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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解析几何及微积分的发明而兴起的现代数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批卓越的法国数学家发挥
了杰出的作用，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他们像灿烂的星斗发射着耀眼的光辉，在现代数学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在大学教科书、各种
专著及种种数学史著作中都频繁地出现着他们的英名。
在他们当中，包括笛卡儿、费马、帕斯卡、达朗贝尔、拉格朗日、蒙日、拉普拉斯、勒让德、傅里叶
、泊松、柯西、刘维尔、伽罗华、庞加莱、嘉当、勒贝格、魏伊、勒雷、施瓦兹及利翁斯等等这些耳
熟能详的名字，也包括一些现今仍然健在并继续作出重要贡献的著名数学家。
由于他们的出色成就和深远影响，法国的数学不仅具有深厚的根基和领先的水平，而且具有优秀的传
统和独特的风格，一直在国际数学界享有盛誉。
　　我国的现代数学，在20世纪初通过学习西方及日本才开始起步，并在艰难曲折中发展与成长，终
能在2002年成功地在北京举办了国际数学家大会，在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基本上跟上了西方历经四个多
世纪的现代数学发展的步伐，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这一巨大的成功，根源于好几代数学家持续不断的艰苦奋斗，根源于我们国家综合国力不断提高所提
供的有力支撑，根源于改革开放国策所带来的强大推动，也根源于很多国际数学界同仁的长期鼓励、
支持与帮助。
在这当中，法兰西数学精品长期以来对我国数学界所起的积极影响，法兰西数学的深厚根基、无比活
力和优秀传统对我国数学家所起的不可低估的潜移默化作用，无疑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足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在我国的数学家中，有不少就曾经留学法国，直接受到法国数学家的栽培和法
兰西数学传统和风格的薰陶与感召，而更多的人也或多或少地通过汲取法国数学精品的营养而逐步走
向了自己的成熟与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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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拓扑学教程：拓扑空间和距离空间、数值函数、拓扑向量空间(第2版)》是作者上世纪60年代出
版的《分析教程》的第二卷，曾被译为英文和西班牙文，内容包括拓扑和函数空间。
《拓扑学教程：拓扑空间和距离空间、数值函数、拓扑向量空间(第2版)》针对有一定数学基础的大学
生，但几乎不要求任何预备知识。
使其能在一个尽可能简单的框架上了解现代分析的有力工具及其应用。
G．肖盖为法国科学院院士，不仅在学术上享有声誉，在教学上也极富特色。
　　书中的基本概念几乎都在其一般形式下来介绍，并通过例子来说明所选择定义的合理性。
例如，在叙述任意拓扑空间时，先简要讨论实数直线；而距离空间则在提出一致性问题后才引入；同
样，赋范向量空间和Hilbert空间仅在讨论局部凸空间后引入，后者在现代分析及其应用中越来越重要
。
书中通过大量的例子及反例来说明定理成立的确切范围，并设置了各种难度的习题，便于学生检验其
对课程的理解程度并锻炼自身的创新能力。
　　《拓扑学教程：拓扑空间和距离空间、数值函数、拓扑向量空间(第2版)》可供高等院校数学及相
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教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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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G.肖盖，著名法国数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曾被授予军官级（Officier）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L6gioll d’honneur）。
1946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1949年任巴黎大学教授，1965年任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教授。
　　G．肖盖的研究领域涉及实变函数论、位势论、泛函分析、容量理论及积分表示等，并获得一系
列重要结果，以创立Crloquel理论和Choquet积分而闻名。
著有《分析教程》（Cow danalyse）和《分析讲义》（Lectures 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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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16.凸函数的定义.直接性质§17.凸函数的连续性和可导性§18.凸性准则.§19.向量空间的子集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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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连续数值函数Stone-Weierstrass定理定义在区间上的函数凸函数平均值和不等式Ⅶ.第二章的法汉术语
对照和索引Ⅷ.参考文献Ⅸ.定义和公理第三章 拓扑向量空间Ⅰ.一般拓扑向量空间.例子§1.拓扑向量空
间的定义和初等性质§2.关联于半范数族的拓扑§3.拓扑向量空间的经典实例Ⅱ.赋范空间§4.关联于范
数的拓扑.连续线性映射§5.单态射和同构的稳定性§6.赋范空间的乘积.连续多重线性映射§7.有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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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数Ⅳ.Hilbert空间§14.准Hilbert空间的定义和初步性质§15.正交投影.对偶的研究§16.正交系
§17.Fourier级数和正交多项式Ⅴ.习题一般拓扑向量空间关联于半范数族的拓扑关联于范数的拓扑范数
的比较范数和凸函数赋范空间上的线性型拓扑对偶空间和二次对偶空间紧致线性映射完备赋范空间可
分赋范空间非连续线性映射赋范空间的乘积和直和有限维赋范空间实数或复数的可和族拓扑群和赋范
空间上的可和族级数.级数的比较与可和族的比较函数级数与函数可和族复数可乘族与复数无穷乘积赋
范代数准Hilbert空间的初等性质正交投影.对偶空间的研究正交系正交多项式Ⅵ.第三章的法汉术语对照
和索引Ⅶ.参考文献Ⅷ.定义和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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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拓扑空间和距离空间　　引言　　一般拓扑学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理论整体那还只是半个
世纪以来的事情①；但它可以追溯到古代，是人们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当希腊数学家企图将数的概念精确化的时候，极限与连续的概念就摆到了他们面前。
然而，为了澄清收敛序列、收敛级数和连续函数的概念，尚需等待Cauchy（1821）和Abel（1823）的
著作的问世。
　　到了Riemann（1851）的时代，框架更为扩大；在Riemann的晋级论文《论作为几何学基础的假设
》中，他拟就了一个辉煌的大纲，即研究“多次扩大的度量的一般概念，这里不仅扩张到任意维的流
形，并且也包括函数空间和集合的空间。
　　但是如果不具备对实直线（Dedekind）和对数值函数（Riemann，Weierstrass）的良好知识，尤其
是缺乏一种既精确又一般的语言，一个这样的大纲是不可能实现的。
Cantor（1873）创造了这种语言，从而打开了通向新世界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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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G.肖盖　　Gustave Choquet　　(1915-2006)　　著名法国数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曾被授予军
官级(Officier)法国荣誉军团勋章(Legion dhonneur)。
1946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1949年任巴黎大学教授，1965年任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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