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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学是高等智慧生物的共有思维，是对真理的探索，对矛盾的怀疑，但它绝非一门晦涩难懂的学问，
非应试目的的数学是纯粹而朴实的智慧。《数学与生活》为日本数学教育改革之作，旨在还原被考试
扭曲的数学，为读者呈现数学的真正容颜，消除应试教学模式带来的数学恐惧感。
本书既包含了初等数学的基础内容，又包含了微分、积分、微分方程、费马定理、欧拉公式等高等数
学的内容。作者运用了多个学科的知识。结合日常生活和东西方各国脍炙人口的故事，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将数学知识和原理一一呈现，犹如一本有趣的故事集。读者从中不但了解了数学的风貌，而且
也能懂得数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及其与物理学、化学、天文地理乃至音乐、美术等学科的关联
。
愿读者凭借此书发现数学的本原之美，发现美的本原源于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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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远山启（1909－1979）
1938年日本东北大学理学部代数学专业毕业。日本当代著名数学教育家，日本数学教育议会创办人、
初代委员长，倡导改革传统的应试数学教育方式，创立“水管式教学法”“磁砖指导法”等新式的数
学教学方法。他在学术方面造诣很深，著述颇丰。如《无限与连续》《现代数学对话》《函数论》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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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后面有些地方⋯⋯看不懂（以后要再补）
2、适合低基础者和门外汉 但是很有趣 深入学习可以看看《什么是数学》
3、适合高中生或大一学生
4、为什么中国就没有这样的启蒙教材。如果我早年读过这本书的话，我想我一定会热爱数学，并学
好数学。
5、一本通俗的数学参考书，尤其关于自然数到复数的发展历程是本书亮点。
6、 
7、我错了，这是本高中数学读物
8、获得图灵赠书
9、没有“那么”好看，不过有些还是讲的蛮精髓的，独辟蹊径。但书一般不代表数学史不精彩。看
到一句话说，看完数学史，觉得人类科技水平要再进步100年才对，怎么现在才这个水平？那些成就真
是太TM牛逼了。
10、强烈推荐。任何对数学感兴趣，或者认为自己学不好数学的人都应该看看这本书。也许，看完之
后，你会发现，你之所以对数学失去兴趣，错不在你
11、上学的时候，只知道用公式，却不知所以然，现在回过来看这些，很有意思，有种恍然大悟的感
觉
12、能把枯燥的数学知识讲得生动，应该是每个数学老师该有的技能了吧
13、儿童科普读物，就是一本很简单的数学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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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数学与生活（修订版）》的笔记-第20页

        离散量要数，连续量要测量。
两个离散量的大小是可以直接进行比较的。对于连续量，在直接比较不方便的地方，就有了间接比较
的需要，又由于间接比较的需要，而产生了单位。经典的单位：如长度、重量、体积和货币。
连续量的测量需要通过分割代替建立在离散量的方法上，如“曹冲称象”，步幅测量距离。在连续量
分割成离散量时，存在的零头问题产生了分数。

连续量的表示方法-“笛卡尔原则”：把全部的连续量用长度来表示。例如，杆秤就是把重量转换成有
刻度的长度的工具，钟表就是把时间转换成表盘的长度(曲线长度)的机械，还有温度计是把温度这一
连续量转换成了长度，七尺的速度也是吧速度这一连续量变成曲线的长度。
仔细考虑一下，说量器多半都是把连续量表示成长度的工具，是并不过分的。连续量的测量数学家把
各式各样的量转换成最容易考虑的长度，它就像世界语一样，具有作为连续量的通用语的作用。
分数和小数是测量连续量剩下零头时从连续量中抽象出来的，计算时应当记住为连续量。
分数的比较--通分，将分数适当地扩展，化成分母相同的分数。
由于分数参与运算，某些语言中会出现“乘减少，除增大”的情形。如multiply，含有增值的意思，当
乘以一个分数时，得数比被乘数小，通过乘不仅没有增值反而减小了。

2、《数学与生活（修订版）》的笔记-第6页

        用一一对应来替换、分割或改变顺序而不变的东西就是数知道数的三个条件：
1.一一对应
2.分割而不变：把某个集合分成两个部分或更多时，其总数仍不变
3.改变顺序而不变：即使改变计数的顺序，数也不变

二进制：归束计数；逢二归一；《易经》中阴阳
五/十进制：手指计数
二十进制：如果以一个人的手指和脚趾数为基数；
十二进制：英语中存在 eleven，twelve；
六十进制：时间和角度的测量；
定位与0：古巴比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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