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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学思想是数学家的灵魂　　数学思想是数学家的灵魂。
试想：离开公理化思想，何谈欧几里得、希尔伯特？
没有数形结合思想，笛卡儿焉在？
没有数学结构思想，怎论布尔巴基学派？
　　数学家的数学思想当然首先是体现在他们的创新性数学研究之中，包括他们提出的新概念、新理
论、新方法。
牛顿、莱布尼茨的微积分思想，高斯、波约、罗巴切夫斯基的非欧几何思想，伽罗瓦“群”的概念，
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与图灵机，纳什均衡理论，等等，汇成了波澜壮阔的数学思想海洋，构成了人类
思想史上不可磨灭的篇章。
　　数学家们的数学观也属于数学思想的范畴，这包括他们对数学的本质、特点、意义和价值的认识
，对数学知识来源及其与人类其他知识领域的关系的看法，以及科学方法论方面的见解，等等。
当然，在这些问题上，古往今来数学家们的意见是很不相同有时甚至是对立的。
但正是这些不同的声音，合成了理性思维的交响乐。
　　正如人们通过绘画或乐曲来认识和鉴赏画家或作曲家一样，数学家的数学思想无疑是人们了解数
学家和评价数学家的主要依据，也是数学家贡献于人类和人们要向数学家求知的主要内容。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　　“数学家思，故数学家在。
”　　数学思想的社会意义　　数学思想是不是只有数学家才需要具备呢？
当然不是。
数学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这一点已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的共识。
数学的这种基础地位，首先是由于它作为科学的语言和工具而在人类几乎一切知识领域获得日益广泛
的应用，但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数学对于人类社会的文化功能，即培养发展人的思维能力特别是精密
思维能力。
一个人不管将来从事何种职业，思维能力都可以说是无形的资本，而数学恰恰是锻炼这种思维能力的
体操。
这正是为什么数学会成为每个受教育的人一生中需要学习时间最长的学科之一。
这并不是说我们在学校中学习过的每一个具体的数学知识点都会在日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派上用处，数
学影响一个人终身发展的主要在于思维方式。
以欧几里得几何为例，我们在学校里学过的大多数几何定理日后大概很少直接有用甚或基本不用，但
欧氏几何严格的演绎思想和推理方法却在造就各行各业的精英人才方面有着毋庸否定的意义。
事实上，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著作，从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
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乃至现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的论著中，我们都不难看到欧几里得的身影
。
另一方面，数学的定量化思想更是以空前的广度与深度向人类几乎所有的知识领域渗透。
数学，从严密的论证到精确的计算，为人类提供了精密思维的典范。
　　一个戏剧性的例子是在现代计算机设计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所谓“程序内存”概念或“程序自动化
”思想。
我们知道，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在制成之初，由于计算速度的提高与人工编制程序的迟缓之间
的尖锐矛盾而濒于夭折，在这一关键时刻，恰恰是数学家冯-诺依曼提出的“程序内存”概念拯救了人
类这一伟大的技术发明。
直到今天，计算机设计的基本原理仍然遵循着冯·诺依曼的主要思想，冯·诺依曼因此被尊为“计算
机之父”(虽然现在知道他并不是历史上提出此种想法的唯一数学家)。
像“程序内存”这样似乎并非“数学”的概念，却要等待数学家并且是冯·诺依曼这样的大数学家的
头脑来创造，这难道不耐人寻味吗？
因此，我们可以说，数学家的数学思想是全社会的财富。
　　数学的传播与普及，除了具体数学知识的传播与普及，更实质性的是数学思想的传播与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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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技术日益数学化的今天，这已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需要了。
试设想：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公民能够或多或少地运用数学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和处理问题，那将会是怎
样一幅社会进步的前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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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最有影响的数学家集体，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由法国一批年轻的数学家组成。
    本书选编了两篇能集中反映该学派对数学的基本观点的著作：《数学的建筑》和《数学研究者的数
学基础》。
另外还选了布尔巴基奠基者H·嘉当、韦伊以及狄奥多涅介绍布尔巴基的论文。
这些著作和论文，是研究布尔巴基学派的主要原始文献，为我们揭开了布尔巴基的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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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布尔巴基，20世纪最有影响的数学家集体，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由法国一批年轻的数学家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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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多头的数学家——布尔巴基原著数学的建筑数学研究者的数学基础布尔马基论数学数学的未来数学史
：Why and How 数学家与数学发展纯粹数学的当前趋势布尔巴基论布尔巴基布尔巴基与当代数学布尔
巴基的事业近三十年来布尔巴基的工作布尔巴基的数学哲学尼古拉·布尔巴基数学家集体——克劳德
·薛华荔的一次访问S.孟德尔布洛衣回忆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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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主题是代数拓扑学）到1963一1964年度（主题是指标定理），其中报告的重点是拓扑学及多复
变函数论。
这些报告完全改变了这两个领域的面貌和它们在数学中的地位，影响了整整一代数学家，不仅法国数
学，而且欧洲及北美的数学家都从中受益，同时也从另一方面推动了布尔巴基精神的散播。
　　另外一个是以薛华荔为首的李群和代数群的讨论班，时间只有两年，由1956—1957年度到1957
一1958年度，但对群论的未来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到了20世纪60年代施瓦尔兹的分析讨论班时间持续最久，后来的数论、分析、概率论等讨论班，均有
布尔巴基成员的参与。
可以说，起源于德国的这种讨论班的形式在法国已是遍地生根了。
布尔巴基的衰落　　布尔巴基的《数学原理》到20世纪50年代末已经出了20多分册，其体系的主要部
分基本具备，在这个时候，它的名声可以说如曰中天。
由于以布尔巴基名义发表的论文和《数学原理》，加上布尔巴基的奠基者们和第二代成员个人的贡献
以及他们在数学界的影响，他们的确把现代数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以代数拓扑学、同调代数、微分拓扑学、微分几何学、多复变函数论、代数几何学、代数数论、李群
和代数群理论、泛函分析等领域汇合在一起，汇成现代数学的主流，法国数学家在国际数学界的领袖
地位也得到大家的公认。
这由他们接连荣获国际数学大奖可见一斑。
布尔巴基成员在学术界的地位也由原先的“反对派”变成跻身于权威机构的成员。
他们陆续成为科学院院士、大学校长、理学院院长，在科学界、教育界发挥重大影响。
当然，也有一些布尔巴基成员如薛华荔等对此表示不满，可是，他们对这种学术界的权威机器也无可
奈何。
　　1970年左右，布尔巴基大体上走向自己的反面而趋于衰微。
这时，布尔巴基的奠基者们和第二代相继退出，年青一代的影响不能和老一代同日而语。
数学本身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布尔巴基比较忽视的分析数学、概率论、应用数学、计算数学，特别是
理论物理、动力系统理论等等开始蓬勃发展，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重点——代数拓扑学、微分拓扑
学、多复变函数论等相对平稳，数学家的兴趣更集中于经典的、具体的问题，而对于大的理论体系建
设并不热衷；数学研究更加趋于专业化、技术化。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的数学显示出多样化的局面，明显的表现是在近年很少有新兴学科的兴起
，也无法与布尔巴基成立的时期相提并论。
虽然，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种新的数学大统一的趋势又在形成，不过，这已经是在布尔巴基统
一基础上更高级的统一。
另一方面，许多持经典的观点的数学家根本就否定这种统一，也有相当多的人只热衷于具体的、极专
门甚至琐碎的问题，很难把它们融入主流数学当中。
实际上，第三代、第四代的布尔巴基也大都是某个领域的专家。
从20世纪70年代起，布尔巴基讨论班的报告也反映出这种专门化和技术化的趋向。
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论文中引用布尔巴基《数学原理》的人越来越少了。
　　布尔巴基在教育上的失败也是影响它衰落的原因之一。
由于布尔巴基的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出现了所谓“新教育”运动，把抽象数学，特别是抽
象代数的内容引入中学甚至小学的教科书当中。
这种突然的变革不但使学生无法接受新教材，就连教员都无法理解，造成了整个数学教育的混乱。
这是布尔巴基在教育方面的大失败。
在高等数学教育方面，就连布尔巴基的奠基者们后来编的教科书也破除了布尔巴基的形式体系而采用
比较自然、具体、循序渐进的体系。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一种否定之否定，是向老传统的回归。
　　这时，布尔巴基著作的出版也出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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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尔巴基建立之初，出版业都掌握在学术权威的手中，离经叛道的著作很难有出版的机会。
这时韦伊正好有一位墨西哥朋友弗莱曼（Freymann），他娶了著名出版商厄尔曼的孙女，因此，他继
承这个事业，从1929年开始发行《当代科学与工程》丛书，并把布尔巴基的《数学原理》以分册形式
纳入其中。
顺便说一句，后来维纳（N．Wiener）的《控制论》也是他首先答应出版的。
的确，只有这些有眼光的出版家才真正能创造出辉煌的业绩。
可是他的接班人同布尔巴基产生了矛盾，在1975年出版《数学原理》第38分册以后，布尔巴基的著作
出版戛然而止。
到20世纪80年代，出版转移到马松（Masson）出版社，1980年到1983年出版了3个新的分册，而对以前
出版过的《数学原理》加以重印或再版。
近几年，连再版也很少见。
虽然我们还不能说《数学原理》的出版就此告一段落，不过，它的影响逐渐减弱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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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些文集中的作品大都短小精悍，魅力四射，充满科学的真知灼见，在国外流传颇广。
相对而言，这些作品可以说是数学思想海洋中的珍奇贝壳，数学百花园中的美丽花束。
我们并不奢望这样一些贝壳和花束能够扭转功利的时潮，但我们相信爱因斯坦在纪念牛顿时所说的话
：“理解力的产品要比喧嚷纷扰的世代经久，它能经历好多个世纪而继续发出光和热。
”读读大师，走近数学，所有的人都会开卷受益。
　　——李文林　　数学家的数学思想是全社会的财富。
数学的传播与普及，除了具体数学知识的传播与普及，更实质性的是数学思想的传播与普及。
在科学技术日益数学化的今天，这已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需要了。
试设想：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公民能够或多或少地运用数学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和处理问题，那将会是怎
样一幅社会进步的前景啊！
　　学习了解数学家的数学思想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而阅读数学家特别是数学大师们的原始著述大
概是最直接可靠和富有成效的做法。
　　阅读这些名篇佳作，不啻是一种艺术享受，人们在享受之际认识数学，了解数学，接受数学思想
的熏陶，感受数学文化的魅力。
这正是我们编译出版这套《数学家思想文库》的目的所在。
　　读读大师，走近数学，所有的人都会开卷受益。
　　——李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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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学的建筑》中数学家的数学思想是全社会的财富。
数学的传播与普及，除了具体数学知识的传播与普及，更实质性的是数学思想的传播与普及。
在科学技术日益数学化的今天，这已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需要了。
试设想：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公民能够或多或少地运用数学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和处理问题，那将会是怎
样一幅社会进步的前景啊！
 学习了解数学家的数学思想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而阅读数学家特别是数学大师们的原始著述大概是
最直接可靠和富有成效的做法。
 阅读这些名篇佳作，不啻是一种艺术享受，人们在享受之际认识数学，了解数学，接受数学思想的熏
陶，感受数学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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