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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与哲学》

内容概要

本书分11章探讨了数学与哲学上的许多问题。如，变与不变，数与量，相同与不同，事物变化的连续
性等等，既阐述了数学与哲学这两大学科各自的特点，又从多方面论述了哲学研究与数学研究的密不
可分性；以生动的实例说明了哲学家是如此重视数学，而数学又始终在影响着哲学。在研究了古代和
当代的主要哲学家和数学诸流派的各种观点之后，作者讲述了自己的许多独到的见解。最后一章，“
数学与哲学随想”，是作者多年来研究的心得与体会。
一 “万物皆数”观点的破灭与再生
——第一次数学危机与实数理论
1.1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信条——万物皆数
1.2 第一个无理数
1.3 无理数之谜
1.4 连续性的奥秘
1.5 戴德金分割
1.6 连续归纳原理
1.7 “万物皆数”的再生
二 哪种几何才是真的
——非欧几何与现代数学的“公理”
2.1 欧几里得的公理方法
2.2 欧几里得的几何定理是真理吗
2.3 非欧几何的发现
2.4 哪一个是真的
2.5 公理是什么
三 变量无穷小量的鬼魂
——第二次数学危机与极限概念
四 自然数有多少
——数学中的“实在无穷”概念
五 罗素悖论引起的轩然大波
——第三次数学危机
六 数是什么
——对数学对象本质的几种看法
七 是真的，但又不能证明
——哥德尔定理
八 数学与结构——布尔巴基学派的观点
九 命运决定还是意志自由
——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数学思考
十 举例子能证明几何定理吗
——演绎与归纳的对立与统一
十一 数学与哲学随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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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与哲学》

作者简介

张景中 河南人，195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79年任教于中国科技大学，1995年当选为中国
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程度计算机应用研究所副所长，广州大学教育软件研究所所长，中国科
普作家协会理事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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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与哲学》

书籍目录

一　“万物皆数”观点的破灭与再生——第一次数学危机与实数理论1.1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信条——万
物皆数1.2 第一个无理数1.3 无理数之谜1.4 连续性的奥秘1.5 戴德金分割1.6 连续归纳原理1.7 “万物皆数
”的再生二　哪种几何才是真的——非欧几何与现代数学的“公理”2.1 欧几里得的公理方法2.2 欧几
里得的几何定理是真理吗2.3 非欧几何的发现2.4 哪一个是真的2.5 公理是什么三　变量无穷小量的鬼魂
——第二次数学危机与极限概念3.1 数学怎么描述运动与变化3.2 瞬时速度3.3 微分是量的鬼魂吗3.4 无
穷小量的再生四　自然数有多少——数学中的“实在无穷”概念4.1 伽利略的困惑4.2 康托，闯入无穷
王国的先锋4.3 希尔伯特的“无穷旅店”4.4 所有的无穷都一样吗4.5 自然数究竟有多少五　罗素悖论引
起的轩然大波——第三次数学危机5.1 逻辑——集合——数5.2 罗素悖论5.3 集合的层次理论5.4 集合论
的公理化5.5 连续统假设5.6 地平线仍在前方六　数是什么——对数学对象本质的几种看法6.1 1是什
么6.2 柏拉图主义——数存在于理念世界6.3 唯名论观点——数是纸上的符号或头脑中特定的概念6.4 康
德数是思维创造的抽象实体6.5 约定论的观点——数学规则不过是人的约定6.6 逻辑主义——算术是逻
辑的一部分6.7 直觉主义——数学概念是自主的智力活动6.8 形式主义——把数学化为关于有限符号排
列的操作七　是真的，但又不能证明——哥德尔定理7.1 哥德尔定理7.2 说谎者悖论与理查德悖论7.3 算
术有多少种7.4 数学的力量与局限八　数学与结构——布尔巴基学派的观点8.1 在逻辑长链的背后8.2 形
形色色的加法8.3 基本的结构8.4 分析与综合的艺术九　命运决定还是意志自由——必然性与偶然性的
数学思考9.1 两种对立的哲学观点9.2 从偶然产生必然9.3 从必然产生偶然9.4 一场风或一口痰能影响民
族的命运吗9.5 什么叫必然什么叫偶然十　举例子能证明几何定理吗——演绎与归纳的对立与统一10.1 
例证法——用演绎支持归纳10.2 几何定理也能用例子证明10.3 进一步的思考十一　数学与哲学随想11.1
数学的领域在扩大哲学的地盘在缩小11.2 数学始终在影响着哲学11.3 抽象与具体11.4 涉及具体问题时
语言必须精确严格11.5 个别与一般11.6 事物与概念11.7 “我不需要这个假设”11.8 证实与证伪11.9 数学
世界是人的创造但它是客观的11.10 事物的总体性11.11 变化中的不变11.12 预言11.13 “没有两件事物完
全一样”11.14 物极必返11.15 量变与质变11.16 罗素与“事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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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与哲学》

章节摘录

　　一　“万物皆数”观点的破灭与再生——第一次数学危机与实数理论　　古代的哲学家们往往是
博学多才的人。他们不但能滔滔不绝地讲他们的哲学道理，也能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特别是数学
。你不要以为这是因为古人特别聪明，或是后来哲学家们退化了。那时，各门科学还没有分家，哲学
是包罗万象的知识部门。而且那时人类的知识比现在贫乏得多。所谓博学，是相对于当时多数人知识
贫乏而言的。实际上，古代所谓精通数学的哲学家，他的数学知识未必赶得上今天的一般中学生。　
　在古希腊，哲学家大都格外重视数学。最早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泰勒斯，提出了原子唯物论的德谟克
里特，最早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毕达哥拉斯，都曾到埃及学习几何知识。创立理念论唯心主义体系的柏
拉图，也特别推崇数学知识。在这些人当中，最强调数学的，在数学上成就最大的，当推毕达哥拉斯
。　　1.1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信条——万物皆数　　毕达哥拉斯曾游历埃及、波斯学习几何、语言和
宗教知识。回意大利后在一个名叫克罗顿的沿海城市定居。他招收了三百门徒，建立了一个带有神秘
色彩的团体，被称为毕达哥拉斯学派。　　毕达哥拉斯被他的门徒们奉为圣贤。凡是该学派的发明、
创见，一律归功于毕达哥拉斯。这个学派传授知识，研究数学，还很重视音乐。“数”与“和谐”，
是他们的主要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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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与哲学》

编辑推荐

　　本书主要讲解了“万物皆数”观点的破灭与再生、哪种几何才是真的、变量·无穷小·量的鬼魂
、自然数有多少、罗素悖论引起的轩然大波、数是什么、是真的，但又不能证明、数学与结构、命运
决定还是意志自由、举例子能证明几何定理吗、数学与哲学随想等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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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与哲学》

精彩短评

1、继《苏菲的世界》后，又对哲学不由的抓痒。原本睡前的插曲，却变成睡前的“噩梦”，害我久
久不能入睡。从此书中看到白骨时期那好笑的争论与谬论。这些既有有形的战争与无烟的硝烟，推进
着神秘的数学。不知是拨开云雾见真理，还是在思想中碰出的新事物。但在此书中见证数学成长中的
趣事与曲折，在深思中思考现在属于我们的时代是否能在历史中穿插一页——答案是肯定的—《数学
与哲学》—
2、完全土著
3、很有深度的一本书
4、极好的科普读物！将数学与哲学的关系说的很清楚
5、从数学问题和数学危机中找到的问题根源，往往和哲学研究的问题有一定的关联。比如什么是绝
对真理，什么是无穷，数是什么，为什么某些数学命题无法用逻辑推理来证明其真假？用微观的数学
显微镜来剖析问题时，不要忘记了还可以用宏观的哲学望远镜来思考问题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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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与哲学》

精彩书评

1、本书是一本内容浅显但不浅薄的科普好书，不愧是院士的手笔，书中对数学实在论、经验论、理
性论和语言论以及20世纪初的三大主义论述得通俗易懂，推荐！ 本书是一本内容浅显但不浅薄的科普
好书，不愧是院士的手笔，书中对数学实在论、经验论、理性论和语言论以及20世纪初的三大主义论
述得通俗易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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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与哲学》

章节试读

1、《数学与哲学》的笔记-第57页

        &gt; 哲学和数学都讲究把握概念。但哲学家对概念的理解主要是力图讲明白它的字义，说明概念
的形成过程。数学家则更关心概念在推理中服从的规则。因此，数学方法的基本点是概念的明晰性。

2、《数学与哲学》的笔记-第56页

        &gt; 我们对5的了解，在于5在数系中的地位是明确的，5在算术运算中的作用是清楚的。5比4大，
比6小，等。了解5,不是指认识了这个符号，而在于掌握了某些关系，某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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