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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一　  我本不想写这个序。
因为知道多数人看书不爱看序言。
特别是像本书这样有趣的书，看了目录就被吊起了胃口，性急的读者肯定会直奔那最吸引眼球的章节
，哪还有耐心看你的序言？
　  话虽如此，我还是答应了作者，同意写这个序。
一个中文系的青年学生如此喜欢数学，居然写起数学科普来，而且写得如此投入又如此精彩，使我无
法拒绝。
　  书从日常生活说起，一开始就讲概率论教你如何说谎。
接下来谈到失物、物价、健康、公平、密码还有中文分词，原来这么多问题都与数学有关！
但有关的数学内容，理解起来好像并不是很容易。
一个消费税的问题，又是图表曲线，又是均衡价格，立刻有了高深模样。
说到最后，道理很浅显：向消费者收税，消费意愿减少，商人的利润也就减少；向商人收税，成本上
涨，消费者也就要多出钱。
数学就是这样，无论什么都能插进去说说，而且千方百计把事情说个明白，力求返璞归真。
　  如果你对生活中这些事无所谓，就从第二部分开始看吧。
这里有&ldquo;让你立刻爱上数学的8个算术游戏&rdquo;。
作者口气好大，区区5页文字，能让人立刻爱上数学？
你看下去，就知道作者没有骗你。
这些算术游戏做起来十分简单却又有趣，背后的奥秘又好像深不可测。
8个游戏中有6个与数的十进制有关，这给了你思考的空间和当一回数学家的机会。
不妨想想做做，换成二进制或八进制，这些游戏又会如何？
如果这几个游戏勾起了探究数字奥秘的兴趣，那就接着往下看，后面是一大串折磨人的长期没有解决
的数学之谜。
问题说起来很浅显明白，学过算术就懂，可就是难以回答。
到底有多难，谁也不知道。
也许明天就有人想到了一个巧妙的解答，这个人可能就是你；也许一万年仍然是个悬案。
　  但是这一部分的主题不是数学之难，而是数学之美。
这是数学文化中常说常新的话题，大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欣赏数学之美。
陈省身出资两万设计出版了《数学之美》挂历，十二幅画中有一张是分形，是唯一在本书这一部分中
出现的主题。
这应了作者的说法：&ldquo;讲数学之美，分形图形是不可不讲的。
&rdquo;喜爱分形图的读者不妨到网上搜索一下，在图片库里有丰富的彩色分形图。
一边读着本书，一边欣赏神秘而惊人美丽的艺术作品，从理性和感性两方面享受思考和观察的乐趣吧
。
此外，书里还有不常见的信息，例如三角形居然有5000多颗心，我是第一次知道。
看了这一部分，马上到网上看有关的网站，确实是开了眼界。
　  作者接下来介绍几何。
几何内容太丰富了，作者着重讲了几何作图。
从经典的尺规作图、有趣的单规作图，到疯狂的生锈圆规作图、意外有效的火柴棒作图，再到功能特
强的折纸作图和现代化机械化的连杆作图，在几何世界里我们做了一次心旷神怡的旅游。
 原来小时候玩过的折纸剪纸，都能够登上数学的大雅之堂了！
最近看到《数学文化》月刊上有篇文章，说折纸技术可以用来解决有关太阳能飞船、轮胎、血管支架
等工业设计中的许多实际问题，真是不可思议。
　  学习数学的过程中，会体验到三种感觉。
　  一种是思想解放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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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学里学习加减乘除开始，就不断地突破清规戒律。
两个整数相除可能除不尽，引进分数就除尽了；两个数相减可能不够减，引进负数就能够相减了；负
数不能开平方，引进虚数就开出来了。
很多现象是不确定的，引进概率就有规律了。
浏览本书过程中，心底常常升起数学无禁区的感觉。
说谎问题，定价问题，语文句子分析问题，都可以成为数学问题；摆火柴棒，折纸，剪拼，皆可成为
严谨的学术。
好像在数学里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讨论，在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不能提炼出数学。
　  一种是智慧和力量增长的感觉。
小学里使人焦头烂额的四则应用题，一旦学会方程，做起来轻松愉快，摧枯拉朽地就解决了。
曾经使许多饱学之士百思不解的曲线切线或面积计算问题，一旦学了微积分，即使让普通人做起来也
是小菜一碟。
有时仅仅读一个小时甚至十几分钟，就能感受到自己智慧和力量的增长。
十几分钟之前还是一头雾水，十几分钟之后豁然开朗。
读本书的第四部分时，这种智慧和力量增长的感觉特别明显。
作者把精心选择的巧妙的数学证明，一个接一个地抛出来，让读者反复体验智慧和力量增长的感觉。
这里有小题目也有大题目，不管是大题还是小题，解法常能令人拍案叫绝。
在解答一个小问题之前作者说：&ldquo;看了这个证明后，你一定会觉得自己笨死了。
&rdquo;能感到自己之前笨，当然是因为智慧增长了！
　  一种是心灵震撼的感觉。
小时候读到棋盘格上放大米的数学故事，就感到震撼，原来264-1是这样大的数！
在细细阅读本书第五部分时，读者可能一次一次地被数学思维的深远宏伟所震撼。
一个看似简单的数字染色问题，推理中运用的数字远远超过佛经里的&ldquo;恒河沙数&rdquo;，以至
于数字仅仅是数字而无实际意义！
接下去，数学家考虑的&ldquo;所有的命题&rdquo;和&ldquo;所有的算法&rdquo;就不再是有穷个对象。
而对于无穷多的对象，数学家依然从容地处理之，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自然数已经是无穷多了，有没有更大的无穷？
开始总会觉得有理数更多。
但错了，数学的推理很快证明，密密麻麻的有理数不过和自然数一样多。
有理数都是整系数一次方程的根，也许加上整系数2次方程的根，整系数3次方程的根等等，也就是所
谓代数数就会比自然数多了吧？
这里有大量的无理数呢！
结果又错了。
代数数看似声势浩大，仍不过和自然数一样多。
这时会想所有的无穷都一样多吧，但又错了。
简单而巧妙的数学推理得到很多人至今不肯接受的结论：实数比自然数多！
这是伟大的德国数学家康托的代表性成果。
　  说这个结论很多人至今不肯接受是有事实根据的。
科学出版社去年出了一本书名为《统一无穷理论》，该书作者主张无穷只有一个，不赞成实数比自然
数多，希望建立新的关于无穷的理论。
他的努力受到一些研究数理哲学的学者的支持，可惜目前还不能自圆其说。
我不知道有哪位数学家支持&ldquo;统一无穷理论&rdquo;，但反对&ldquo;实数比自然数多&rdquo;的数
学家历史上是有过的。
康托的老师克罗内克激烈地反对康托的理论，以致康托得了终身不愈的精神病。
另一位大数学家布劳威尔发展了构造性数学，这种数学中不承认无穷集合，只承认可构造的数学对象
。
只承认构造性的证明而不承认排中律，也就不承认反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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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康托证明&ldquo;实数比自然数多&rdquo;用的就是反证法。
尽管绝大多数的数学家不肯放弃无穷集合概念，也不肯放弃排中律，但布劳威尔的构造性数学也被承
认是一个数学分支，并在计算机科学中发挥重要作用。
　  平心而论，在现实世界确实没有无穷。
既没有无穷大也没有无穷小。
无穷大和无穷小都是人们智慧的创造物。
有了无穷的概念，数学家能够更方便地解决或描述仅仅涉及有穷的问题。
数学能够思考无穷，而且能够得出一系列令人信服的结论，这是人类精神的胜利。
但是，对无穷的思考、描述和推理，归根结底只能通过语言和文字符号来进行。
也就是说，我们关于无穷的思考，归根结底是有穷个符号排列组合所表达出来的规律。
这样看，构造数学即使不承认无穷，也仍然能够研究有关无穷的文字符号，也就能够研究有关无穷的
理论。
因为有关无穷的理论表达为文字符号之后，也就成为有穷的可构造的对象了。
　  话说远了，回到本书。
本书一大特色，是力图把道理说明白。
作者总是用自己的语言来阐述数学结论产生的来龙去脉，在关键之处还不忘给出饱含激情的特别提醒
。
数学的美与数学的严谨是分不开的。
数学的真趣在于思考。
不少数学科普，甚至国外有些大家的作品，说到较为复杂深刻的数学成果，常常不肯花力气讲清楚其
中的道理，可能认为讲了读者也不会看，是费力不讨好。
本书讲了不少相当深刻的数学工作，其推理过程有时曲折迂回，作者总是不畏艰难，一板一眼地力图
说清楚，认真实践着古人&ldquo;诲人不倦&rdquo;的遗训。
这个特点使本书能够成为不少读者案头床边的常备读物，有空看看，常能有新的思考，有更深的理解
和收获。
　  信笔写来，已经有好几页了。
即使读者有兴趣看序言，也该去看书中更有趣的内容并开始思考了吧。
就此打住。
祝愿作者精益求精，根据读者反映和自己的思考发展不断丰富改进本书；更希望早日有新作问世。
　  2012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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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大多是从作者6年多以来积累的上千篇博客中节选而来的，分为“生活中的数学”、“
数学之美”、“几何的大厦”、“精妙的证明”和“思维的尺度”五部分。
书中基本不涉及高深的数学理论，但是内容新颖、时尚，既有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的应用型话题，又
有打通几何、代数联系的富有启发性的讨论，还间或介绍了一些著名数学难题的最新研究进展，信息
十分丰富。

　　本书是广大数学爱好者的美味佳肴，只要具备简单数学基础即能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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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心电图数列有很多有趣的性质。
例如，考虑某个质数p，假设数列中第一个含有质因数p的数是t·p。
根据定义，t·p和它的前一项有一个公因数。
显然这个公因数不可能是p，因为t·p才是质因数p在数列中首次出现的地方；因而，这个公因数只能
是t或者t的因数。
由于t·p满足最小性，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t是t·p前一项的最小质因数。
我们还可以推算出t·p的后一项。
t·p的后一项要么就是p，要么就是某个比p小的t的倍数。
但后者是不可能的，如果存在某个f的倍数比P小而之前又没出现过，那t·p这一项本身就不会是t·p
了，而将由这个t的倍数取代。
因此，t·p的后一项一定是p。
我们还可以看出，只要t≠2，这个p的后一项就一定是2p；而当t=2时，p的后一项就只能是3p了。
也就是说，如果数列中出现了一个质数p，那么2p不是它的前一项就一定是它的后一项。
 有意思的是，除了p=2以外，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2p出现在P后面的情况。
换句话说，人们发现，对于数列中的每个奇质数p，它的前一项无一例外地都是2p，并且后一项总是
跟着3p。
证明或推翻这个猜想并不容易，直到最近几年才出现有关它的证明。
很大程度上来说，这是整个数列呈心电图模样的最关键原因。
 心电图数列有一个很漂亮的数学事实：所有的自然数都出现在了这个数列中。
由这个数列的定义，每个数最多也只能出现一次。
因此，心电图数列是全体自然数的一个排列。
这个结论的证明堪称经典。
首先我们证明引理1：如果数列中有无穷多项都是某个质数p的倍数，那么p的任意一个倍数都出现在
了数列中。
证明的基本思路是反证。
无妨假定k·p是最小的不在数列中的p的倍数，那么我们总能找到一个充分大的Ⅳ，使得从第Ⅳ项开
始所有数都不小于k·p。
然而数列中有无穷多项都是P的倍数，因此在第N项后面一定能找到一个p的倍数，这个数的下一项就
只可能是k·p了，矛盾。
 我们可以故技重施，继续证明引理2：如果某个质数p的任意一个倍数都出现在了数列中，那么所有正
整数都出现在了数列中。
反证，假设尼是最小的不在数列中的数，我们总能找到一个充分大的N，使得从第N项起后面的所有
数都不小于k。
由于质数p的任一倍数都在数列里，因此k·p的任一倍数都在数列里，即数列中有无穷多项都是k的倍
数。
那么，第Ⅳ项之后一定存在一个k的倍数，它的下一项就只可能是k了，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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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一大特色，是力图把道理说明白。
作者总是用自己的语言来阐述数学结论产生的来龙去脉，在关键之处还不忘给出饱含激情的特别提醒
。
数学的美与数学的严谨是分不开的。
数学的真趣在于思考&hellip;&hellip;本书讲了不少相当深刻的数学工作，其推理过程有时曲折迂回，作
者总是不畏艰难，一板一眼地力图说清楚，认真实践着古人&ldquo;诲人不倦&rdquo;的遗训。
这个特点使本书能够成为不少读者案头床边的常备读物，有空看看，常能有新的思考，有更深的理解
和收获。
　  &mdash;&mdash;张景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事实上顾森的每篇文章都在向读者展示数学确实好玩
。
数学好玩这个命题不仅对懂得数学奥妙的数学大师成立，对于广大数学爱好者同样成立。
　  &mdash;&mdash;汤涛，《数学文化》期刊联合主编，香港浸会大学数学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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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思考的乐趣》是北大高材生，科普界名人顾森力作，他用简单诙谐的语言烹饪数学佳肴，书中涵盖
富有启发性的讨论，没有高深的理论，只有思考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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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本书一大特色，是力图把道理说明白。
作者总是用自己的语言来阐述数学结论产生的来龙去脉，在关键之处还不忘给出饱含激情的特别提醒
。
数学的美与数学的严谨是分不开的。
数学的真趣在于思考⋯⋯本书讲了不少相当深刻的数学工作，其推理过程有时曲折迂回，作者总是不
畏艰难，一板一眼地力图说清楚，认真实践着古人“诲人不倦”的遗训。
这个特点使本书能够成为不少读者案头床边的常备读物，有空看看，常能有新的思考，有更深的理解
和收获。
 ——张景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事实上顾森的每篇文章都在向读者展示数学确实好玩。
数学好玩这个命题不仅对懂得数学奥妙的数学大师成立，对于广大数学爱好者同样成立。
 ——汤涛，《数学文化》期刊联合主编，香港浸会大学数学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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