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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省身”二字，既取自陈省身先生的名讳，蕴含着对先生的缅怀与纪念；又源于《论语·学而》，包
含了“克己修身，道德垂范”的中华传统美德。
创办“省身讲堂”，是学校践行先生遗训的具体实践，也是为了引领全校师生，传省身之厚德，修载
物之长风，进而“完善人格、自强不息”。
    两年来，“省身讲堂”遵循“人文性、学术性、开放性”的原则，以人文情怀和科学精神的塑造为
出发点，以“精神成人，专业成才”为主线，努力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和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环境，
培育优良校风，共同创建社会主义和谐校园。
    本书收录了20位学者奉献的20场精彩讲演，其内容涵盖数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美
学、教育学、伦理学等领域，为师生们打通了20扇看世界、品文化、思人生的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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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数学的文化价值　　要讲数学的文化价值，就要知道什么是文化。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与自然相对的一个概念，它是通过人的活动对自然状态的变
革创造的成果：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观念形式，也就是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
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看，数学都是文化。
数学对整个民族理性精神的形成、对人们良好思维习惯的养成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就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而言，理性精神应当说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因为，它集中体现了人们对外部客观世界与自身的总体性看法或基本态度。
就西方理性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而言，数学发挥了实实在在的重要作用。
这从宏观的角度最为清楚地表明了数学的文化价值。
　　人们常说，西方人比较理性，那么我们就简单回顾一下西方理性精神的形成和发展。
　　在早于古希腊时代的各个古代文明中，人们基本上处于蒙昧无知的状态。
人们认为，世界是混沌的，不可理解的，不可解释的。
到古希腊就不一样了。
“古希腊的智者们对自然界采取了一种全新的态度。
这种态度是理性的、批判性的和反宗教的。
神学中上帝按其意志创造了人和物质世界的信仰被抛弃了。
智者们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自然界是有序的，按完美的设计而恒定地运行着。
⋯⋯这种设计虽然不为人的行为而影响，却能被人的思维所理解。
”这就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世界是可以理解的，尤其可以通过数学来理解。
所以克莱因明确指出，古希腊人之所以能“摒除故弄玄虚、神秘主义和对自然运动的杂乱无章的认识
，而代之可以理解的规律”，其“决定性的一步是数学知识的应用”。
　　毕达哥拉斯学派坚信，数学构成了一切事物和现象的本质，通过数学的研究可揭示自然界的规律
。
数学为人类提供了打开自然界奥秘的钥匙！
此后更形成了一个哲学派别，即“毕达哥拉斯一柏拉图学派”。
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儿、惠更斯和牛顿等大家，都深受这一传统影响，他们的工作都是努
力地去揭示自然界的数学设计方案。
　　文艺复兴前后，基督教神学与“毕达哥拉斯一柏拉图学派”“联姻”。
这时期的大思想家普遍接受了这样的观念：上帝是有理性的，他按数学规律设计、创造了整个世界。
从而，人们就可通过直接的探索去发现自然规律，而这事实上也是对上帝存在性的直接证明。
　　但随着科学的发展，上帝最终不可避免地被逐出科学的领域。
在牛顿那里上帝已被仅限于作出所谓“第一推动力”；进而，到了拉普拉斯，他就“不再需要这样的
假设了”！
　　到了伽利略，则更加进步。
他首先倡导自然科学的研究应当局限于“怎么样”的问题，即应当满足于对事物和现象的数学描述，
而不去涉及“为什么”的问题。
使科学初步与宗教神学划清了界线。
因为，按这样的观点，宗教神学的作用仅限于对“为什么”的问题作出解释，对于事物和现象的描述
则完全是科学的任务。
由此，上帝就被请到了自然科学的后台。
这是理性精神的伟大胜利，数学在此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数学在西方理性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我们常称这样的理性精神为“数学
理性”。
“数学理性”的主要内涵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主客体的严格区分。
在自然界研究中，应当采取纯客观的、理智的态度，而不应掺杂任何主观、情感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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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科学态度。
　　二是对自然界的研究应当是精确的、定量的，而不是含糊的、直觉的。
这是“数学理性”的“数学”特征，可以看作“数学理性”的核心所在。
　　三是批判的精神和开放的脑袋。
所谓“批判的精神”，即坚持这样的真理观：任何权威，或是自身的强烈信念，都不能被看成判断真
理性的可靠依据。
数学作为一种“看不见的文化”对于人们养成批判的精神有重要影响。
　　四是抽象的、超验的思维取向。
　　有一点必须注意，西方的“数学理性”在很大程度上与古代中国的自然观与认识论直接对立。
如中国儒家“天人合一”的观点就是与西方“主客体的严格区分”的观点直接对立的。
还有我们讲的“道”这一概念，传统“悟道”的提法则又显然表明，对于“道”的认识主要是一个“
感悟”的过程。
这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特征。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欧洲人倾向于寻求现象之外或超乎现象的实在
，而中国人则在现象之中寻求实在。
”这与上述“数学理性”的抽象的、超验的思维取向是直接相对立的。
还有“中庸之道”，对于“中庸之道”的刻意追求，对于古训与先师的无比崇敬，显然也构成了中国
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所有这些都与西方文化的批判性、进取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数学理性”被看成近代自然科学何以能在西方顺利地得以建立的一个重要条件。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在伽利略时期的西方产生
，而在公元2世纪到公元15世纪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传统科学却处于原始的经验主义阶段，没有能
自发地产生近代科学？
的确，我们的《九章算术》很早啊，可为什么没有形成理性推理呢？
我们的四大发明也很早啊，可为什么没有形成现代科学呢？
这个问题真的很值得思考。
　　上面是从宏观角度讲数学的文化价值，如果从微观的角度看数学的文化价值，那就是思维，对个
人思维方式的改变。
数学对于人们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数学教育中，我们不应该只注意知识的学习
，而更应该重视思维方法的训练和培养，重视能力的培养，而其核心则在于帮助学生学会数学地思维
，学会数学地观察世界和处理问题。
什么叫数学地思维，数学地观察世界和处理问题？
实际上就是数学化的思想在起作用。
所谓“数学化”，是指如何由实际问题去建构数学模型，然后应用数学的知识和方法求得问题的解决
。
如面对一个具体的实际问题，先把它抽象成一个数学问题，然后利用数学的手段把这个题目解出来，
再用到实际问题中，获得预期的效果。
这就是数学化的思想。
在这个抽象的过程中要注意两点：一是由定量到定性的研究思想。
这里指，在对事物或现象进行研究时，应尽可能地用数学的概念对对象作出刻画，通过数学的研究揭
示其内在的规律。
二是数学化的过程必然包含有一定的简化和理想化。
在数学模型的建构过程中，我们应当集中于具有关键作用的量和关系。
　　有个小新闻，讲复旦大学数学教授李先平研究《红楼梦》的作者。
李先平先把书中“的、了、吗、呢”等虚字统计出来，共有47个虚字，然后统计这些虚字出现在各回
中的频率，再据此作句类分析。
数据结果可画出一条线，出现频率高的在线的上方，低的在线的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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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在这条线上方的恰好是《红楼梦》的前80回，在此线下方的恰为后40回。
由此李先平教授得出结论：《红楼梦》是两个人写的！
　　我们还要讲的是公理化思想。
　　所谓“公理化”，即是在理论的组织中应当用尽可能少的概念和命题作为必要的基础，并通过明
确的定义逻辑推理来建立演绎的体系。
“公理化”比上述“数学化”的抽象层次更高。
数学化只解决一个概念问题，而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公理化事实上涉及诸多命题（事实性结论）与概
念间的逻辑联系，从而包含了由个体向整体的过渡。
　　公理化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创了把几何学作为证明的演绎科学研究
的方向；柏拉图对许多逻辑的原理加以阐明；亚里士多德在总结和概括前人创造的几何和逻辑知识基
础上，首次对公理方法进行论述，建立了形式逻辑的核心——三段论，奠定了公理化方法的基础；欧
几里得是系统应用公理化方法的第一人，其《几何原本》一直被看成公理化的一个典范。
　　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中成功地运用公理化方法建立起了自己的几何理论，清楚地表明了理论
思维的力量。
在这一著作中，数学（几何）已不再是各个孤立命题的简单汇集，而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系统，不仅各
个命题的内在联系得到了清楚的揭示，我们也可单纯凭借逻辑思维由已知的事实去引出新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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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省身讲堂演讲录》是《省身讲堂》之一，希望这些闪烁着人文思想和人生智慧的文字，影响更
多人的生活。
校园文化是一所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是大学赖以生存的根基和血脉，是大学的灵魂，它关系到“培养
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这一永恒的教育主题，它营造的育人环境对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起到积极
的熏陶作用。
“省身讲堂”正是以此为己任，努力培育和彰显学校的校园文化特色。
如今，“省身讲堂”已成为学校的一张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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