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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社会与计算机日益密切地融合，而数字计算机本质上是一种“离散”的机器，并越来越多地
用于处理离散的对象，从而使“离散数学”成为计算机科学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和工具，并推动离散
数学本身进一步发展和丰富。
作为计算机专业最重要的必修课程之一，近年来离散数学越来越受到重视，它不仅是学习后继课程的
基础，更是培养学生的思维、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重要途径。
　　本书第一版成书于1985年，11年后，为了适应计算机学科的迅速发展作了一次修订。
如今，距第二版成书又过去了13年。
期间，不仅计算机学科本身又有了许多重大进展，而且目前的社会环境、高校和学生的情况都与以往
大不一样。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对第二版再次作了全面修订，以适应学科的发展和教学的需要。
　　第三版的内容组织主要依据教育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制定的《高等学校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暨专业规范》，并参考了美国计算机学会ACM的Computing
Curricula 2005。
与第二版相比较，第三版的涵盖面有所扩大，增加了初等数论、组合数学等方面的内容；与计算机科
学的结合更紧密，增加了离散数学应用的内容；压缩了某些较抽象、实际应用中较少涉及的内容，如
集合的基数等。
　　本书前两版的显著特点是：简洁、条理清晰。
第三版在保持这两个特点的基础上，把离散数学与计算机科学有机地联系起来，力图将本教材编写成
“面向计算机科学的”离散数学。
一方面加强学生对基本内容的掌握，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进一步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
此外，第三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也作了充分考虑，对难点和重点的讨论尽可能地做到直观、循序渐进
、详尽，并适当地作了一些学习指导。
　　第三版包含的内容较多，一般需要两个学期才能全部覆盖。
教师可根据具体的专业方向、教学目标、学生的情况等进行适当组合。
本书在内容的组织上已经充分考虑到这样的需要，尽可能地保持各章节内容的自含，以便于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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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离散数学（第3版）》前两版的显著特点是：简洁、条理清晰。
第三版在保持这两个特点的基础上，把离散数学与计算机科学有机地联系起来，力图将本教材编写成
“面向计算机科学的”离散数学。
一方面加强学生对基本内容的掌握，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进一步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
此外，第三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也作了充分考虑，对难点和重点的讨论尽可能地做到直观、循序渐进
、详尽，并适当地作了一些学习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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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集合论　　集合是数学的基本概念，很多数学家都认为，所有的数学都可以用集合论的
术语来表示。
集合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但它的创立是在19世纪末由德国数学家康托尔（G.Cantor）完成
的。
最初，为了建立微积分学的严格的理论基础，人们对数集进行了研究，直到l876～1883年，康托尔对
任意元素的集合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基数、序数和良序集等理论，从而奠定了集合论的基础。
这样的集合论基于直观的集合概念，称为朴素集合论。
l900年前后，由于各种悖论的发现，特别是1901年罗素（B.Russell）悖论的发现，使集合论的发展一度
受阻。
l908年，策墨罗（E.Zermelo）提出了第一个集合论的公理系统，使数学哲学中产生的一些矛盾基本上
得到统一。
在此基础上，集合论与逻辑学相互融合并迅速发展，逐步形成了各种公理集合论。
现在，集合论不仅作为一门纯数学成为数理逻辑的一个主要分支，而且作为精确、严谨而又简便的语
言，已经渗透到现代数学的各个领域，成为整个数学的基础。
　　计算机科学对集合论感兴趣，是因为它在计算机科学中被广泛地应用，是建立数学模型以及进行
深入探讨的有力工具。
比如，在形式语言、编译理论、信息检索、数据结构、程序设计、算法分析、数据库、有限自动机、
人工智能等等许多领域中，集合论都是不可缺少的理论工具，起着重要的作用。
　　本书仅限于讨论朴素集合论。
本章介绍集合的基础知识，主要包括集合的概念、集合运算及其基本性质、n元组和笛卡儿乘积等等
，这些基本概念是离散数学的基础，将贯穿整个课程。
集合论的其他重要内容，如关系、函数、基数等等，将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中讲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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