学———苗族

数理文化》［２４］ 一书。

０．２　欧美数学人类学研究概述

欧美数学人类学的实践研究首推爱德华·Ｂ．泰勒 （Ｅｄｗａｒｄ

Ｂｕｒｎｅｔｔ　Ｔｙｌｏｒ）。早在１９世纪末他就在 《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

究》一书中讨论了数学人类学的实践研究，主要包括： （１）对

数、算术以及度量衡的发展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研究；（２）对几何

学、代数学与人类活动关系的研究。［２５］

欧美数学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有： （１）比斯霍普
（Ａｌａｎ　Ｊ．Ｂｉｓｈｏｐ）的 《数学的文化适应：数学教育的文化视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ｅ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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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８８）一书，该书结合数学和人类学

这两门学科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人类学是理解

数学知识传播的一个有用工具［２６］； （２）霍夫曼 （Ｈａｎｓ

Ｈｏｆｆｍａｎ）在 《数学人类学》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１９６９）一文中对数学人类学的价值、对象做了剖析［２７］； （３）巴

罗诺夫 （Ｐａｕｌ　Ａ．Ｂａｌｌｏｎｏｆｆ）在 《社会人类学的数学基础》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１９７６）［２８］ 一

书中对社会人类学以及与其有着必然联系的区域人口理论提出了

一个综合的数学理论框架； （４）米奇尔·巴顿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

Ｂｕｒｔｏｎ）在 《数学人类学》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１９７３）［２９］

一文中对 “人类学中的度量模式”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度量的目标”（ｇｏａｌｓ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数据

的近似度量”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ｄａｔａ）以及 “优

选法或排队法的模型”（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ｒ　ｒａｎｋ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多维模型”（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等开展研究，从本质

上说，这些都属于数学在人类学及相关领域中的应用研究；（５）

托马斯·克伦普在其专著 《数字人类学》［３０］ （１９９０，这本书是世

界第一本系统的数字人类学著作）中采用了世界各地大量的历史

资料和田野调查数据，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数字在文化中使用的第

一手材料，涉及了法、德、拉丁、希腊、日、中、梵等多语种，

有不同人类族群，包括 “数字与语言”“测量、比较”“数字在建

筑中的应用”“数字文化：传统与现代”以及 “数字习俗的传播

与地方性文化”等内容。托马斯·克伦普还出版过 《日本人的数

字游戏：现代日本对数字的运用和理解》等数学人类学著作。相

关的研究还有，科诺尔斯 （Ｊｅａｎｎｅ　Ｃｏｎｎｏｒｓ）、维特根斯坦
（Ｌｕｄｗｉｇ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等人的著述。

梳理上述文献，我们不难发现，欧美数学人类学的研究主要

集中于两个方面： （１）数学在人类学及其相关领域中的应用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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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即以数学为工具，分析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建立度

量模型，探寻其中的规律，解释人种志的各种问题等；（２）数学

在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应用及其影响研究，主要采用人

类学、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方法，搜集、整理民族民

间婚姻习俗、宗教习俗、生产生活习俗以及建筑、服饰、乡规民

约、古歌、神话故事等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中的数字、符号、

度量、逻辑推理、思维模型等与数学有关的科技知识。［２４］ 使用

的研究方法主要有：（１）人类学理论的演绎类推；（２）数学模型

化方法；（３）田野调查法；（４）个案研究；（５）叙事研究等。

０．３　中国数学人类学研究的一个范式：苗族数理文化
研究

　　在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尤其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苗侗

数学文化的深入研究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学习欧美人类学的理论

成果与研究方法，综合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凯里学院民族数学文

化与数学人类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张和平老师博采众长却又独树一

帜，最终写成了２０万余字的、具有中国本土特点和少数民族特

色的数学人类学专著 《数学人类学———苗族数理文化》［２４］，此书

已由民族出版社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出版。

该书从苗族生活中的数学知识、苗族民俗数学及其数学思维

决策、苗族服饰银饰凝聚的数学文化、苗族建筑艺术中的数理文

化、苗族古歌中的数学文化及哲学思想、苗族数学文化及其教育

等方面，以全息的研究方法、翔实的研究资料和文理交融、图文

并茂的写作风格，从数学、人类学、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

民族学、教育学、建筑学、生态学、物理学、哲学和美学等层面

剖析了苗族文化中的数理文化。

这本数学人类学著作从研究目的的定位、研究路径的设计、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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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的采用、研究内容的取舍等多方面为中国数学人类学提

供了研究范式。这本著作的问世，或许标志着中国数学人类学的

真正兴起。

０．３．１　苗族数理文化研究目的的定位

除翻译与吸纳欧美数学人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构建数学人

类学的学科知识范式和思想体系，培养和发展数学人类学研究团

队等研究目的以外，苗族数理文化研究还确定了以下本体性研究

目的：

（１）收集、整理和发掘散落在苗族民间村落的数理文化，丰

富解决问题的数学思想方法，为现实的数学研究与自主创新提供

历史借鉴。保护和传承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中合理的数理方

法，吸收苗族优秀文化成果。

（２）填补中国苗族数理文化研究的空白，弘扬民族传统智

慧。通过共通性比较研究，寻找数学知识的源流，促进文化交流

与融合，形成民族认同。同时，为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数学人类

学地方性知识研究提供参考。

（３）中国数学史缺乏少数民族的数学文化材料，不利于民族

地区高等院校开展数学史课程的教学工作。该研究丰富了民族地

区高等院校乃至中国高校数学史课程的材料。［２４］

中国有５５个少数民族，试问哪一个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

化！这些民族文化中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蕴含着数学的元素。

因此，以上的研究目的定位，指明了中国少数民族数学文化的研

究方向，为中国的数学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借鉴。

０．３．２　苗族数理文化研究路径的设计

统揽全书，我们不难发现苗族数理文化的研究路径大抵如图

０．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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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０．１　苗族数理文化研究路径示意图

如图０．１所示，作者在翻译、整理、学习欧美数学人类学的

相关理论，统揽国内民族数学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田野调

查为主要研究方法，从生产生活、民俗活动、服饰银饰、建筑艺

术、古歌神话中挖掘整理出富有数学内涵和数学意蕴的苗族数理

文化知识，初步构建了数学人类学的学科知识范式和思想体系，

并进一步从苗族数学文化与中小学数学教学相结合的视角开展苗

族数理文化的实践研究。以上的数理文化研究路径，勾勒出中国

少数民族数学文化的一般研究思路，为中国的数学人类学研究提

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

０．３．３　苗族数理文化研究方法的采用

基于上述研究路径，该书的作者主要从数学、人类学、文化
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教育学、建筑学、生态学、物理

学、哲学和美学等层面剖析了苗族文化中的数理文化，主要采用

了以下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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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文献研究法。查阅相关国内外文献，翻译、整理、消化

国外 “数学人类学”的相关理论成果和实践案例，主要阅读了
“Ｎｅｗ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和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等著作和部分期刊论文。

（２）田野调查法。作者及其研究团队深入黔湘桂苗族地区，

搜集、整理他们生活中运用的数学知识。了解当地的生活习俗，

参加他们开展的一些习俗活动特别是盛大节日等，录制他们的古

歌、理辞，翻译、分析古歌、理辞 “记载”的数学知识、哲学道

理。收集、拍摄甚至购买那些蕴含数学文化的苗族同胞服饰、银

饰等物品，开展发掘研究工作。访问了解当地居民建造这些建筑

物运用的口授相传的技艺方法，分析这些方法中存在的几何、代

数以及物理原理。

（３）实地测量法。实地攀爬测量、多角度拍摄典型的民族建

筑物，积极参与部分具有民族风格的建筑物的建造过程并全程跟

踪摄像，用数理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４）观察法。通过观察苗族建筑物、服饰、银饰、芦笙、剪

纸、节庆活动和宗教仪式等，挖掘其中的数学元素，发现蕴涵其

中的数学文化。

（５）计算机模拟技术。运用计算机的计算、绘图、演示等强

大功能，把吊脚楼、风雨桥等典型建筑物的建造过程用计算机模

拟，探寻建造规律，保护和传承传统技术和文化。

（６）比较研究法。开展苗族数理文化与古典数学知识的比较

研究，着重分析苗族数理文化与 《九章算术》 《周易》 《几何原

本》等相关知识的联系。［２４］

（７）实践研究与案例分析法。主要开展苗族数理文化引入大

中小学数学课堂的教育实践研究，并基于苗族数理文化开展相应

的教学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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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方法的使用，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其他民族的数理文

化提供借鉴。

０．３．４　苗族数理文化研究内容的取舍

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苗族数理文化研究也涉及苗族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苗族历史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因此对

苗族数理文化的研究必须有所侧重和选择。

作者通过对苗族历史文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

活中的乡规民约、日常生活的用具等的考察和研究，结合苗族自

身的特点和黔东南州的地方特色，选择了富含数学知识、数学思

维模式、数学思想方法的苗族语言、苗族农具器皿、苗族民间习

俗、苗族服饰银饰、苗族建筑艺术、苗族古歌神话等方面对苗族

数理文化展开研究。

这种研究内容上的选择，既有所侧重，又不失去主体；既突

出了研究的重点，又不至于陷入泥沼。其他少数民族数理文化的

研究，可以此为范例，根据各民族自身的特点对研究内容加以选

择，以避免贪大求全或重点旁落的危险。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我们认为苗族数理文化的研究为中国数

学人类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范式。

０．３．５　苗族数理文化研究举例

《数学人类学———苗族数理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在此不

便一一列举，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原著。这里仅以 “苗族服饰

图案中的乘法公式”为例，简要谈谈苗族数学文化在中小学数学

教学中的应用。

如图０．２所示，在初中数学 “完全平方公式”的教学中，可

以让学生对苗族常见服饰图案进行观察，逐步分离抽象出右边的

几何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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