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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1961年，我国社会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令人难忘的事一大型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出
版发行。
此后，这套书又多次修订再版，累计印数超过1 亿册，成为家喻户晓的小百科全书式的科普读物。
　　《十万个为什么》初版的时候，我正在上中学，同学们争相阅读的生动场面，至今历历在目。
这套书提供的科技知识，深深印在小读者的脑海里，使大家终生受益。
不少人就是从读这套书开始对科学技术产生浓厚兴趣，并选择考理工类大学、走科学技术之路的。
每每回忆起这些往事，我便深切感到，科技的力量是多么巨大，科普工作是多么重要！
 然而，科普工作的春天，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一同来到神州大地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ldquo;发展经济靠科技，科技进步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rdquo;逐步成为人
们的共识；&ldquo;科教兴国&rdquo;战略、&ldquo;人才强国&rdquo;战略深入人心；&ldquo;学科学，
用科学&rdquo;的社会风气日渐浓厚。
各级各行各业、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加快科学技术普及的步伐。
　　进入21世纪，我国的科普工作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2002年6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
普及法》。
2005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mdash;2020年）》出台。
2006年2月，国务院颁布《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mdash;2010&mdash;2020年）》。
这三件大事，标志着提高全民科学技术素质已经摆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日程，科普工作已经纳
入法制的轨道。
面对这样一种新形势，所有热心科普工作的人们无不感到振奋和激动。
　　在所有热心科普工作的人们当中，我算是比较热心的一个。
1991年11 月到1997年12月，我在山东省济宁市担任主要领导职务。
这个市被评为1 997年度全国&ldquo;科教兴市&rdquo;先进市，我被评为全国&ldquo;科教兴市&rdquo;先
进个人。
　　2000年1 2月到2005年7月，我担任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积极推动市县两级&ldquo;三馆&rdquo;（
博物馆、科技馆、图书馆）建设，为科学技术普及做了一点工作，被授予中国科技馆发展基金会第六
届启明奖。
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科普工作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和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
素质的重要手段，是每一位领导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
　　科普创作是科普工作的基石。
加强科普工作，必须大力繁荣科普创作。
40年前，《十万个为什么》应运而生，难道今天不应该产生一种新的科普读物？
于是，我便产生了编一套这类读物的想法。
就像当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我的这种想法常使我激动不已，有时甚至夜不能寐。
　　在所有热心科普工作的人们当中，还有一个很有战斗力的群体，这就是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我关于编一套新的科普读物的想法，首先得到他们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
山东省科协是省委领导的人民团体之一，其主要任务，一是加强学术交流和学术思想创新，促进科技
创新，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快产业化进程；二是大力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全民科
学文化素质；三是搞好科学技术队伍的自身建设，维护科技工作者的合法权益。
山东省科协联系的科技人员超过100万人。
省科协所属的山东省老科技工作者协会，联系离退休的科技工作者有65万多人。
这是我省科技工作的主力军。
　　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省科协这些年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富有成效。
特别是大刀阔斧地开展城乡科普工作，有效地提高了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有力地保证了经济社会发展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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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财政部门的支持下，主要通过市场化运作，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实现了全省科普宣传栏&ldquo;
村村通 &rdquo;，受到农村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
　　编写大型科普读物这件事，很快就列入省科协2005年的工作计划。
管华诗、陆巽生、孙培峰、燕翔、林兆谦等同志积极策划并具体操作，同时，成立了由朱明同志具体
负责的专门办事机构，筹措了部分经费，从而使这样一项浩繁的工程正式启动起来。
　　大家一致认为，这套丛书应当是一套自然科学技术普及读物。
它应当站在新世纪新起点上，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具备以下四个特点：第一，系统性。
尽量体现自然科学原理的完整体系，避免零打碎敲。
第二，实践性。
尽量涉及自然科学应用的各个领域，避免挂一漏万。
第三，先进性。
尽量采用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的最新成果，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等高新技术要占较大篇幅。
第四，可读性。
尽量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根据上述四点要求，丛书设计了三大部分，共35卷。
第一部分，自然科学原理，共6卷：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
第二部分，自然科学的应用，共24卷：涉及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从生产到生活，几乎全
面覆盖。
第三部分，综合，共5卷：自然科学发展大事年鉴、古今中外科技名人、科学箴言、通俗科技发展史
、探索自然奥秘。
　　丛书共1000余万字。
从酝酿到出版，共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浩繁又如此高标准严要求的编写工作，必须举全省之力，加强领导
，细心组织，周到安排，通力合作，精益求精。
主编是总指挥，负总责。
常务副主编是具体指挥，具体负责。
编委会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
各承编单位调整工作计划，抽调精兵强将，集中时间进行编写。
近几年，我主持编写了《齐鲁历史文化丛书》、《山东革命文化丛书》、《山东当代文化丛书》、《
社会科学与您同行》、《诚信山东》等多套大型丛书，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自然科学向导丛书》的编写工作，借鉴了前几套丛书编写的经验，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这套丛书的成功，还得益于中国科协的关怀鼓励，得益于艾兴、蒋民华等专家的指导帮助，得益
于省委宣传部、省财政厅、省新闻出版局、山东出版集团、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教。
　　知识的无限性与人的智力的有限性，是一对无法克服的矛盾。
经过上下数千年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我们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体自身的认识，仍然处于一个初
级阶段，离自由王国的境界仍然相当遥远。
但是我坚信，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我们离那个境界肯定会越来越近。
而科普工作，就是接近那个境界的路、桥、船。
　　王修智 200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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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然科学向导丛书是一套自然科学技术普及读物。
它站在新世纪新起点上，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具备以下四个特点：第一，系统性。
尽量体现自然科学原理的完整体系，避免零打碎敲。
第二，实践性。
尽量涉及自然科学应用的各个领域，避免挂一漏万。
第三，先进性。
尽量采用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的最新成果，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等高新技术要占较大篇幅。
第四，可读性。
尽量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本书是该系列丛书的其中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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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机过程     马尔可夫过程     平稳过程     鞅     布朗运动     独立增量过程 第三章  数学的发展及应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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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论    可靠性数学理论    计算机模拟    军事运筹学    统筹学    优选学    优选的数学模型与方法    优选
过程  三、控制理论    线性系统控制理论    最优控制理论    非线性控制理论     随机控制系统    分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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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利率期限结构理论    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理论及其应用  第四章  数学名题与数学猜想  一、历史数学
问题      古希腊几何三大问题     阿基米德牛群问题    孙子问题    莲花问题  二、近代数学问题    合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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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和斯维讷通一戴尔猜想附录数学团体数学奖励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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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西方数学的融合（明清数学） 明代封建统治者大兴八股考试制度，砍掉了数学内容，在这种
情况下，除珠算外，数学发展逐渐衰落。
既有穿珠算盘，又有一套完善的算法和口诀的珠算在元代已经成熟，明初到明中叶的商品经济发展促
进了珠算的普及，珠算著作也陆续出现，到程大位的著作《直指算法统宗》（1592）问世后，珠算理
论已成系统。
由于珠算流行，筹算几乎绝迹，建立在筹算基础上的传统数学也逐渐失传，数学出现了长期停滞的局
面。
　　16世纪末以后，西方初等数学陆续传人中国，使中国数学研究出现一个中西融会贯通的局面。
这一时期，部分两方数学著作被翻译或编译成中文，主要是几何学和三角学等方面的著作，对数也传
人中国。
在传人的数学中，影响最大的是《几何原本》。
研究中西数学有心得的杰出代表是清初学者梅文鼎，他是集中西数学之大成者。
他不仅对中国传统数学中的很多成就进行整理和研究，使濒于枯萎的明代数学出现了生机，而且在介
绍西方数学中有校正、证明和补充，著有《梅氏丛书辑要》60卷。
与梅文鼎同时代的数学家还有王锡阐和年希尧等人，其中年希尧的《视学》是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方透
视学的著作。
清康熙皇帝十分重视西方科学，他除了亲自学习天文数学外，还培养了一些人才和翻译了一些著作。
其中由梅珏成负责编纂的《数理精蕴》53卷，不仅包含了传统数学和早期传人的西方数学，而且还收
入了新传人的一些数学知识，是一部比较全面的初等数学百科全书，对当时数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影响
。
之后，在中西数学研究方面，许多数学家如明安图、董祜诚、项名达、戴煦、李善兰等都在不同的方
面取得了一些具有创造性的成果。
　　雍正即位（1723）以后，对外闭关自守，对内实行高压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学者既不能接触西方数学，又不敢过问经世致用之学，因而埋头于究治古籍。
随着《算经十书》与宋元数学著作的收集与注释，出现了一个研究传统数学的高潮。
其中有创造性成果的数学家有焦循、汪莱、李锐、李善兰等。
　　鸦片战争以后，近代数学开始传人中国，中国数学便转人一个以学习西方数学为主的时期，直
到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近代数学研究才真正开始。
首先是英人在上海设立墨海书馆，介绍西方数学，后受&ldquo;洋务运动&rdquo; 促进，同文馆内添设
算学、上海江南制造局内添设翻译馆，由此开始第二次翻译引进的高潮。
这一时期，中国数学工作者和外国人一起翻译了一批近代数学著作。
其中较重要的有李善兰与伟烈亚力翻译的《几何原本》后9 卷（1857）、《代数学》13卷（1859）、《
代微积拾级》18卷（1859）；华蘅芳与英人傅兰雅合译的《代数术》25卷（1872）、《微积溯源》8卷
（1874）、《决疑数学》10卷（1880）等。
其中《代微积拾级》是中国第一部微积分学译本，《代数学》是英围数学家A&middot;德&middot;摩根
所著，是一部重要的符号代数学译本，《决疑数学》是第一部概率论译本。
在这些译著中，创造了许多数学名词和术语，至今还在应用。
　　输入的近代数学需要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由于清末统治者极其腐败，加上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
，无暇顾及数学研究。
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对近代数学的研究才真正开始。
　　中国古代数学的算法思想 中国古代的数学著作，大都是以应用问题集的形式表述出来的，但数学
著作的主体并不是应用问题，而是其中的&ldquo;术&rdquo;，即算法与公式。
算法化和数值化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极其深刻的数学思想，也是中国古代数学思想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
　　中国古代数学著作大都以&ldquo;问、答、术&rdquo;或&ldquo;问、答&rdquo;组成每一个应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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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一般给出具体数据，答中也得出具体数值，而且答其实就是把问中的具体数据代入由术给出的
算法进行数值计算的结果，从《九章算术》到《四元玉鉴》一直保持着这一特色。
其中有些&ldquo;术&rdquo;文未脱离例题的具体数字，是解答的演算细草，而大量的&ldquo;术&rdquo;
文超脱了具体的数值计算，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概括性和普适性，是一类问题的一般计算程序。
　　如《九章算术》中的合分术，即分数加法法则为：&ldquo;母互乘子，并以为实，母相乘为法，实
如法而一。
不满法者，以法命之。
&rdquo;这条计算程序对任何分数的加法都适用；开方术日：&ldquo;置积为实。
借一算，步之，超一筹。
　　议所得，以一乘所借一算为法，而以除。
除已，倍法为定法。
其复除，折法而下。
&hellip;&hellip;&rdquo;这是一条开方的一般计算程序。
　　传统数学中的术文没有推导和证明，因此，有人试图用悟性、非逻辑性来解释中国传统数学中术
的来源，认为经验的积累和不完全归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当然，悟性、经验的积累和不完全归纳是起了重要作用，但传统数学中的许多公式、算法相当复杂，
它们决非仅靠悟性和经验或非逻辑思维所能得出，得到这些公式、算法必定借助于某种程度的逻辑推
导。
我们所看到的数学著作，是数学研究的成果，没有反应数学研究的过程。
　　中国古代数学可以说是一种计算数学，其主要特点就是实用性和计算性，且当时的主要应用也是
计算。
中国传统数学的一些辉煌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就多是计算数学的成果，这些成就一般表现为算法
的形式。
中国古代数学的著述，基本上是以算法为主要内容，这种思想发展的结果使得中国古代数学产生了独
特的发展方式，即几乎各种成果均与算法相联系。
宋元时期，中国数学的算法化思想达到一个新的巅峰，在算法程序上迈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实现了一
种数值化、机械化的计算步骤。
　　算法创造是数学进步的必要因素，17世纪微积分的创立以及现在计算数学的迅猛发展已经充分说
明了这一点，但缺乏演绎论证的算法倾向和缺乏算法创造的演绎倾向都难以升华为现代数学。
数学的发展是演绎思想和算法思想的矛盾统一。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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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与形（数学卷）》主要分为四章，第一章介绍了初等数学体系的形成与发展阶段。
第二章介绍了近现代数学的兴起与发展阶段。
第三章介绍了数学的发展与应用。
最后一章介绍了数学名题与猜想。
书中内容力求做到以深入浅出，生动形象的语言传达信息，以引人入胜的提问方式，活泼生动的拟人
方式，图文并茂的方式讲解数学知识，真正达到科普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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