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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第一版出版后10年间重印了7次，第二版出版后6年间又重印了7次，第二版平均10个月重印一次。
近6年间，作者也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愿做第二次修订，以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本书二次修订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突出教材的实用性。
“虚实结合，侧重应用”是写作本书主要的指导思想。
坚持理论性，突出实用性，强化趣味性，兼顾普及性，是本书的主要特点。
在这四个特点中，最主要的应该是实用性。
只有进一步突出实用性，才能够更好地深化理论性，强化趣味性，兼顾普及性。
本次修订，主要是从下列三个方面进一步突出它的实用性：一、在概念的使用方面增加新的一节原版
第二章第三节、第四节讲述了使用概念应遵守的逻辑规则和逻辑要求，二次修订时又增加了第五节，
第五节讲述使用概念应注意的其他问题。
因为使用概念,除了需要考虑遵守逻辑规则这个层面的问题之外，还需要考虑其他许多因素。
譬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要使用内涵和外延都十分清晰的概念；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使用有一定模糊空
间的概念；在对方不能完全理解时要善于阐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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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主丛与矢丛上的联络为主线介绍现代微分几何，全书分两部分，各5章。
前3章给出微分流形的基本概念，把欧氏空间的微积分推广到微分流形上．第4，5章分别讨论Riemann
流形与李群及李代数．第6，7章分别介绍纤维丛理论与复流形，其中7．6节证明球面S6上没有可积的
等距复结构．第8章介绍示性类，其中8．7节用示性类讨论Milnor的7维怪球．第9章介绍Clifford代数与
旋量群．第l0章介绍Atiyah．Singer指标定理、规范场论与Seiber9．Witten方程．本书内容丰富，纲目清
楚，论证严谨，易于学习．　　第1-5章可以作为高年级本科生或研究生一学期的微分流形课程教材，
第“l0章可以作为微分几何研究生教材，也可作为数学工作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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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绵厘，教授，196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先后在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和国家文化部工作。
退休前任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北京市教委高校教师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
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主要著作有《新时期文化政策与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文艺思想》、《文化政策与文化法规知识读本》
（主编）等，发表学术论文若干。
还发表了《青春的蓓蕾比花美》等抒情诗（网上有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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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每一个概念所反映的对象都有一定的范围（即外延，后面再详述）譬如“太阳”这个概念，
它所反映的对象只包括“太阳”这一个星球，不包括宇宙问其他任何星球。
“树”这个概念反映的对象，只包括树这类事物，不包括其他任何类的事物。
3.概念反映事物的本质或特征粗略地说，根据概念反映事物本质的深度不同，可以分为比较严格、科
学的概念和日常生活中习用的概念。
科学的概念，反映事物比较深刻的本质；而日常习用的概念，不一定都能反映事物比较深刻的本质，
但至少能反映事物的基本特征。
在人们认识“光”的微粒性和波动性之前，并不了解可见“光”的本质是一种能够引起视觉的电磁波
，但人们头脑里早就形成了关于“光’’的日常习用概念，并且能够运用这些日常习用概念进行多方
面的思维活动。
所以说，科学的概念反映事物的本质，而日常习用概念反映事物的基本特征。
二、概念的作用概念反映的对象包括一切认识对象：既包括客观世界中的一切认识对象，也包括主观
世界中的一切认识对象。
概念作为思维的一种基本形式，在人类思维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概念是认识事物的工具概
念在认识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概念的形成，使人们的认识由个别上升
到一般；另一方面，概念的形成使人们的认识由现象深入到本质。
就人们认识事物的先后次序来说，认识是由个别到一般，再由一般到个别⋯⋯交替反复、循环上升的
。
当人们的认识，由个别上升为一般时，头脑里就会形成初步的概念（日常习用的概念）。
概念的产生意味着人们掌握了同类事物的共同特征，标志着人们的认识由个别上升为一般，它使人们
的认识能力大大增强了。
它不仅使人们认识一个一个的个别事物，还使人们认识一类一类的一般事物。
有了概念这种思维形式，人类认识领域的广度就大大扩展了，认识速度也大大加快了。
就人们认识事物的深浅层次来讲，认识是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由不太深刻的本质到比较深刻的
本质⋯⋯逐步深化，永无止境的。
当人们的认识，透过表面现象，深入到内在本质时，头脑里就会形成科学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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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实用逻辑教程(第3版)》是21世纪哲学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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