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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学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
因此它和生活中的人文景观，天文气象，金融理财等方面的知识结下了不解之缘。
本丛书意在从上述人们所喜爱的题材出发，展示数学精辟它们的联系，相互的渗透和应用，从而使人
们深深地体会：某一学科的自身发展离不开数学这门工具；数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本书文字通俗、流畅、典雅，图文并茂，装帧精美，供读者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获得美的享受。
读完了全书，你一定会体会出作者为本书的深刻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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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谈祥柏，1930年5月出生于上海。
中学及大学一直在我国前辈数学家、著名教育家胡敦复先生创办的大同附中大同大学就读。
曾任第二军医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
1990年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表彰为“建国以来，特别是科普作协成立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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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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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没有一件事不跟数学相关谈祥柏，1930年5月出生于上海。
曾任第二军医大学教授，现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
从事数学科普创作已逾半个世纪，1990年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表彰为“建国以来，特别是科普作协成
立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1996年4月获上海市首届“大众科学奖”，同年5月，《奇妙的幻方》
一书被评为全国第三届科普作品一等奖。
迄今为止正式出版的创作与翻译书籍已达40种之多，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科普文章将近1000篇。
通晓英、日、德、法及拉丁文等多种语言。
他与张景中院士、李毓佩教授一起，有“中国数学科普三驾马车”之称。
谈祥柏著的一套三本“趣味数学”专辑最近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包括《数学营养菜》、《登
上智力快车》、《故事中的数学》。
在一个休息日的上午，记者拨通了谈祥柏上海家中的电话。
　　记者：您是怎样开始数学科普创作的？
　　谈祥柏：那是我17岁时写的，题目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有关数学的故事》。
我从小就喜欢数学，这主要得益于我的学校和我的老师，我的中学及大学一直在我国前辈数学家、著
名教育家胡敦复先生创办的大同附中和大同大学就读。
胡先生聘请的老师都是数学方面的才子，受他们的影响我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把数学变成了自己一生
的最爱。
　　记者：您最近出版的“趣味数学”丛书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这些故事是怎样收集到的？
　　谈祥柏：中国的传统教育首先是语言文学的修养，我从小就受古典文学的熏陶，《聊斋志异》等
看过许多遍，我还喜欢背诗，至今许多诗人的诗我都能背，平时我还喜欢和孩子们打交道，我的许多
朋友都是小学老师。
美国数学科普大家马丁?加德纳老先生，每个月写一篇科普文章，从1926年开始至1980年，写了25年，
每篇文章内容既风趣又丰富，他的写作技巧是我非常钦佩的，同时对我有非常大的启发，促成我把我
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故事改成了我书中的故事。
例如，《镜花缘》中有关小人国的故事改成了我书中的数学故事，《镜花缘》第九十三回的一道看起
来很麻烦的数学题，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数学故事，我也把它引用到我的书中来了。
　　科学是一个整体，现在有些人太偏科了，学理工的，不了解文学；研究文学的，却又不懂理工，
不能人为地把文理分割。
数学可以说是一种宇宙的语言，它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没有一件事不跟数学
有关系，文学、艺术、绘画等等，都与数学密切相关。
由于年龄的缘故，这套书应该是我的封笔之作了。
　　记者：儿童科普与成人科普有哪些不同？
　　谈祥柏：我应该算是研究纯数学的，科普创作只是业余爱好，从本质上不属于科普作家，而是数
学研究者。
给儿童写科普有一定的难度，一个问题既不能写得太深，也不能写得太长，论文写惯了，套话比较多
，有时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儿童看不懂的。
给成人看的文章，修改两三次的话，儿童的就得修改四五次。
　　记者：科普图书与课堂教学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谈祥柏：科普书对课堂教学具有很大的帮助，它可以拓宽学生们的眼界。
课堂教学是基础，应该以课堂教学为主。
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一基础，课堂教学当然不能忽视，因为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从基础做起，要下苦功
。
聪明的才智也是通过刻苦的锻炼培养出来的，我每天5点不到就起床，晚上12点以后才睡觉，看书、讲
课、写作，常年如此，养成了习惯。
从事数学科普创作的人决不否认同时还非常重视课堂教学，它们是一个相辅相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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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由于时间所限，课堂上只能讲一些最重要最基础的内容，不可能面面俱到，而科普书可以涉及
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游戏、故事，拓宽课堂教学内容，提高学习兴趣。
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有关数学的内容，是课堂教学涉及不到的，比如体育比赛中的循环赛，推销员的
推销路线等等，这些都涉及到数学的应用问题，大多数人认为，学文学是为了应用，而数学的应用却
没有引起重视。
我们比较偏重课堂教学，对科普介绍得很少，有人认为中国人缺乏创造力，这个看法是错误的，主要
原因是因为中国学生的作业压力太大了，人一生中高中是非常重要的阶段，当才华处于发光阶段时，
如果思想眼界打不开，就会影响一生的发展。
　　如果你用数学家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文史哲中的问题，你就会有新的发现。
汉语中的成语、俗语、民谣和对联的模式以及其中镶嵌的数字，包含有数学；汉字的“形体美”可以
通过数学“算”出来；用数学看时辰和年号；用概率论观点来清算日军侵华期间发生的中国家庭悲剧
；用集合论观点检查杭州西湖桥名的错误⋯⋯　　我希望通过有趣的数学故事鼓励大家学好数学，不
仅仅把数学作为一个工具去应付考试，而是把数学作为终身的爱好，通过数学科普，发现数学永恒的
、内在的美。
自然科学最原始的目标就是要找出内在的、本质的规律，开普勒发现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称其为天
体的音乐，太阳系九大行星运行都是按照椭圆形规律运行的，它与美丽的数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记者：现在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数学班，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谈祥柏：单方面地禁止是很难的，高压总不是办法。
通过题海战术、各种各样的怪题，考试的分数也许会有所提高，但聪明才智是不是也提高了呢？
印度的数学水平很高，他们证明了费马大定理，英、美等国的数学水平也很厉害，他们好像没有各种
数学班。
一个人的才智不是光靠几次考试或几道怪题就可以证明了的，爱因斯坦是20世纪伟大的科学家，他并
不是每次考试成绩都合格的。
  (采访／本报记者 陈盈 受访／谈祥柏)从微软的考题说起／李毓佩　　你能做出下面这道智力题吗：
“U2合唱团的4名成员伯纳、艾吉、埃达姆、劳瑞赶往演出现场，他们途中要经过一座小桥。
当他们赶到桥头时，天已经黑了，周围没有灯。
他们只有一只手电筒。
现在规定：一次最多只许两人一起过桥，过桥人手里必须有手电筒，而且手电筒不能用扔的方式传递
。
4个人的步行速度都不同，若两人同行，则以较慢者的速度为准。
伯纳需花1分钟过桥，艾吉过桥需花2分钟，埃达姆需花5分钟过桥，劳瑞需花10分钟过桥。
请问：他们能在17分钟内过桥吗？
” 　　这个问题和我国民间流传的趣味数学题“人、羊、狼过河”十分相似。
这是出给孩子的智力游戏题吗？
不是，这是著名的微软公司在招聘员工时出的试题。
也许你会问，怎么像微软这样的大公司也会出这样“儿童化”的考题呢？
这可不是微软公司的别出心裁，据说世界上许多跻身世界500强的公司在招收新员工时，都要出类似的
智力题。
 　　智力题可以锻炼人的思维能力，培养人的思维方法。
良好的思维方法能使我们从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找到事物的本质，从纷繁的因素中找到事物变化的主要
原因，使事物呈现出条理性。
一切发现、发明、创造，都离不开科学的思维方法。
但是，要形成科学的思维方法，单纯看教科书、听老师讲课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思维方法是抽象的，它不像1＋1＝2那么简单，只有通过自己的想像，亲自动手操作，经历失败
，才能逐步形成。
多做一些有趣的智力题，对于形成科学的思维方法非常有益。
思维科学化程度越高的人，工作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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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就是这些大公司招聘员工时为什么要考智力题的原因。
 　　日本著名的科普作家多湖辉教授认为，在如今这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不少青少年都忙于接受
各种信息，却疏于动脑、懒于思考。
于是，他编了一套“智育小丛书”，用许多有趣的智力题，引导青少年做起了“头脑体操”。
懒动脑、厌思考的现象，在我国青少年身上也同样存在，我们也需要多湖辉这样的数学教授站出来给
大家领操。
最近，我国著名数学科普作家谈祥柏教授编写了一套“趣味数学专辑”（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其中《登上智力快车》这本书，用许多灵活、新颖、富于启发性和思考性的智力题，带领我国青少
年做起了头脑体操。
 　　谈祥柏教授有深厚的文学功底，通晓英、日、德、法和拉丁文，因此他写的“趣味数学”题材广
泛，妙趣横生，并且与智力问题巧妙结合。
他还将世界著名数学科普大师马丁·加德纳的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
由于谈祥柏教授的作品风格和马丁·加德纳有相似的地方，因此人们也称他为中国的马丁·加德纳。
《登上智力快车》收集了大量的智力趣题，比如“汉字幻方”、“求签与数学”、“汉斯和卡丽娜的
难题”、“日本膏药”等都是古今中外著名的智力题。
请看下面的智力题： 　　多九公和林之洋是我国古典名著《镜花缘》里的人物。
据说一天他们来到了“两面国”，可是他们忘记了日子，不知道这天是星期几。
于是向牛头、马面询问。
牛头在星期一、二、三这三天说假话，其余日子说真话。
马面在星期四、五、六说假话，其余日子说真话。
可是这天牛头回答多九公和林之洋说：“昨天是我说假话的日子。
”马面也说：“昨天也是我说假话的日子。
”多九公糊涂了，林之洋却从他们回答中找到了破绽，确定了那天是星期几。
请问，林之洋是怎样算出来的？
 　　上面这道题是《登上智力快车》中的一道，叫做“林之洋斗智两面国”。
至于答案是什么，还是看看原书吧！
这本书不仅是献给少年儿童的，有志加入世界500强的人也来坐坐这趟智力快车吧！
                                         （本文作者为我国著名数学科普作家） 　　链接：谈祥柏的“趣味数学专辑”包
括：《登上智力快车》、《故事中的数学》、《数学营养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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