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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趣谈的形式，按照少年儿童的思维习惯，把数学各分支作了一一介绍，从起源、背景和孕育过
程，一直到深刻的内函，都讲得既浅显又生动，不但提供了清晰的知识层面，更开辟了一条思维新路
，使读者在阅读中渐渐培养起创新的思维方式。
本书是中学数学研究性课程及3+X高考不可多得的辅助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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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景中院士是中国著名数学家，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
由他创立的不讲数学理论只讲数学思想，用日常生活中的浅显事例，向青少年学生普及数学的创作手
法，是我国数学科普创作的一大飞跃。
 
　　张景中院士的经历很不简单。
他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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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院士教孩子学数学／吴建平　　（本文作者系中国数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学生数学
》杂志主编，曾两次带领中国国家队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
）　　很早就读过张景中先生的文章和书，尤其是他以“井中”为笔名写的文字。
但第一次认识张先生是在1989年，当时应四川省数学会之邀到峨眉山为数学奥林匹克教师培训班授课
。
空余时间听了张先生的一节课，他给小学教师讲“鸡兔同笼”，印象很深，确有“啊哈，灵机一动！
”之感，处理方法通俗、绝妙。
　　张先生的经历很不简单。
他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下放新疆时做过中学老师、在中国科技大学教过少年班、担任过数学奥林匹
克国家队教练⋯⋯也许正是他深厚的数学功底加上这份经历，使他成为最了解、最关心中小学数学教
育的国内著名数学家之一。
张先生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
　　他在繁忙的科研工作之余为青少年撰写了大量广受好评的数学科普作品，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
版的“院士数学讲座专辑”应该是他的代表作了。
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一等奖，第六届国家图书奖，第九届“五个一工程”奖。
　　数学家组成一个群体是他们有共同的思维习惯，张先生把这称为“数学家的眼光”，这个提法好
，很平等、易于让人接受。
数学家与普通人的区别就在于这种看问题的眼光和角度的不同。
在中小学开设数学课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学生提供一个了解、体会数学家眼光的机会和环境，教师们
应切实地意识到这一点。
　　《数学家的眼光》通过一系列中学生熟悉的“简单的问题”，说明数学家是如何从这些普通的、
众所周知的事实出发，步步深入、分析和挖掘出有广泛应用的深刻规律。
使读者了解数学家做事、看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同时显示出数学的深刻、透彻，能够达到一般讨论所不能达到的地步；又展示了数学家的穷追不舍、
孜孜以求的探索真理的治学精神。
使读者在读来既轻松、又兴味盎然的情景中了解并慢慢学会解决数学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张先生一直站在科学研究的前沿，为建立“几何定理机器可读性证明的理论”做着出色的工作。
可贵的是他善于把他在研究工作中的思想、方法通俗、形象地介绍出来，传达给更多的人。
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理论基础是“消点法”，说得再简单些就是面积。
几何大厦是由一个个漂亮的小屋组成，欧几里德选了一个入口、选了一种路径走遍了每一个小屋。
在《新概念几何》中，张先生试图带着大家另选一个入口、另辟蹊径地走一走、逛一逛。
　　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张先生对平面几何的情有独钟，可以看出他在整理几何体系时的独到见
解。
20年前，张先生就提出用“面积方法”处理平面几何问题，现在这套办法已经被很多中学老师和同学
掌握，在解决数学奥林匹克问题时的优势尤为明显。
平面几何在人的理性思维训练上的意义是独特的，这有点像体育项目中的体能训练。
乒乓球运动员是要反复练习发球、接球、削球、抽球这些实用的基本功，但是也要拿出相当多的时间
花在练习举重、跑步、耐力等不那么“立竿见影”有用的功夫上，只有有了好的身体素质，才能发挥
水平、打好比赛。
　　应该衷心地感谢张先生的书、感谢他为数学科普所做的工作。
也真的希望更多的“张景中”关心、支持、实践这件事。
　　　　责任、挑战和安慰　　——在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颁奖大会上的发言　　责任、挑战和
安慰——在第五届全国优秀　　我觉得，科普创作是一种责任，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安慰。
　　我主要从事科研，为什么说科普也是一种责任呢？
从道理上讲，社会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研究的条件和环境，我们当然有责任向大家说明研究对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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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研究工作的意义。
让公众了解科学，了解科学工作者的工作。
国家要求攀登项目结题时一定要编写一本科普书，我认为这个规定很好。
说明了科普工作不仅是科普作家的事，也是科学家的责任。
　　科普工作的重要意义，还可以说出来很多。
认识到这些意义，会使自己树立做科普的责任感，强化这种责任感。
不过，各行各业都有重要意义。
一个人要做科普创作，除了对科普的意义有所认识之外，必然还有自己的原因。
这和个人的经历有关。
我自己小时候喜欢读科普作品。
法布尔的书让我看到一个新奇有趣的世界，伊林的作品让我知道了许多平常的东西却有着不平常的故
事和道理。
科普读物启发自己思考，激励自己探索，使自己产生了研究和创新的愿望。
因为喜爱科普作品，也就敬仰科学家和科普作家。
自己常常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出书，我也要写这样好的科普书。
就这样，自己给自己加上了写科普书的责任。
　　要写出好的科普作品，确实不容易，所以是一种挑战。
如何选择话题，怎样打比方，都要反复地想，一再的修改。
有些事情是人家写过的，甚至是大科学家写过的，自己敢不敢班门弄斧，能不能给读者一点新的启发
，新的感受，这更是挑战。
例如，我国古代数学家祖冲之指出，分数355/113是圆周率π的一个很好的近似值，称之为密率。
密率好在哪里，这是一个不错的科普话题。
数学大师华罗庚在他的著作中指出，在分母不超过366的所有分数当中，没有比密率更接近π的分数了
。
要说明其中道理，他用到数论里的丢番图理论。
后来，我国另一位著名数学家在一本科普书里，用连分数的方法，更进一步地论证出，在分母不超
过6000的所有分数当中，没有比密率更接近π的分数。
能不能用更浅显的方法，更充分地向小读者说明密率的好处呢？
自己反复思考，发现可以用初中学生的数学知识，简捷地论证出更好的结论：在分母不超过16500的所
有分数当中，没有比密率更接近π的分数！
并且指出，有一个分母为16604的分数，确实比密率更接近π。
这点道理写在书里不过十几行，想到它却用了两天多。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在一本书里写的“猴子分桃”。
这是国内外流传很广的趣味数学问题。
物理学家李政道在一次访问中国科技大学，和少年班里的大学生谈话时，问到了这个问题。
少年大学生们被难住了，没人能解答。
李政道说，著名数学家和哲学家怀德海有一个简捷漂亮的解法，用到了高阶差分方程的知识。
国外一些著名科普作家的书里提到这个问题时也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能不能找出一种更浅显的方法，让小读者也能体会这个问题的奥妙呢？
后来想到了一种简单的解法，只用到小学里的数学知识。
这种方法的背后，涉及动力系统理论中的相似变换的思想。
这样，科普创作和科学研究，常常能联系起来。
有些内容，在国内作为科普作品出版后，还能改写成英文，在国外的专业学报上发表。
一本小册子可能要写几年，大概只有科研工作者业余写科普才能这样干。
　　科普创作很辛苦。
但想到能和许多读者交流思想，想到许多青少年可能喜爱自己写的作品，又是很大的安慰。
也可以说是一种幸福，一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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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一篇论文，世界上有几十个人，甚至几个人能认真地看看，和你交流思想，就不错了。
而一篇科普作品的读者，往往成千上万。
有一次，一位家在农村的亲戚说，我送给他的一本科普作品，被邻居家的孩子借去看。
那个小孩很喜欢，但买不到，就在暑假里抄了一本。
我听了很感动，托他带了一本书送给那位小读者。
还有一次，收到一位农村的高考落榜青年的来信，谈到他对我的一篇科普作品中提到的问题的想法。
我觉得他想的有点意思，回信鼓励他想下去。
不久，他果然解决了这个国外数学家提出的问题。
后来他考上了研究生，现在已经是数学教授了。
　　评选奖励优秀科普创作，是对我们的鼓励。
好的科普作品很多，得奖的只能是少数。
由于种种原因，也可能有很好的作品未能获奖。
但对于绝大多数科普作品的作者来说，读者的喜爱才是最重要的的奖励。
作品能给读者以好处，能把读者引进一片科学世界，是对我们的莫大的安慰。
　　上面说的是自己的一些想法，相信很多在座的老师们和我有同感。
谢谢大家。
　　　　200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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