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懂一点数学史 

——访数学史专家李文林先生 

 

暑期，本报编辑赴扬州参加了全国数学学会“天元之星”夏令营，并就数学史的问题请

教了数学史专家李文林先生．李文林先生是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我国著名

的数学史专家，对数学发展史与数学文化进行了深层次的研究，撰写了《数学史概论》等重

要学术著作．近年来，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开设数学史课程，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

和好评．李文林先生还十分关注基础教学改革，为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沙国祥（下简称“沙”）：之前看了您写的《数学史概论》，今天又听了您的讲座，感觉

收获很大，现在一些中学开设了《数学史选讲》课，您也在这次夏令营中向学生讲了数学史

中有关体积的计算理论等知识，您觉得学生了解一些数学史的知识，对自己的数学学习有什

么样的帮助？ 

李文林（下简称“李”）：我自己没教过中小学的课，但从 98 年开始在北大、清华、中

科院等院校开设数学史课程，近几年又在参与中学的教学改革，教材的编写，所以这方面有

一些体会．我自己觉得了解一些数学史知识，无论对大学生，还是中学生，都是很有意义的．一

方面，数学史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所学的知识，现在知识不断更新，高中新课标加了一些内容，

比如统计、概率．随着随机数的重要性的增长，学生是有必要去学习的．但怎么学，如何理

解，却很重要．再比如，高中里加了一块——算法，算法要是从数理逻辑的角度来下定义肯

定不行，因为这说明不了算法的重要的本质的东西，所以中学生只能通过例子理解算法的基

本思想．例子举得好是很重要的，从历史上来讲，数学史可以提供一些很好的例子，比如刘

徽的割圆术，它就是一个迭代的过程，包括了算法最本质的东西，因此可以用这个例子来说

明算法的普遍性、确定性，可以机械化进行．像这样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算法的本质，对中

学生就够了，事实上很多教材都是这样做的．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说通过历史上的例

子可以帮助学生理解现代化的概念，而这些概念如果通过定义来讲述中学生就会很难理解． 

另一方面，我觉得学习最重要的不光是理解知识，还要培养创造性思维，也就是创新

能力．数学史在这方面就可以起到作用，比如球体积的计算，中国人怎么做的，西方人怎么

做的，这些人都是当时的大师，而且这些例子都没经过包装，怎么发现的就怎么呈现在读者

面前．它跟数学论文不一样，数学论文都是整理好的，逻辑上都很完美．再比如笛卡儿的解

析几何，通常都说是笛卡儿做梦看到蜘蛛网，就发明了解析几何，这个实际上是不着边际

的．有的则说是他被一阵大风刮到一个很遥远的地方，看到了熊熊的大火，等火熄灭了，来

了一个老头给他指点迷津．这个故事怎么联系也联系不到解析几何上面去． 

沙：那样就把科学当成一个很随意的东西． 

李：对！学生可了解解析几何是怎么走到这条路上的．我看了笛卡儿的著作，它是批

判希腊人的思维方式的，当然不是全盘否定．希腊人只告诉你是什么，但他不告诉你是怎么

发现的．比如几何就是这样，他告诉你一个定理，但不告诉你是怎么发现的．笛卡儿就希望



能找到一个寻找真理的普遍方法，让普通人也掌握发现真理的方法，他起了个名字叫“普遍

数学”．经过仔细的研究，就会发现他其实是想发明一个机械化的方法来解方程，在这个过

程中，他要表述方程，就要用解析几何，在这个过程中，几何只是一个副产品．他的《几何

学》这本书中，你基本上看不到解析几何的内容，就是解方程，把所有的问题都化为代数方

程，代数方程就是 1次，2次，3次，„ 代数方程怎么解？高次方程怎么解？有的是多元的，

怎么消元？笛卡儿没有细谈这些问题．他把所有的问题一律化成一元高次方程，然后分为 1，

2，3，„次，任何人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解方程．但在这个过程中，2次变到 3 次的时候，

那个曲线就不好表述了，这时候就需要把方程和曲线对应起来，就这样，他建立了坐标，实

际上他并没有说出来，从这个就可以看出来笛卡儿如何建立坐标的．从历史上还可以找到其

他一些重要的数学家的创造性思维过程，这样对学生培养自己的创造性思维非常有好处． 

另外，数学史还可以帮助学生了解数学的价值，它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数学是一

种科学的语言，它是人类培养精密思维的工具，是思维的体操．比如作为一个外交官，也是

需要一些逻辑思维的．数学史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学数学有什么用，认识到学数学的价值，培

养学习的兴趣．学习数学史，一方面要知道数学是一种世界文化，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另一

方面也要提高民族自信心，我们的老祖宗在数学上还是做了很重要的贡献的． 

数学史可以帮助学生从各个方面来熏陶自己．就学习数学家的情操来说，应当学习数

学家最精彩的地方，比如欧拉，我们最推崇他的勤奋，天才如果不勤奋也未必能成为大数学

家；再比如维尔斯特拉斯，我们要强调的是他的毅力，他做了 14年的中学教师，最后才成

为欧洲乃至全世界著名的数学家． 

沙：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