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洪老师告诉他，要当珠算老师的这条路很漫长，得要留在学校当五年助教的

资历，才能升上正式的老师，而且先决条件是要经过教育部资格评审，录用的

都是大学以上学历，不可能录取高职生。

另外，当时珠算老师的课堂数，已经慢慢缩减，因为课程渐渐被计算机取代，

甚至很多学校都不再聘用珠算老师了。戴江庆先生心想，若考取彰化师范教育

学院，就能名正言顺地当珠算老师，因此，戴江庆先生一边补习，每天仍继续

练习珠心算两小时。一年之后，他虽然没有考上国立彰化师范大学，但是毕业

后他再回到母校宜宁中学顺利考上珠算五段合格，这让他的珠算老师洪有田老

师十分惊奇。

当初戴江庆先生进入珠算选手班时，洪老师要学生们写下三年毕业后，自己的

珠算能力要达到几段合格的「目标」，当时戴江庆先生写下「五段」，也因为如

此，毕业后，戴江庆先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曾经立定的「目标」，不断激励自己

发挥潜在能力，在没有人一旁督促的情况下，他还是达成了自己承诺的目标。

或许深深体会过达成目标的成就感，对戴江庆先生而言，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必

须设定目标，他说：「有目标睡眠自然不用多、有目标让工作效率倍增、有目

标让生活更快乐、有目标寿命更长。」

之后，戴江庆先生又在空中大学上了一年的课程，努力学习的心愿未曾间断。

甚至是他在台中水湳空军油料大队当兵时，他热爱学习珠心算、更热衷教授阿

兵哥打算盘。当时，他向长官推荐自己有珠算五段实力，足以教导阿兵哥学习

珠心算。于是他利用假日空档时间，规划珠心算课程，一个星期两次，一次一

小时，总共有八个学长、学弟加入军中珠心算班，这在当时还蔚为趣事呢！

不过，戴江庆先生也因此磨练教学经验，并不因为当三年义务兵，就将珠心算

的「火力」磨损了。

 

 
◆ 珠算的源起
提到珠算，现今许多「五、六年级」（公元六○、七○年代出生）的朋友，普遍

对它都还有印象，因为小学时候它是学校必备的课程，大概还都记得用小小的

手，在珠子上拨来拨去，还一边念着口诀：「上五下四」、「去五进一」……。

有些孩子小小的手特别灵活，在算盘上来来去去，数字也不断在脑中浮现、盘

算，但大部分的小朋友，恐怕不只脑筋打结，连手都要在算盘上打结了！

事实上，珠算可是咱中国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宝贝呢！根据日本文献，提及在公

元前三、四千年，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至地中海一带，有一种算盘称「土砂

算盘」，顾名思义，这是用细砂或粉末复盖在一个木板上，上头各行分为十位、

百位，并划线条或记号，来表示数目，后来又发展出小石头来代替细砂，最后

发展成为有「位数」的板子上的「线算盘」。在罗马时代，则使用青铜或金属为

材质，构造较精密的「沟算盘」，上头被挖出纵线沟槽，用一个代表五珠，四个

代表一珠。但西方的算盘都先后消失了，唯独中国的算盘历经数千年依然存

在，至今仍盛行不衰，而且其影响力在国人（戴江庆先生）的努力拓展之下，

已扩大至全球。

就中国的珠算发展史，从西周发现陶算珠算起，则我国珠算的起源至少应在三

千年前，据《数术记遗》一书中，记载的 13种工具来看，说明了我国古代计算
工具的丰富多元，展示古代人民的智慧才能。春秋时代，就有以「竹筹」来计

数的情形，到了南宋（公元 1274年）有了〈珠算歌诀〉，《算经》中也出现了



「算盘」的名称，一直到明朝，以算盘运用于生活事务的计算，已成为老百姓

平常使用的工具。

我国的珠算流传到韩国、日本、美国、台湾、东南亚各国，普遍成为重要的计

算工具，直到公元九○年代才逐渐被电子计算器后来居上。

但经过科学的研究，已经证明算盘不仅是计算工具，它对脑力潜能开发有相当

的作用，因此，秉持着「珠算不仅不该遭到时代淘汰，反而应该是翻出旧箱底

的宝物！」的信念，自开创珠心算事业近三十年来，戴江庆先生不断地创新教

学方法，并搭配教材的适切性，积极推广、发扬这与时并进的珠心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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