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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莱芜

聚聚焦焦

珠珠算算传传承承不不可可一一退退六六二二五五
大家呼吁：让算盘回归生活，传承珠算文化
文/片 本报记者 陈静

濒临消失的珠算蕴含着中华民族
数千年的文化，它被誉为世界最古老的
计算机，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都
面临着传承和被保护的问题。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10月31日公布了2013年《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备选名单，中
国的珠算就位列其中。

老一辈

坚持打算盘的少了

“在我们那个年代不会打算盘，就
像现在年轻人不会用电脑一样。”78岁
的陈老先生说，50年代他上学的时候
数学课上老师就教他们打算盘，那时
候班里的同学人手一个，我们每天都
练。毕业以后他分配到了供销社，更是
离不开算盘。“打了一辈子的算盘了，
虽然计算器更方便，但是我还是习惯
用算盘算账，算盘永远不会过时。”陈
先生笑着说。

家住高新区82岁的段先生年轻的
时候也打得一手好算盘，“由于小时候家
里穷上不起学，只能自己干买卖，那时候
没有计算器就跟人家学怎样打算盘。”段
先生说，现在科技发达了，算账都是用计
算器，算盘他基本上不用了。

“以前会计算账离不开算盘，作为
一名会计来说打算盘是最基础的，我打
算盘的功底也是很不错的，只是现在计
算器普及了，很少再用算盘了。”46岁的
方女士说，她是会计公司的专职会计，
年轻时也打得一手好算盘，曾经她还以
引为傲。

会打算盘的

年轻人更少

“用计算器算多方便啊，现在谁还
拿着古老的算盘算啊，既麻烦又浪费时
间。”刚刚大学毕业的吴先生说，上小学
的时候他记得学过，后来没练就直接忘

了。“现在谁还学算盘啊，没人对它感兴
趣。”市民高女士说。

花园学校五年级的亓同学告诉记
者，只见妈妈用过算盘，在他所学的课
程里面没有珠算这一门，他也从来没有
接触过珠算。“有段时间珠心算很流行，
我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学过，当时她还
能拨弄几下算盘，后来上了小学就没再
练过，我估计现在已经忘了吧，作为传
统文化理应让珠算回归教材，传承下
去。”家住锦桥花园的胡女士说。

孙女士大学所学的专业是会计，她
虽然不是很精通珠算，但是还能拨弄几
下。“珠算是要不断反复练习的，当时为
了应付考试，马马虎虎地练习了一下，
现在拨弄起来还是有些困难。”某高校
在校生小秦同学专业是会计，但是他平
时学习都是用金蝶和用友两个财务软
件，古老的珠算根本就用不上。

传承珠算文化

你我有责

78岁的陈老先生说：“珠算有数千
年的历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必
须要传承下去，这是咱们民族智慧的结
晶，也是我们老一辈人的回忆。”算盘对
于老年人来说就像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镌刻在他们脑海中永远都不能忘记。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李
苹老师告诉记者，珠算在我国有两千
多年的历史。从古代算盘兴起到80年
代，一直就是人们的计算工具，当时商
人们背着一把算盘就可以走遍天下，
算盘在当时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90
年代随着计算机、计算器的普及，算盘
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学习珠算不仅
可以开发智力，还可以锻炼手、脑、眼
的配合，珠算这门古老的学问也可以
让 更 多 的 人 了 解 历 史 、了 解 传 统 文
化。”李老师呼吁大家一起动手，传承
珠算文化。

珠算是以算盘为工具进行数字计算的
一种方法。“珠算”一词吗，最早见于汉代徐
岳撰的《数术记遗》，其中有云:“珠算，控带
四时，经纬三才。”北周甄鸾为此作注，大意
是：把木板刻为三部分，上下两部分是停游
珠用的，中间一部分是作定位用的。每位各
有五颗珠，上面一颗珠与下面四颗珠用颜
色来区别。上面一珠当五，下面四颗，每珠
当一。可见当时“珠算”与现今通行的珠算
有所不同。

中国是算盘的故乡，在计算机已被普
遍使用的今天，古老的算盘不仅没有被废
弃，反而因它的灵便、准确等优点，在许多
国家方兴未艾。因此，人们往往把算盘的发
明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相提并论，珠算盘
也是汉族发明创造的一种简便的计算工
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0月31日宣布，教
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
会第八次会议将于12月2日至7日在阿塞拜

疆巴库举行，包括中国的珠算在内的31个
项目备选在此次会议上列入教科文组织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根据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消息，这次会
议除将对申请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目
录的项目进行审议外，还将对申请列入急
需保护非遗名录和非遗优秀实践名册的项
目进行审议。与珠算同时备选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申请项目还包括日本的和食以
及韩国的泡菜腌渍等。

珠算是以算盘为工具进行数字计算的
一种方法，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已被列
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给拥有者群体带来认同感和历史感，
是确保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创造性的关键。
根据教科文组织的要求，所有列入名录的
项目都必须符合其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关于“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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