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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大学正在兴起文科（包括文史哲方面的专业）开设数学课的潮流，这是为中华民族振兴、进
行现代化的一件重要事业，值得庆贺，应该坚持和发扬。
以往文科大学生一般是不学数学的，为什么现在要学习它而且如此地重视呢？
总的说来，我国伟大的现代化进程对数学的需求与以往有本质的不同。
数学及其应用和数学教育的正确发展将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强盛，人民素质普遍达到高水平；我国现代
化的目标将更快达到。
具体点说，我以为大致有以下两方面的理由：首先是20世纪的数学及其应用的发展，使得文科大学生
学习数学显得特别需要。
由于以集合论和公理法为基础，数学在进入20世纪以后，向更加抽象的方向发展，各个学科更加系统
和结构化。
人们对各个分支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及作用有了日益增长的理解，从而导致许多重大而长期没有解决
的问题（例如费马大定理、四色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那些相互关联不断扩大和深化，使得数学开始跨越自我来探索与其他科学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些涉及数学各种领域之间的以及数学与其他科学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既使数学领域在广度和深度
上进一步扩大，又导致了一些伟大深刻见解的产生，并且产生了众多新的学科，其中包括一些新的独
立的应用数学学科，例如计算科学、数理统计、运筹学、信息论、控制论等。
数学的应用几乎无处不在。
在20世纪的后期，数学与计算机技术的结合，产生了数学技术，使得数学从幕后走到台前，可以直接
形成高技术或核心技术，而且迅速向一般技术拓展，对于社会的现代化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数学的这种新特点，人们还普遍地缺乏认识。
作为未来从事意识形态、文化、文秘、管理以至领导等工作的大学文科学生应该对此有所了解。
这对于贯彻科教兴国的战略，加速我国的现代化无疑将起重大的作用。
这是大学文科应该开设数学课程的理由之一。
另外一个理由是数学能够培养人的正确思维，我们的文科教育需要在这方面加强。
数学是按照逻辑演绎严格表述的，所以以往人们经常说数学是思维的体操，通过学习它能够发展学习
者的逻辑思维。
这无疑是正确的和重要的，但是不仅如此。
数学还有一个特点是按公理体系建立，即追求从不证自明的少数几个前提（公理）出发，逻辑地演绎
出整个系统，在陈述上更具有理性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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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大学文科数学》是教育部“高等师范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
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全书内容分三部分，其中必修课程包括实数、极限、函数、导数、不定积分、定积分、概率统计初步
，限修课程包括线性代数、微分方程、多元微积分，选修课程包括线性规划、数学方法论简介，读者
可根据教学实际灵活选择教学内容。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大学文科数学》从各个角度比较自然地引入数学的基本概念，既展现了
数学知识的来龙去脉，又示范性地保持了数学所特有的形式化本质特征：列举了不少有应用价值的实
例，也扼要地阐明了具有启发意义的数学思想方法；通过对数学内容的辩证分析、典型数学史料的穿
插融会，以及章末附设“数学家启示录”等形式，介绍了数学与逻辑、数学与哲学、数学与教育、数
学与文化、数学家品质与业绩等内容，渗透了数学的人文精神，突出了师范教育的特点。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大学文科数学》在数学内容的选择与组织上，由于文科数学学时的限制，在
必须精简的条件下，注意了学科的系统性。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大学文科数学》可作为高等院校文科各专业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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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此，牛顿抛弃了“世俗的冠冕”，去摘取“光荣的桂冠”，以至于终生未娶。
1661年，牛顿如愿以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久负盛名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开始了苦读生涯。
临近毕业时，不幸鼠疫蔓延，大学关门，牛顿负芨返里，一住两年。
这两年是牛顿呕心沥血的两年，也是他辉煌一生踌躇峥嵘的两年。
他研究了流数法和反流数法，用三棱镜分解出七色彩虹，由苹果落地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他进行科
学实验和研究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废寝忘餐，夜以继日。
有人说：“科学史上没有别的成功的例子可以和牛顿这两年黄金岁月相比”。
1667年他返回剑桥大学，相继获得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他艰苦奋争，三十多岁就白发
满头。
牛顿矢志科学的故事脍炙人口，广为流传。
比如有一次煮鸡蛋，捞出的却是怀表。
1685年写传世之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那些日子里，他很少在深夜两三点钟以前睡觉，一天只
睡五六个小时。
有时梦醒后，披上衣服就伏案疾书。
有一次朋友来访，摆好饭菜，等不到牛顿就餐，客人只好独酌独饮，待牛顿饥饿去用餐时，发现饭菜
已经用完，才顿时“醒悟”过来，自言自语道：“我还以为我没有吃饭，原来是我搞错了”。
说完又转身回到实验室。
牛顿并不只是苦行僧式的刻苦，更重要的是具有敏锐的悟性，深邃的思考，创造性的才能以及“一切
不凭臆造”、反复进行实验的务实精神。
他曾说：“我的成功当归于精心的思索”，“没有大胆的猜想就作不出伟大的发现”。
牛顿一生功绩卓著，成绩斐然，但他自己却很谦虚，临终时留下了这样一段遗言：“我不知道，世上
人会怎样看我；不过，我自己觉得，我只像一个在海滨玩耍的孩子，一会儿拣起块比较光滑的卵石，
一会儿找到个美丽些的贝壳；而在我面前，真理的大海还完全没有发现”。
牛顿有名师指引和提携，这是他成功的第三个因素。
在大学期间，由于学业出类拔萃，博得导师巴罗的厚爱。
1664年，经过考试，被选拔为巴罗的助手。
1667年3月从乡下被巴罗召回剑桥，翌年留校任教。
由于成就突出，39岁的巴罗欣然把数学讲座的职位让给年仅27岁的牛顿。
巴罗识才育人的高尚品质在科学界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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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文科数学》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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