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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学，这门神奇无比、美妙无穷的学科，一直被人尊为“自然科学的皇后。
”千百年来，无数人为她倾倒，为她痴迷，对她顶礼膜拜。
在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数学问题像颗颗珍珠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彩，经久不衰，世代相传
，锤炼着无数的数学志士，造就出一代又一代杰出的数学家。

这些著名数学问题，有的产生于异国他乡，有的经历过不同时代，有的至今悬而未决，有的巧妙然而
解法争奇斗妍⋯⋯真可谓一座数学迷宫。

敲开这座迷宫的大门，里面五彩缤纷，琳琅满目，凝聚着古今中外千百万数学家的心血。
为解决一个数学难题，他们有的废寝忘食，忍饥受寒；有的寻师拜友，历尽艰辛；有的开辟了新的领
域，建立了新的数学分支。

作为一名中小学生，一名有志于学好数学的青少年，一名数学爱好者，一名数学教师，应当对数学有
极大的兴趣和热情。
通过数学的过去和现在，了解前辈数学家们的丰功伟绩，学习他们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激励自己去
探索，创造数学的未来。
鉴于此，笔者从博大精深的数学文化中，避开茫茫题海，从冰山一角，“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目
的是传播数学文化，弘扬数学精神，借他山之石以攻玉。

本书融知识性、科学性、趣味性于一体，既是一本科普读物，也是一本励志教育读本，收集了五十位
著名科学家的奇闻轶事和五十个著名数学问题的巧思妙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学的奥秘>>

书籍目录

上篇 数学家的故事
1 天才数学家——阿贝尔
2 数学之神——阿基米德
3 迟到的荣誉——鲍耶
4 数坛奇迹——伯努利家族
5 摘取数学皇冠上明珠的人——陈景润
6 微分几何之父——陈省身
7 艺术家中的数学家——达·芬奇
8 科学界的“伯乐”——达兰贝尔
9 直角坐标系的创始人——笛卡尔
10 射影几何的创始人——笛沙格
11 数学诺贝尔奖的倡导者——菲尔兹
12 业余数学家之王——费尔马
13 一首数学的诗——傅立叶
14 实验科学的先驱——伽利略
15 法兰西的科学之光——伽罗华
16 数学王子——高斯
17现代解析数论专家——哈代
18 复数理论的起始——哈密顿
19 自学成才的典范——华罗庚
20 集合论的创始人——康托尔
21 多产的数学大师——柯西
22 哥廷根数学学派的旗手——克莱因
23 一座不可企及的高峰——拉格朗日
24 应用数学的先驱——拉普拉斯
25 百科全书式的天才——莱布尼兹
26 最具独创精神的数学家——黎曼
27 布衣数学家——刘徽
28 非欧几何的创始人——罗巴切夫斯基
29 清代历算第一名家——梅文鼎
30 为科学家开路的人——纳皮尔
31 近代自然科学的旗手——牛顿
32 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
33 几何学之父——欧几里得
34 数学分析的化身——欧拉
35 少年天才——帕斯卡
36 从俘虏到几何学家——彭色列
37 唯一的华人“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
38 从牧羊儿到几何教授——斯坦纳
39 中国微分几何的开拓者——苏步青
40 理性科学的始祖——泰勒斯
41 代数学之父——韦达
42 控制论之父——维纳
43 三元渗透原理的开拓者——魏尔
44 解析函数论的奠基人——魏尔斯特拉斯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学的奥秘>>

45 在风雨石缝里崛起的数学家——吴文俊
46 20世纪数学的领航人——希尔伯特
47 为真理而献身的女数学家——希帕蒂亚
48 中国近代数学的拓荒者——熊庆来
49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
50 圆周率的祖先——相冲之
下篇 数学趣题妙解
1 蜗牛爬井问题
2 托尔斯泰问题
3 泊松问题
4 香蕉问题
5 数学家年龄问题
6 自行车轮胎问题
7 盈不足问题
8 梅特罗多尔问题
9 麻雀问题
10 百羊问题
11 砝码问题
12 遗产问题
13 韩信点兵问题
14 借马分马问题
15 鬼谷子问题
16 牛吃草问题
17 五家共井问题
18 百鸡问题
19 分牛问题
20 折竹问题
21 引葭赴岸问题
22 蛋糕问题
23 拿破仑问题
24 勾股容圆问题
25 刘徽问题
26 四色问题
27 七桥问题
28 猴子分桃问题
29 富兰克林遗嘱问题
30 亚麦斯问题
31 农妇卖蛋问题
32 达依尔问题
33 菲波那契问题
34 电线杆问题
35 有女善织问题
36 传球问题
37 阿奚里问题
38 葛藤绕树问题
39 圆柱容球问题
40 足球问题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学的奥秘>>

41 华罗庚问题
42 装错信封问题
43 女学生问题
44 约会问题
45 抽签问题
46 比赛规则问题
47 梅累问题
48 蒙蒂·霍尔问题
49 探宝问题
50 蚂蚁爬绳问题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学的奥秘>>

章节摘录

　　陈景润（1933&mdash;1996），福建闽侯人，中国现代杰出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的名字是
和哥德巴赫猜想紧密地连在一起的。
　　1933年5月22日，陈景润出生在福建省闽侯县，自幼家境贫寒，这使他无法像富家孩子那样享受童
年的幸福和欢乐。
读初中时，陈景润由于年少体弱，常常受到富家子弟的戏弄和欺负，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一道挥之不
去的阴影，性格变得越来越内向。
　　1948年，陈景润考入福州英华中学（高中），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
在英华中学，他遇到了一位使他终生难忘的数学老师&mdash;&mdash;沈元（沈后来曾任清华大学航空
系主任，北京航空学院院长等职）。
在一次数学课上，沈老师向他们讲起了&ldquo;哥德巴赫猜想&rdquo;这道世界难题，并开玩笑地说
：&ldquo; 我梦见你们中的一位同学，不得了，他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rdquo;。
同学们都笑了，唯独陈景润没有笑。
老师的这句话深深地铭刻在陈景润的心上，并暗暗地立下志愿：向&ldquo;哥德巴赫猜想&rdquo;进军
！
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
他把这个志向深深地埋在心里，贪婪地吸收着数学王国里的一切知识营养。
　　1950年秋，陈景润考入厦门大学数理系，当时的李文清教授也曾多次讲到数论史上的哥德巴赫猜
想，这再次激起了他攻克世界难题的信心。
在厦大的三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他再也不用为衣食担忧，而且可以安心地研究感兴趣的问
题了。
1953年，由于国家急需人才，陈景润提前一年毕业，被分配到北京的一所中学教书。
由于他不善言辞，又常生病住院，耽误了工作，使学校领导大为不满。
厦大校长王亚南在北京开会时，陈景润所在中学的校长找到他，强烈要求退回这个厦大毕业生。
老校长终于明白了，陈景润根本不适合做中学教师，再这样下去他非失业不可。
慧眼识金的王亚南一回到厦大，立即同校领导研究此事，在他的努力下，陈景润顺利地调进厦大，这
是他一生中的第二个转折点。
　　在厦大工作期间，陈景润发现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中一个关于&ldquo;他利&rdquo;问题
的计算有误，便作了改正，并在华罗庚的基础上进行了推广，然后把自己的发现写成一篇论文，由厦
大李文清教授推荐给当时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的华罗庚。
华罗庚看到这篇论文后，犹如伯乐遇到了千里马，大喜过望，破例邀请陈景润参加1956年的全国数学
年会并在会上宣读论文。
之后，在华罗庚的努力下，中科院数学所和厦大经过协商，于1957年9月把陈景润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
数学研究所专门从事数学研究工作，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三个转折点。
　　数学所高手如云，学术氛围非常浓厚，有丰富的中外书籍和期刊，这些无疑使陈景润受益匪浅。
经过五年的潜心研究，他写出了一系列涉及华林问题、圆内整点问题等数论方面的论文，为攻克哥德
巴赫猜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哥德巴赫猜想，即&ldquo;每个不小于6的偶数都可表示为两素数之和&rdquo;，简称（1+1），由
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于1742年提出。
虽然它的叙述如此简明，以至于连小学生都看得懂，但要证明它却非常困难。
世界上不知有多少数学家为了攻克哥德巴赫猜想在奋力拼搏，但它至今仍是数学史上的一桩悬案。
　　1966年5月，陈景润在《科学通报》上发布了他的研究结果：任何充分大的偶数都是一个质数与一
个自然数之和，而后者最多仅仅是两个质数的乘积，简称（1+2），这就是著名的陈氏定理。
不幸的是，&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开始了，由于他研究的是&ldquo;脱离实际&rdquo;的理论而被当
做&ldquo;白专&rdquo;典型受到批判。
但逆境中的陈景润并没有屈服，整整七年，他在六平方米的锅炉房里不分昼夜地工作，演绎的手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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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麻袋，终于完成了（1+2）证明的化简与改进。
1973年，他的改进了的论文发表在刚复刊的《中国科学》杂志上，受到了国内外数学家的高度赞扬。
（1+2）的证明被誉为筛法理论的光辉顶点。
　　（1+2）的证明，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
陈景润的坎坷经历、钢铁般的意志、奋力攀登科学高峰的大无畏气概，激励了整整一代人。
人们普遍乐观地认为，（1+2）距（1+1）不过一步之遥，&rsquo;摘取明珠非陈莫属，这只是迟早的事
。
但曾经帮助陈景润审阅哥德巴赫猜想原稿的北大教授阂嗣鹤却十分清醒，他冷静地告诉陈景润
：&ldquo;要解决（1+1）的问题还须走很长的一段路。
&rdquo;结果被闵嗣鹤不幸言中，此后，陈景润对（1+1）的证明似乎停滞了，正是这在常人看来的一
步之遥，竟使陈景润至死也未能跨越。
　　（1+2）的证明完成后，陈景润不但没有好好休息一下，反而比以前更加努力。
因为国人对他寄予了太多的厚望，他面临的精神压力可想而知。
其实，陈景润骨子里心气极高，他又何尝不想早日摘下皇冠上的明珠，为哥德巴赫猜想画上一个圆满
的句号。
除了演算和推理，他几乎没有别的爱好，他的工作日程表里没有节假日。
因此，在外人眼里，他是一个不正常的人。
长期自虐式的工作，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埋下了致命的祸根。
　　陈景润的性格极其特殊，他喜欢独立攻关，从不轻易把困难交给别人，他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独
立完成的。
　　1984年，陈景润被查出患上了帕金森氏综合症，不得不住进医院。
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疗，他的病情大为缓解。
出院时医生曾郑重地告诫他，这种病必须注意休养，否则，一旦复发就很难控制了。
也许是陈景润已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也许是皇冠上的明珠对他的诱惑力太大了，也许是攀登科
学顶峰的愿望太强烈了，他停不住前进的步伐，医生的忠告成了耳旁风。
此后的几年，他完全是以生命作赌注，在进行最后的冲刺。
不幸的是，不久旧病复发，他再次住进医院。
当著名数学家王元院士去医院探望他，劝他暂时放下研究工作安心养病时，病床上痛苦得连眼睛都无
法睁开的陈景润却艰难而又坚定地摇了摇头，回答只有一个字：不1 1996年3月19日13点10分，陈景润
就像一棵在风雨中飘摇已久的大树，轰然倒塌。
这一次他再也没有站起来，他带着不屈不灭的永恒追求和无尽的遗憾，走完了自己辉煌的人生之路，
把夺去他生命的世纪猜想留给了后人。
　　陈景润去了，但他杰出的科学成就，他为数学献身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永远激励着追求真理、追
求科学的年轻一代。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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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学的奥秘：数学家与数学的故事》融知识性、科学性、趣味性于一体，既是一本科普读物，
也是一本励志教育读本，还可作为学校的选修课或活动课教材。
限于篇幅，我们只收集了五十位著名科学家的奇闻轶事和五十个著名数学问题的巧思妙解。
这些人是众多科学家的缩影，这些题也只是沧海一粟。
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我们淡化了科学家卓越的学术成就，在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方面给予浓墨重彩；
我们尽量写得朗朗上口，真实感人，使读者兴趣盎然。
我们相信，这是一部真正受人喜欢的读物。
阅读此书之后，读者会开阔眼界，扩大知识面，同时也改变对数学高深莫测、曲高和寡的认识，从而
增强学好数学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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