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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尽管序是一个充满机会和挑战的章节，但是每当我的笔走到这里的时候。
总是感到异常的困惑和混乱。
计算的问题始终没有改变，但是那些陈旧的方法和策略已经不再有效了。
　　有一天，一个学生问爱因斯坦教授：“你的问题怎么和去年的一样呀？
”爱因斯坦教授回答到：“噢！
没有错，但是今年的答案是不同的呀！
”　　那么什么是今天的答案呢？
什么样的计算策略又将登上历史的舞台呢？
　　《普适计算》是信息技术领域的著名专家赵海教授和陈燕教授，以及他们的博士们合作写的一本
关于当代计算机科学及哲学问题的著作。
在本书中，作者根据计算机科学的最新成果，特别是嵌入式计算、普适计算、传感器网络、混沌理论
等的新进展，讨论了（自然界）计算问题的可逆性和不可逆性、对称性和非对称性、决定性和随机性
、简单性和复杂性、进化和退化、稳定和不稳定、有序和无序等一系列重要的范畴。
作者对普适定律的内容、意义作了新的解释，论述了“普适计算”的意义，提出应当重新发现计算。
作者总结了300年来近代计算科学发展的历史，把计算的演进放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加以考查，指出应
当把动力学与热力学、物理学与生物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西方传统文化与东方传统文化结合起
来，在一个更高的基础上建立人与自然的新的联盟，形成一种新的科学观和自然观。
　　对人类来说不存在什么“莫尔定律”。
人类进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社会范围内广泛采用某项技术需要相当多的时间。
此外，人类有限的、非增长的能力限制了人同时从事活动的数目。
当人们试图去从事更多的活动时，不得不降低效率。
频繁地中断正在从事的活动，再开始时，需要重新集中注意力。
在重新集中注意力之后，需要一段时间重新考虑被打断前的内容。
另外，人类的短期记忆力能记住七个左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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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机诞生以来，已经历了集中式计算、分布式计算、网络计算和嵌入式计算，在计算的轨迹上螺旋
上升着。
如果说10年以后传感器网络将取代今天的计算机的话，那么普适计算就将毫无疑问地成为那个时代的
计算模式。
    当人类发明了计算机之后，最初并不知道计算机不能计算什么；当人类知道了计算机不能计算什么
的时候，计算机已经演变成了网络；在人类以为知道了计算机能够计算什么的同时，网络计算又被嵌
入到了更加广泛的设备之中；然而，嵌入式计算告诉了我们，其实人类始终不知道计算机不能够计算
什么!     通过计算访问设备的行为，借助网络拓展了我们的操作空间，利用传感器放大了人类的感知。
本书从嵌入式计算开始，总结了计算的演变和发展，通过大量的研究事实阐述了普适计算及其传感器
网络所涉及的技术、应用和实践，并对其理论进行了深层次地讨论。
书中内容不乏诙谐幽默，视高新技术如同普通生活般轻松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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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2“万物的本源是数”　　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学派放弃了单一元素的观念。
他们认为物质是由土、水、气、火四者组成，而这四者又由冷、热、湿、燥四种基本物性两两组合而
成，例如水是冷与湿的组合，火是热与燥的组合。
他们推进了几何学这一演绎科学，并且按照逻辑顺序建立了某种体系，同欧几里得几何学前两册相仿
。
欧几里得几何学第1册的第47命题现在还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
画直角的“绳则”也许早已在埃及和印度凭经验发现了，但是，很可能到毕达哥拉斯才第一次用演绎
的方法证明了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它两边平方之和。
　　最早把数的抽象观念提高到突出地位的也是毕达哥拉斯派。
我们都很熟悉数的观念，我们习惯于同抽象的3或5打交道，不管手指也好，苹果也好，或日子也好。
因此，我们难于认识到当人们第一次看出几组不同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时候，这在实用数学和哲学方面
是怎样一个巨大的进步。
在实用数学方面，这个发现使算术成为可能；在哲学方面，这个发现促使人们相信“数”是实在世界
的基础。
　　然而，到公元前6世纪的毕达哥拉斯时代，才出现有关数的第一个真正工具，即乘法表。
“数”是一种抽象存在，它反映了人的思维对存在的更深刻的把握。
而数的不同比例的组合，又为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提供了一种较为合理的依据。
　　亚里士多德的存在之链中的各个生物物种，本身就是依据其复杂性而排列的，如果复杂性全都能
还原为简单性，那么，各个物种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现代分子生物学在某种程序上就是如此处理的，所以才会有“对大肠杆菌是正确的，对大象也同样正
确”的格言。
　　亚里士多德说：“毕达哥拉斯派似乎认为数就是存在由之构成的原则，可以说，就是存在由之构
成的物质。
”也就是说在毕达哥拉斯看来世界原本是由数构成的。
当然，本书在这里仅仅是借用了毕达哥拉斯派关于“万物的本源是数”这一命题的释义，并不想深入
地探讨毕达哥拉斯派的假说。
所以这里既不研究自然界事物中性质的多样性是否依赖于几何结构及数的不同比例的差异，也不想与
泰勒士争辩物质是否由土、水、气、火四者组成的。
　　如果说在毕达哥拉斯看来世界原本是由数构成的，那么信息高速公路必将加速信息社会的到来和
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前景是诱人的。
也难怪目前世界上除了美、日、西欧等一些发达国家外，南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规划、切
实部署、分阶段地实施这一计划。
这种席卷全球的信息高速公路热，使得社会信息技术飞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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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计算机网络演化为传感器网络之前，在集中式计算、分布式计算和嵌入式计算之后，最具影响
力的超循环计算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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