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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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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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黄金分割

公元前 500 年，古希腊学者发现了“黄金”长方形，即长方形的长和宽

的最佳之比为 1.618（即看起来令人赏心悦目），这个比就叫作黄金分割比。

1.618 的倒数的近似值是 0.618，这个数被称为黄金分割数，1.618 这个比值

于 1854 年由德国的美学家蔡辛正式定为“黄金分割律”。

这个美妙的比例实质上是将一条线段分成两段，使全段 : 大段 = 大段 :

小段，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中外比。如下图中以 C 为分割点，整条线段分割成

满足这个比例的两条线段：

A C B

线段上的黄金分割点

这个“黄金分割”非常神奇，艺术家和数学家都对它“情有独钟”！在各

个领域只要是“美”之所在，定用它之！且来看看其之经典妙用吧！

美丽的黄金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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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丰碑与“黄金比”

人类对“黄金分割比”（简称“黄金比”）的应用，可上溯到 4600 年前埃

及建成的最大的胡夫金字塔。该塔高 146.59 米，底部正方形边长 232 米（经

多年风蚀后现在高 136.5 米，边长 227 米），两者之比约为 0.632。

在 2400 年前，古希腊在雅典城南部卫城山冈上修建的供奉庇护神雅典

娜的巴特农神庙，其正立面的长与宽之比为黄金比。

1976 年竣工的加拿大国家电视塔，塔高 553.33 米，而工作厅建于 340 米 

的半空，两者高度之比约为 0.614。

无独有偶，这三座具有历史意义的不同时期的建筑，却不约而同地用到

了黄金比，这正是由于黄金分割比具有非常悦目的美，能使建筑看起来极度

协调！

胡夫金字塔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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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体中的黄金分割

意大利数学家菲披斯曾注意到数学界不屑一顾的“冷门”—— 人体的

黄金分割。

他认为一般人体以肚脐所在水平线为分割线，上下部分的长度比值为

0.618，或者与此相近，这是人体上下结构的最优数字。

此外，他发现人体结构还有三个黄金分割点：上肢的分割点在肘关节，

肚脐以下部分的分割点在膝盖，肚脐以上部分的分割点在咽喉。如果一个

人各部分的结构比都符合黄金比，那便是最标准的体型。这一发现为评价

体型优劣提供了科学依据。

达·芬奇画的《维特鲁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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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活中的黄金分割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几乎处处可见到黄金分割的影子。下面举几个

很普通的例子。

拍照时，把人物放在取景框的正中或边缘部分，都不是最佳的选择，最

佳的位置是靠近黄金分割点的位置。

同样的，有经验的报幕员上台亮相，绝不会站在舞台的边角或中央，而

是站在舞台的黄金分割点上。这样，既不鬼鬼祟祟，又不喧宾夺主，而是显

得落落大方，再加上靓丽的服饰和甜美的嗓音，一定会给观众留下美好的 

印象。

在现代，黄金矩形的造型已深入到方方面面，如写字台的桌面，墙上的

挂历，信封，过滤嘴，烟盒，图书室的目录卡 …… 几乎都是黄金矩形，这说明

了人们对黄金矩形的偏爱。

在自然界，树的枝干上各叶片按螺旋形上升的距离刚好按黄金比排列，

因为这种排列使叶片的受光效果最好。建筑师也从中受到启发，设计出能

使房间获得最充足光照的现代化高楼大厦。

生活中处处有

数学！

各种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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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形中的黄金分割

（1）  五角星图形 我国的国旗、国徽、军

旗、军徽都采用了五角星图案（其他一些国家也

如此）。而发现黄金矩形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

会徽中也有一个五角形，每个会员都会佩戴一

个五角星标记的徽章。正五角星图形到底具有

哪些美感呢？

有人认为五角星的形成来自于对金星的崇

拜，大自然中也常见这类图形（如五角星形的花），既有美妙的对称也有扣人

心弦的变化。

将圆周分成五等份，依次隔一个分点相连，则可一笔画成一个图形，即

正五角星形，如右上图。首先，在连接的过程中图形形成的奇妙（奇异之美）

就使人感到惊异；其次，图形又具有明显的对称性（对称之美）！五角星美的

核心是五条边相互分割成黄金比，如右上图中的 F、G 是 AC 的黄金分割比

点。这是一种最匀称的比，是给人产生美的原动力。因此，五角星形才具有

如此巨大的魅力，成为世人所喜爱的图形。

（2） 黄金图形 请看下面几种黄金图形。

黄金矩形：宽与长之比为黄金分割数的矩

形。对黄金矩形依次舍去以矩形的宽为边长的

正方形，可得到不断缩小的黄金矩形序列。

黄金三角形：分两类，第一类是底与一腰之

比为黄金分割数的三角形，如图 1 左边的△ ABC，△ BCD，△ DEC…… 组成

不断缩小的三角形序列；第二类是一腰与底之比是黄金分割数的三角形，如

图 1 右边的△ ABC，△ DAB，△ FBD …… 也组成不断缩小的黄金三角形序

五角形中的黄金分割

E

G

B

A
J I

D

C

HF

黄金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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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前述的埃及胡夫金字塔，其正投影即为此类黄金三角形。

这些黄金图形看起来赏心悦目，是同类图形中最和谐、优美的。

图 1  黄金三角形

EB

A

D

C

F D

F

A

EB C

我还想知道黄金椭圆和

黄金双曲线是什么？

我们去查找

资料吧！

（3） 斐波那契数列

13 世纪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在他的《算盘全书》中提出了一道著名

的兔子繁殖问题，使黄金分割大放异彩。

问题是这样的：一对兔子每一个月可以生一对小兔，而所生下的每一

对小兔在出生后第三个月也都生下一对小兔，那么，从刚出生的一对小兔算

起，满一年可以繁殖多少对兔子？

则第一个月到第十二个月兔子的对数分别是 1，1，2，3，5，8，13，21，34，

55，89，144，这个数列被称为斐波那契数列。这个数列的一个特点是从第 3

项开始，每一项等于它前面的两项之和。

在这个数列中，前一项与后一项的比值接近于 0.618，而且当项数越接

近于无穷大，它们的比值越接近于 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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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波那契数列是一个非常有趣、实用而且有名的数列。在电影《达·芬

奇密码》中，雅克·索尼埃尸体旁的地板上留下了一串数字：13—3—2—21—1—

1—8—5。

雅克·索尼埃的孙女意识到这是祖父向她传达的信息，她将这串数字

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就成为：1—1—2—3—5—8—13—21。

这串数字来自斐波那契数列，后来，在开启雅克·索尼埃的银行保险柜

时，试输的许多密码都不正确，而最后能够打开保险柜的密码便是它 ——

1123581321。

斐波那契数列还有许多有趣的地方，小朋友们，当你的知识更丰富的时

候，再来研究这奇妙的数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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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周率就是圆的周长与直径之比，1706 年英国数学家琼斯首先正式用

希腊字母“π”来表示圆周率。

现在小学生们都知道 π ≈ 3.14159。在一般的数学计算中，π 取 3.14。

迄今为止人们用电子计算机已把 π 算到小数点后几亿位。为什么人们要

如此的追求它呢？一位德国数学家曾指出：“圆周率的精确度可以看作衡量

一个国家数学水平的标志。”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人们对圆周率精确

度的追求正是对智力探索的激励，是人们对锲而不舍精神的追求，是一种博

大的奋斗之美，也是一种对计算机技术发展的促进。

圆周率记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