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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当你怀着好奇，打开这套书的时候，我们相识了。数学迷人的面纱缓缓

揭开，我们看到的是它神秘的王国里一个个鲜活的名字，墨子、华罗庚、阿基

米德、欧几里得 …… 他们不断研究数学，从此使数学流淌成一条宽阔的长

河。这条大河里，可以欣赏不可能的画，看到美丽的黄金分割线，了解每一

个数字和符号的来历；这条大河里，还有许多的世界数学名题和数学不解之

谜；另外，你还能看到让你兴奋起来的数学游戏题，巧妙的“变方为圆”，可以

锻炼思维，“手脑并用”，可以打开脑洞。

我们通过几年的时间，做了大量的收集，现在终于得到了它们，50 位小

学生需要认识的中外数学家和他们的小故事；50 个发生在数学历史上的有

趣小故事；50 个让孩子们大开眼界的美丽的数学应用；50 道小学生最感兴

趣的中外数学名题；50 道让低年级孩子玩转的数学题；10 个风靡世界的

数学小游戏介绍。这些背后，是老师们根据你的需要，向你说明，数学究竟

是什么，它将带给你怎样的快乐。现在，它来了，带着不一样的旋风，通过阅

读，你可以找到数学之根，与数学家对话，享受数学之美，还可以回到远古窥

视原始人的计数，这简直太美妙了，不是吗？这里，你还会读到一些有趣的

题目，学到非常巧妙的解题方法，当然还能接触到一些好玩的游戏，一些你

要动手做了才能见证奇迹的数学小练习，你喜欢吗？喜欢，那就开始吧。

我们的愿望是通过这套小书，你能找到学习数学的乐趣，爱上数学！享

受数学！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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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数学家

人物亮相

1 博学多才的“院士”—墨子

墨子，名翟，战国时期宋国人，古代著名学

者。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文化百家争鸣的重要

时期。照我们今天的说法，墨子是一个多才多艺

的“理科男”，他不但自创墨家学派，还精通天文、

地理、数学、哲学等诸多学科。《墨子》一书共 53

篇，内容涉及几何学、力学、光学、逻辑学等领域，

可谓成果辉煌。

数学界给墨子的评价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从理性高度对待数学问题

的科学家”，这一评价足以证明其实力。墨子在数学理论上相当有水平，单

看他的表达：“方，柱隅四杂也”，意思说长方形是四条直边、四个直角构成的

图形；“圆，一中同长也”。这两个定义是严格得滴水不漏又言简意赅。他还

指出用规和矩（角尺）画圆，用矩画方，真可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创始

人啊。

《墨子》一书中有十九条数学内容，其用严格的方法定义众多几何概念，

指出点、线、面、体分别称为“端”“尺”“区”“体”，并给出了它们各自的定

义，还说明“端”是不占有空间的，是物体不可再分的最小单位。另外该书还

对十进位值制进行了科学的论述。

墨子的上述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数学界的重要地位。

中国古代数学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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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链接

墨子和鲁班的较量

墨子和鲁班之间有一段流传甚广的故事。鲁班和墨子都是机械制作的

大行家，两人所不同的是鲁班注重技巧的运用，墨子注重仁义，主张“非攻”，

是当时“绿色和平组织的领导者”。

鲁班是当时有名的能工巧匠，会造各种器械，后来楚王把他延揽了去，

请他造了攻城的云梯，准备攻宋。墨子一听，立即从鲁国出发，走了十天十

夜，鞋都走丢了，就用破衣服裹一下脚继续赶路。他到了楚地，就给楚王作

了番比喻，说了番道理。他说，你们楚国地方广阔，宋国才一点点；楚国物产

丰富，而宋国还比较贫困，何必去攻宋呢？这不是有点像一个富人去偷穷邻

居一样可笑吗？楚王回答说，对是对，但现在鲁班已经为寡人造好了云梯，

一定要攻宋了。

墨子笑道：那不要紧，我就和鲁先生演练一下，来一次沙盘演习，我要是

斗败了，立马就回去。于是墨子解了衣带当作城墙，用木片当作守城器械，

和鲁班演习起攻守之策。鲁班运用九种攻城的战术，墨子就用了九种办法

守城。鲁班的攻城器械用完了，而墨子的守御办法还绰绰有余。

这时鲁班有些不甘心，对楚王说，我还有最后一个办法。谁知墨子微微

一笑说，鲁先生的意思是让楚王杀掉我，可惜迟了，我的弟子早已拿着守城

器械在宋国恭候您的大驾呢。楚王一听便放弃了出兵的念头。

这一场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说明墨子和鲁班都有相当丰富的几何知

识。试想，没有几何方面的知识，城墙的建造，距离、高低、土方等测量，器械

的修造，又怎么可能做到精确无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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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数学家

人物亮相

2 “算圣”—刘洪

刘洪，字元卓，东汉泰山郡蒙阴县（今山东

蒙阴县）人，约东汉永建四年（公元 129 年）生，

约建安十五年（公元 210 年）卒，我国古代杰出

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被后世尊称为“算圣”。他

的代表作品有《乾象历》《七曜术》和《九章算 

术》等。

刘洪是珠算之父。东汉魏人徐岳所著的《数

术记遗》一书就有详细记载：“刘会稽，博识多闻，偏于数术 …… 隶首注术，

仍有多种，其一珠算。”徐岳所说的刘会稽就是刘洪。

“算圣”真是圣人？其实刘洪也是凡人，但他确实有其过人之处。刘洪

博览群书，精通六艺，十分善算，尤精于天文、历法。他认为天文数学深奥诱

人，遂专心探究，勤奋不懈。他曾受皇帝之诏，到洛阳进行天文学的研究工

作。他发现当时采用的历法不精密，便决心加以改进。经过二十多年的精

心观测、计算，刘洪终于创制了比前人精密得多的新历法《乾象历》。

刘洪引入月球绕地球的不等速运动，运用数学的“一次内插法”，创立了

推算定朔、定望时刻的公式。他更把正负数、加减法应用到《乾象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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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链接

刘洪和算盘

珠算一词最早出现在东汉末年徐岳所写的《数术记遗》一书中。徐岳

是刘洪的学生，刘洪曾向他传授了 14 种算法，其中一种便是珠算。可以说，

珠算是刘洪在实践中被“逼”出来的一项重大发明。

当年，汉灵帝刘宏下令要对全国的人口、地亩、赋税等进行普查。当时

的统计工具是宽约两厘米、长约十几厘米的筹签。计算时便是对筹签在案

几上进行时而横、时而竖地移来挪去，这就叫运筹。用筹签计算很容易出

错，还特别慢，更无法进行高深的数学计算。刘洪思来想去，怎样用一种比

筹签更先进的工具来代替这种既慢又易错的运筹呢？

忽然，他脑海中出现这样一个场景：去年，他回蒙阴老家探视父母时，邻

居货郎曾用大中小三种杏核作计数用。货郎把小的一个当一，中等的一个

当五，大个的一个当十，这样就比画道计数方便多了。

之后，刘洪反复思考，推来挪去地摆弄一堆桃核，大的摆前，小的摆后，

左中右三排，大中小每排十个。然后他又审视、思考，又摆：左中右三排，各

排上下两组，上一下四。最终，每排上面的一个以一当五，中间留个空档，

下面的四个以一当一，右起第一排是个位，第二排是十位，第三排是百位，

往左依次类推。求和差积商，积少凑多往上进 …… 他把自己的想法，演示

给大家看，大家无不赞叹称奇。但他们指出：这些桃核不好看，也不便移

动。刘洪就命人找了块板，做个盘，刨几道槽，再去做些木珠，染好颜色放

进去。

就这样，人类算学史

上的第一个算盘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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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数学家

人物亮相

3 《周髀算经》的注释达人 —赵爽

赵爽，东汉末至三国时代人，约生活于公元

3 世纪初。他对刘洪的《乾象历》颇有研究，同样

提到过“算术”。

赵爽的主要贡献是为有名的《周髀算经》写

了序言，并作了详细注释。该书简明扼要地总结

出中国古代勾股算术的深奥原理。其中，“勾股

圆方图”的注文是数学史上极有价值的文献，它

具体记述了勾股定理的理论证明，并将勾股定理表述为：“勾股各自乘，并

之，为弦实。开方除之，即弦。”将勾股定理的证明方法叙述为：“按弦图，又

可以勾股相乘为朱实二，倍之为朱实四，以勾股之差自相乘为中黄实，加差

实，亦成弦实。”

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即 2ab + （b-a）2=c2，化简便得 a2+b2=c2。其基本

思想是图形经过割补后，面积不变。（如下页图形所示）

更了不起的是，赵爽在注文中证明了勾股弦三边及其和、差关系的 24

个命题。他还研究了二次方程问题，得出与韦达定理类似的结果，并得到二

次方程的一种求根公式。

由此可以看出，赵爽的数学思想和方法对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和

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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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链接

赵爽证明勾股定理

我国古代把直角三角形中较短的直角边叫作勾，较长的直角边叫作股，

斜边叫作弦。

在我国，把直角三角形的两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这一特性

叫作勾股定理。赵爽对《周髀算经》内的勾股定理作出了详细注释，作为一

个证明。

他采用了“割补术”的办法来证明勾股定理。

S 正方形 ABDE = 4× S △ ABC + S小正方形，

即 c2=4 ·1
2

ab+（b-a）2，

化简后便得 c2=a2+b2。

通过计算图形面积相等的办法完成了定

理的证明。

B

D

E

AC

勾（a）
股（b）

弦（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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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数学家

人物亮相

4 为我们解读《九章算术》的刘徽

你一定听说过《九章算术》吧，说起这部伟

大的著作，我们就会想到中国数学史上一位非常

伟大的数学家 —— 刘徽（约公元 225—295 年）。

他的著作《九章算术注》和《海岛算经》是我国极

为宝贵的数学遗产。

《九章算术》是“算经十书”中最重要的一

部。此书内容丰富，总结了我国在战国、秦、汉时

期的数学成就。书中共收集了 246 个问题及其解法。在解联立方程，分数

四则运算，正负数运算，几何图形的体积、面积计算等方面，都位于世界先进

之列，但解法比较原始，缺乏必要证明。刘徽最大的贡献则是对此均作了补

充证明。

刘徽有多方面的创造性贡献。在数的概念方面，他最早提出十进小数

概念，并用十进小数来表示无理数的立方根；在代数方面，他正确地提出了

正负数的概念和加减运算法则，改进了线性方程组的解法；在几何方面，他

提出了“割圆术”，即将圆周用内接或外切正多边形穷竭的一种求圆面积和

圆周长的方法。他利用割圆术科学地求出了圆周率 π ≈ 3.1416 的结果。刘

徽在割圆术中提出的“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

圆周合体而无所失矣”，则可被看作中国古代极限观念的极佳阐述。

刘徽在《海岛算经》一书中精心选编了九个测量问题，这些题目的创造

性、复杂性和富有的代表性，在当时为西方所瞩目。刘徽既提倡推理又主张

直观，是我国最早明确主张用逻辑推理的方式来论证数学命题的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