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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学文化》于2007年9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不到半年时间，出版社告诉我库存已很少，社会反
响不错，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已在第1版序言中讲清楚了。
我一直以为，出书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白纸黑字，出版之后，你的思想就定格了，没法改了。
《数学文化》出版后，我再一次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发现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包括一些校对错误
。
初版之所以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以为主要是以下原因所致：一、我对数学已经搁置了30多年
了，重新捡起来，的确有很大难度。
因此，我只能采取一种多关注数学方法，多关注数学思想，少关注运算和具体问题；多考虑定性，少
考虑定量的路子。
即使是这样，错误和不足，仍在所难免。
二、多借鉴，见贤思齐，择善而从。
书出版后就有读者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我以为这是对的。
比如，《数学文化》中有部分篇幅在一些转引和摘录方面，数量嫌多了一些。
当然，这是一种拿来主义。
但是，除特殊查找困难者外，均注明出处，决不掠人之美。
我想，这是我的原则。
不过，作为一本数学文化的架构体系，我还是精心考虑和再三推敲的，倾注了我的心血。
这就如同建一个房子，架构是原创的、自我的。
但是，里面用了一些组合家具，我把这些家具的生产厂家一并尽可能都注明，因为那不是我的创造。
三、所做修改较多的章节主要是数学文化的美学观一章，其原因是该章的内容与其他章节相比，不仅
内容偏多，且图也偏多。
因此，这次修订时删掉了一些过于繁琐的图。
除此，我又增加了一些叙述，免得给人一种图多文少的感觉：四、纠正了一些错别字，改正了一些语
句。
2007年四、五月份，我的父母相继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去世，而当时恰好是《数学文化》校对、定稿
的关键时期。
在那样一种恍惚不安中，错误自然是在所难免的，以致我今天在重新阅读时，发现有的“偶数，，成
了“偶然”，“希腊”成了“希望”等难以容忍的错误。
包括在语句上，有一些哕唆和不通的地方还不少。
多少年来，我一直追求语言的简洁、明快，追求文章内容的好看、耐读，以及句子的韵律、节奏，这
是我一直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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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高等学校素质教育的新型教材，其特点是把数学作为文化来研究。
通过对数学文化的学习，培养大学生的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等方面的能力，特别是大学生
的创新能力，提高文化素质，以适应社会需要。
不管是学过高等数学，还是没学过高等数学的人，只要具备一定数学基础，都可通过阅读该书，获得
帮助。
　　本书共分八章，简要阐述了数学文化的学科体系，以及数学文化的哲学观、社会观、美学观、创
新观、方法论等方面的主要内容，并附有专章介绍几千年来的数学思想发展史，给读者一个整体的数
学科学发展的脉络感。
　　本书在写作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介绍思想，介绍方法，重在开拓人们思考问题的思路，诱
导、激发人们的创新意识。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文、理、工各类大学生素质教育的专门教材，也可作为一般人文科学工作者
、社会科学工作者、大学教师、研究生，包括国家公务员在内的文化参考用书和课外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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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引论：数学是什么①1999年，当我出版《数学文化导论》时，我在绪论中写道：“我被日本著
名数学家米山国藏的数学精神所深深感染。
”他在《数学的精神、思想和方法》④中说：“数学的精神、思想、方法是创造数学基础、发现新的
东西，使数学得以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源。
”作为一个教育学家，他深深体会到，许多人在学校学习到的数学知识，若毕业后进入社会没有机会
去用，不到一两年，就忘掉了。
“然而，不管他们从事什么业务工作，唯有深深铭刻在头脑中的数学的精神、数学的思维方法、研究
方法、推理方法和着眼点等（若培养了这方面的素质的话），却随时随地发生作用，使他们受益终生
。
”写这本书的初衷，我已在序言中说了。
我总觉得，数学对一个时代的影响，对一个人的素质养成太重要了。
M．克莱因甚至讲过，“一个时代的总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个时代的数学活动密切相关”。
伟大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X射线的发现者伦琴，在回答人们问他“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的必修学
科”时答道，“第一是数学，第二是数学，第三还是数学。
”我以为，这里的数学不是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而是指有关数学的精神、思想和方法，我写这本书的
目的就在于此。
我想用较多一点的篇幅，在这篇引论中详细介绍一下什么是数学，以及数学学科的特点和学习数学的
时代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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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数学文化》终于可以与读者见面了，此时的感觉是很复杂的。
一是有一种轻松感，因为完成了一件事，如释重负。
二是有一种诚惶诚恐的感觉，因为迄今还没见到一本这样的数学文化书。
据说有的学校和出版社也正在组织人写，但到底写出来是个什么样子，谁也不清楚。
因此，也有一个要读者认同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数学文化》只能是个尝试，只能是一家之言。
古人语：“先者难为知，而后者易为攻也。
先者上高，则后者攀之；先者踰下，则后者蹶之；先者隤陷，则后者以谋；先者败绩，则后者违之。
”同我在前言里讲述的话一样，我不敢说拙著是否一定能带给读者多少东西，但至少有一点是很肯定
的，那就是在“踰下”、“陨陷”、“败绩”方面可以给同仁们以借鉴。
正是由于这一点，我诚恳期待批评。
《数学文化》能够面世，需要感谢的人很多。
首先是感谢曾在1999年出版过我的《数学文化导论》的南京大学出版社，感谢张大良教授、张异宾教
授、罗亮生教授、丁益先生，以及北京大学校报魏国英教授、北京大学出版社彭松建先生、大连理工
大学徐利治教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张奠宙教授、湖南教育出版社的刘清华先生等给我的支持与帮助
。
在此，谨向他们一并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感谢梁恩忠先生，感谢责任编辑王海燕女士，她认真负责的精神令我感动，校
出许多错误，保证了本书的质量。
感谢近年来出版的一批与数学文化有关的书籍。
感谢东航印刷厂朱厂长、韩老师。
我一直以为，出书是一件既高兴又遗憾的事，高兴的是自己的所思、所想可以结晶，留给他人和后人
。
遗憾的是白纸变成黑字，思想就凝固了，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就改不了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生前非常关心数学科学的发展，他曾对谈家桢先生讲过：“我们欢
迎数学，社会需要数学。
”毛泽东也是一位伟大的书法家，我喜欢书法，是毛泽东书法的崇拜者。
基于这两点，在本书的封面装帧设计上，我特意从毛泽东的手书中集了“数学文化”四个字。
应当说，这几个字在一起，可以说是浑然一体，不少朋友看了，真以为是老人家一气呵成的专门题词
，故在此特意说明。
方延明2007年4月28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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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学文化(第2版)》可作为高等学校文、理、工各类大学生素质教育的专门教材，也可作为一般人文
科学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大学教师、研究生，包括国家公务员在内的文化参考用书和课外读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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