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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数学》

前言

　　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一门学科。数学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它展现了人
类最伟大的智慧，内容抽象、应用广泛；理论严谨、推理缜密；一行一数，妙不可言。 数学作为一门
基础性学科，并不等同于定理的证明、公式的套用与背诵、例题的熟读及习题的操练。数学是一门富
有美感的学科，它是打开神秘世界的一把“金钥匙”，它总是与科学技术的突破联系在一起，渗透于
其他很多学科中，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它带领我们穿透自然现象，探寻科学的奥秘，它推动人类文明
的发展，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数学的美无处不在，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甚至在音乐、艺术领域也
被印上数学的烙印。生活、烹调、驾车出游、赌博和救生术，无不联系着有趣的数学问题。出租汽车
里的计费器是按什么标准收费的？在按了电钮以后，电梯为何慢腾腾地迟迟不来？在参加电视大赛“
谁想成为百万富翁”时，最优策略是什么？创作深负众望的流行歌曲里面有没有数学道理？一根绳子
究竟有多长？对于这些问题，你都可以在数学中找到答案。 《青少年科普丛书·思辨数学真谛》以优
美的文字、广博的信息和精美的插图，用娓娓道来的方式讲述着一个又一个神奇的数学故事，为大家
呈现一个奇幻的数学世界，踏寻从古至今人类在数学发展中留下的足迹，从有趣的发明故事到数字体
系、几何、代数、微积分、无限、统计和混沌等众多理论，使读者全方位地了解数学的神奇。它主要
分数学故事、数学探秘、数学百科三大部分。数学故事主要讲述人们对数学各分支的创立与发展历程
以及应用，如数的起源与结绳记事、黄金分割的妙用、解析几何的创立、函数的漫漫发展路等；数学
探秘枚举了数学史上的重大猜想，重点讲述了数学猜想的提出、探索、争论、逐步证实的过程；数学
百科介绍了数学这门科学的基础知识，有数学科学家、数学理论等。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笔触多
角度、多层次地描绘数学的无穷魅力，打造数学的抽象美、协调美与精确美。 请随我们一起走进这个
神奇的数学世界，在这里，有趣的故事代替枯燥的说教，漂亮的图片代替繁琐的数学公式，引领我们
一起反省与讨论问题，掌握灵活巧妙的思维方法，探索科学的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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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精美数学》由宁正新编著：你不必去解算数学题，更不必成为一名数学家，就可以发现数学的
奇妙。《精美数学》以优美的文字、广博的信息和精美的插图，用娓娓道来的方式为你讲述一个个神
奇的数学故事，呈现出一个奇妙的数学世界，探寻从古至今人类在数学发展史上留下的足迹，从有趣
的发明故事到数学体系、几何、代数、微积分、无限和统计，全方位地展示数学的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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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数的发展 数系家族成员的壮大 数，是数学中的基本概念，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数的
概念的每一次扩充都标志着数学的巨大飞跃。一个时代的人们对于数的认识与应用，以及数系理论的
完善程度，反映了当时数学发展的水平。今天，我们所应用的数系，已经构造的十分完备和缜密，以
至于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它都成为基本的语言和不可或缺的工具。 人类在进化的蒙
昧时期，就具有了一种“识数”的才能，并发明了种种计数方法。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数的语言也
在不断发展和完善。数系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出现了——位置制计数法。所谓位置制计数法，就是运
用少量的符号，通过它们不同个数的排列，以表示不同的数。引起历史学家、数学史家兴趣的是，在
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影响下，不同的文明创造了迥然不同的计数方法。如巴比伦的楔形数字系统、埃
及象形数字系统、希腊字母数字系统、玛雅数字系统、印度一阿拉伯数字系统和中国的算筹计数系统
。 “0”作为计数法中的空位，在位置制计数的文明中是不可缺少的。早期的巴比伦楔形文字和宋代
以前的中国筹算计数法，都是留出空位而没有符号。 印度人起初也是用空位表示零，后来记成点号“
·”，最后发展为圈号。印度数码在公元8世纪传入阿拉伯国家。13世纪初，意大利的商人斐波那契编
著《算经》，把包括零号在内完整的印度数码介绍到了欧洲。印度数码和10进位位置制计数法被欧洲
人普遍接受后，它们在欧洲的科学和文明的进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人类第一个认识的数系，就是
常说的“自然数系”。但是，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自然数系的缺陷也就逐渐显露出来。首先，自然
数系是一个离散的、而不是稠密的数系，因此，作为量的表征，它只能限于去表示一个单位量的整数
倍，而无法表示它的部分。同时，作为运算的手段，在自然数系中只能施行加法和乘法，而不能自由
地施行它们的逆运算。这些缺陷，由于分数和负数的出现而得以弥补。有趣的是这些分数也都带有强
烈的地域特征。巴比伦的分数是 60进位的，埃及采用的是单分数，阿拉伯的分数更加复杂：单分数、
主分数和复合分数。这种繁复的分数表示必然导致分数运算方法的繁杂，所以欧洲分数理论长期停滞
不前，直到15世纪以后才逐步形成现代的分数算法。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古代在分数理论上的
卓越贡献。原始的分数概念来源于对量的分割。但旱。《九章算术》中的分数是从除法运算引入的。
中国古代分数理论的高明之处是它借助干“齐同术”把握住了分数算法的精髓：通分。而分数系是一
个稠密的数系，它对于加、乘、除三种运算是封闭的。为了使得减法运算在数系内也通行无阻，负数
的出现就是必然的了。盈余与不足、收入与支出、增加与减少是负数概念在生活中的实例。 负数虽然
通过阿拉伯人的著作传到了欧洲，但16世纪和17世纪的大多数数学家并不承认它们是数，或者即使承
认了也并不认为它们是方程的根。如丘凯和斯蒂费尔都把负数说成是荒谬的数，是“无稽之零下”。
卡丹把负数作为方程的根，但认为它们是不可能的解，仅仅是一些记号；他把负根称作是虚有的。 韦
达完全不要负数，巴斯卡则认为从O减去4纯粹是胡说。负数是人类第一次越过正数域的范围。在数系
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现实经验有时不仅无用，反而会成为一种阻碍。 无理数的发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
过程。古希腊人把有理数视为是连续衔接的，然而，一条直线上的有理数尽管“稠密”，但是它却露
出了许多“孔隙 ”，而且这种“孔隙”多得“不可胜数”。15世纪达·芬奇把它们称为是“无理的数
”，开普勒称它们是“不可名状”的数。这些“无理”而又“不可名状” 的数，虽然在后来的运算中
渐渐被使用，但是它们究竟是不是实实在在的数，却一直是个困扰人的问题。中国古代数学在处理开
方问题时，也不可避免地碰到无理根数。对于这种“开之不尽”的数，《九章算术》直截了当地“以
面命之” 予以接受，刘徽注释中的“求其微数”，实际上是用10进小数来无限逼近无理数。 17、18世
纪微积分的发展几乎吸引了所有数学家的注意力，恰恰是人们对微积分基础的关注，使得实数域的连
续性问题再次凸显出来。因为，微积分是建立在极限运算基础上的变量数学，而极限运算，需要一个
封闭的数域。无理数正是实数域连续性的关键。法国数学家柯西给出了回答：无理数是有理数序列的
极限。然而按照柯西的极限定义，所谓有理数序列的极限，指预先存在一个确定的数，使它与序列中
各数的差值，当序列趋于无穷时，可以任意小。 1872年，克莱因提出了著名的“埃尔朗根纲领”，维
尔斯特拉斯给出了处处连续但处处不可微函数的著名例子。同时，实数的三大派理论：戴德金的“分
割 ” 理论、康托的“基本序列”理论以及维尔斯特拉斯的“有界单调序列”理论在德国出现。实数
的三大派理论本质上是对无理数给出严格定义，从而建立了完备的实数域。实数域的构造成功，使
得2000多年来存在于算术与几何之间的鸿沟得以完全填平，无理数不再是“无理的数”了。 复数概念
的进化与无理数的认可同时进行。1545年，此时的欧洲人尚未完全理解负数、无理数，然而他们又面
临一个新的“怪物”的挑战，当时人们对复数充满怀疑。直到18世纪，数学家们发现，在数学的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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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步骤中用了复数，结果都被证明是正确的。特别是1799年，高斯关于“代数基本定理”的证明必
须依赖对复数的承认，从而使复数的地位得到了近一步的巩固。1797年，挪威的韦塞尔写了一篇论文
“关于方向的分析表示”，试图利用向量来表示复数，遗憾的是这篇文章的重大价值直到1897年译成
法文后，才被人们重视。 瑞士人阿甘达给出复数的一个稍微不同的几何解释，他注意到负数是正数的
一个扩张，它是将方向和大小结合起来得出的。在澄清复数概念的lT作中，爱尔兰数学家哈米尔顿是
非常重要的。哈米尔顿所关心的是算术的逻辑，并不满足于几何直观。他指出：复数a+bi不是2+3意义
上的一个真正的和，加号的使用是历史的偶然，而bi不能加到a上去。复数a+bi只不过是实数的有序数
对（a ， b），并给出了有序数对的四则运算，同时，这些运算满足结合律、交换率和分配率。在这样
的观点下，复数被逻辑地建立在实数的基础上。 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向量、张量、矩阵、群、
环、域等概念不断产生，把数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峰。到目前为止，数的家庭已发展得十分庞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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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现实世界中，数学与生活如影随形、难以分割。 《青少年科普丛书：精美数学》以丰富详实的
文字以及直观的图片为您开启数学这座奇妙殿堂之门。 在内容上，有的深入浅出介绍数学的重大成就
与应用；有的启迪数学思维与发现技巧；有的阐释数学与自然或其他科学的联系。这些内容为青少年
朋友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借此可以窥探数学的发展概貌，领略数学文化的丰富多彩。 数学的意义，
远不是我们课上所学的那些公式和法则所能概括的。如果非要用词语来形容她，那就是：博大精深、
千变万化、包罗万象、趣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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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拿到手，我就迫不及待的看起来，真的是让人耳目一新，写得简练明确，适合亲子阅读，更适合
小盆友自己阅读，值得购买！
2、书的质量很好，准备和孩子一起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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