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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数学史教程》（李文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第二版。
《数学史教程》自2000年8月出版以来，已印刷了五次，这多少说明了数学史作为一门学科所受到的日
益增长的关注.这对我来说既是一种慰藉，更是一种鞭策，促使我根据初版使用的情况及读者的反馈意
见对全书进行一次必要的修订，遂导致了这第二版的出现.第二版在框架结构和基本内容上虽无本质变
更，但作者对某些段落作了适当改写与增删，对初版中由于付印仓促而产生的版误与疏漏尽可能地作
了修正，书末添加了二个索引（人名索引与术语索引）则使本书作为学术著作更趋完整。
再版书名改为《数学史概论》，以更充分地反映本书的弹性，即除了作为大专院校数学史课程的参考
教材，同时也为对数学史感兴趣的各类读者提供一个基础读物或研究导引，这本是在第一版前言中已
表明的初衷.在本书再版之际，作者愿向所有关心、扶植、批评本书的师长、同事和友人致以衷心的谢
意。
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为本书再版惠赠墨宝，先生的题词不仅是对作者的勉励，更是对国内数学史教学
与研究工作的巨大激励.陈先生还对本书的修订多有指教，再版更名及增编索引，都是吸取了他的意见
，作者愿借此机会向陈省身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感激.吴史俊院士在百忙中批阅本书，并在北
京国际数学家大会（ICM一2002）即将召开之际赶写了阅后感.多年来吴文俊院士对作者本人及国内数
学史界始终鼎力支持.对吴师的一贯扶植，作者将永誌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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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重大数学思想的发展为主线，阐述了从远古到现代数学的历史。
书中对古代希腊和东方数学有精炼的介绍和恰当的分析；同时本着“厚今薄古”的原则，充分论述了
文艺复兴以来近现代数学的演进与变革，尤其是20世纪数学的概观，内容新颖。
本书中西合炉，将中国数学放在世界数学的背景中述说，更具客观性与启发性。
本书脉络分明，重点突出，并注意引用生动的史实和丰富的图片，可供综合大学、师范院校各专业的
学生作为数学史课程的教材，同时也可供广大数学工作者和一般科学爱好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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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抽象并非数学独有的特性，但数学的抽象却是最为典型的.数学的抽象在数与形等原始概念的形
成中已经体现出来（参见第1章），并且经过一系列阶段而达到了远远超过其他知识领域的程度.数学
的抽象舍弃了事物的其他一切方面而仅保留某种关系或结构；同时，不仅数学的概念是抽象的，而且
数学的方法也是抽象的.从古希腊时代起，数学就使用一种特有的逻辑推理规则，来达到确定无疑的结
论.这种推理方式具有这样的严密性，对于每个懂得它的人来说都是无可争辩的，因而其结论也是无可
争辩的.这种推理模式赋予数学以其他科学不能比拟的精确性，成为人类思维方法的一种典范，并日益
渗透到其他知识领域，此乃数学影响于人类文化的突出方面之一。
与抽象性相联系的数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对宇宙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探索中追求最大限度的一般性模式
特别是一般性算法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数学的早期发展中亦已表现出来.埃及纸草书和巴比伦泥版文书
中的数学文献，虽然都是具体问题的汇集，但其中采用的算法大都具有一般性.二分之一高乘底的面积
公式，如果只对某个特殊的三角形适用，那在数学上是几乎没有意义的，它应适用于一切三角形.我们
在本书有关章节中将会看到：对于普遍性法则的追求怎样引导了笛卡儿解析几何的发明；微积分的创
立也可以看成是寻求有一般性的无限小算法的结果，⋯⋯.正是这种追求一般性模式的倾向，使数学具
有了广泛的适用性.同一组偏微分方程，在流体力学中用来描写流体动态；在弹性力学中用来描写振动
过程；在声学中用来描写声音传播等等，⋯⋯.还没有哪一门科学在广泛应用上能与数学相比.数学越
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科学语言与工具，在推动其他科学和整个文化的进步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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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学史概论(第2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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