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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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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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名称的由来1

1 “数学”名称的由来

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中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科学。简单地说，就是

研究数和形的科学。数学起源于人类早期的生产活动，为中国古代六艺之

一，亦被古希腊学者视为哲学之起点。

在我国古代，古人把数字运算的规则、方法等看作一种“术”，所以称

之为“算术”。后来叫算学，又叫数学。“算”字在古代就有三种写法：筭

（suàn）、祘（suàn）、算，《说文解字》中也对这三个字有所记载。

“筭”“祘”或“算”原来都是一种竹制的工具，是几寸长的竹签，也叫筹

码，用来计数、计算或卜卦。用竹子做计算工具，使我国古代数学带有许多

和西方不同的特色。摆弄这些“算”，有一套技术或学问，这样看来，“数学”

被称之为“算术”或“算学”就不足为奇了。

“算”又何止是运算工具，古人用于盛装算筹的算袋也被看作是有神性

的。《说文解字》中就提到，“祘”由两个“示”字合成。“示，神事也。”“二”

是古文的上字，三竖（后来写成一竖两点）分别代表日、月、星。因此，我们也

可以作这样的推断，算术起初也可能带有神秘色彩。

“算”字，据说它出现的年代不可能早于公元前 3 世纪。“算术”这个名

称在汉代已经通行，正式使用是在《九章算术》一书中。它的含义和现代算

术的意义不同。宋、元两代，我国数学发展居世界前列。那时“算学”和“数

学”这两个词是并用的，并一直延续了几百年，1935 年，中国数学会名词审

查委员会仍主张两词并用。直到 1939 年 6 月，为了统一起见，最终确定用

“数学”，而不用“算学”。

小朋友，请你告诉周围的好朋友“数学”名称的由来吧！



玩 转 数 学 Ⅱ
流淌的数学

2

2 “自然数”的诞生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学会数数，那可是人类经过成千上万年的奋斗

才得到的结果。如果我们穿过“时光隧道”来到二三百万年前的远古时代，和

我们的祖先 —— 类人猿在一起的话，我们会发现他们根本不识数。但是生活

的需要，让人类脑海中逐渐有了“数量”的影子。为了维持生活，他们必须每

天外出狩猎和采集果实，有时满载而归，有时却一无所获，有时带回的食物有

剩余，有时却食不果腹。生活中这种数与量的变化，使人类逐步产生了数的意

识。在那个时候，他们开始了解有与无、多与少的差别。“多少”比“有无”要

精确，这种概念精确化的过程最后就导致了“数”的产生。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简单的计数就是必须的了。比如：一个部落或

集体必须知道它有多少成员或多少敌人；一个人必须知道他的羊是不是少

了等。这样，从一到多，又从多到二、三等单个数目的概念逐渐形成，这是两

次不小的飞跃。

数“0”出现得相当迟。可能由于古人觉得打了一只野兔又吃掉，野兔

已经没有了，“没有”是不需要用数来表示的。换句话说，当时在人们的意识

里“0”不是自然数。

后来由于实际需要又出现了负数。负数的出现，导致了“0”产生的必

要性。这样，“自然数”才完整地出现了。

人类的祖先在与大自然的艰难搏斗中，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逐渐产生

了数的概念。值得骄傲的是，我国祖先最早概括出“数”的思想。

现在，“0”到底是不是自然数呢？快去查查资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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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类计数方式的演变

人类在远古时代从事狩猎、农作、放牧等各种生产与生活活动中都需要

计数。最初，人们采用实物计数，如用小石头、树枝、贝壳等，其原则用现在

的话来说就是一一对应。比如早上放出去 10 只羊，就捡 10 个小石头，傍晚

回圈时，就按小石头的个数来清点羊的只数。

但是这些计数的实物容易散乱，携带、保存也不方便，于是就出现了结

绳计数。我国《周易》中说到的“结绳而治”就是指“结绳记事”或“结绳计

数”。“结绳计数”就是在一根绳子上打结以表示事物的多少。早在公元前

1500 年前，美洲印第安人就用在绳子上打结的办法记录到底收获了多少捆

庄稼。据说，在古代波斯，国王命将士守卫一座桥梁，要守 60 天，为了表示

这个数，波斯王用一根皮绳打了 60 个结，要求士兵过一天可以解一个结，等

到解完，任务就完成了。

但是结绳计数还是不方便，于是出现了在实物（木头、石板、骨头等）

上的刻痕计数。5000 年以前，两河流域和古埃及的人们都用过这种方法。

随着刻痕刻印的发展，渐渐地就出现了纯粹的数字符号。这是一个光辉而

伟大的成就。

对于那些数量比较少的实物，人们常用手指计数，这就是常说的“屈指

可数”，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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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印度人发明的阿拉伯数字

阿拉伯数字，是现今国际通用的数字。神奇的阿拉伯数字 0~9 最初由

印度人发明，后由阿拉伯人传向欧洲，再由欧洲人将其现代化。

阿拉伯数字的出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据说，最古老的计数数目

最多到“3”，他们用 1 和 2 的累加来表示其他数字，例如把 2 和 2 加起来表

示 4，5 是 2 加 2 加 1，3 是 2 加 1。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用这种方法来表示

50，有多麻烦。聪明的古人也意识到必须要运用化繁为简的思想。于是，他

们想到了用手的五指表示数字“5”，用双手的十指表示数字“10”，这个原则

实际上也是我们计数的基础。就像罗马的计数中用“Ⅴ”表示“5”，用“Ⅹ”

表示“10”，同一数字符号根据它与其他数字符号的位置关系，而代表不同的

量，这样就开始有了数字位置的概念。后来，古印度人巴格达在这个基础上

加以改进，并发明了表示数字的 1、2、3、4、5、6、7、8、9、0 十个字符，这就成了

我们今天计数的基础。

大约公元 700 年前后，阿拉伯人征服了周边某些地区，他们吃惊地发现

被征服地区的数学比他们先进。771 年，印度北部的数学家被抓到了阿拉

伯的巴格达，被迫给当地人传授新的数学符号和体系（即现在用的计算法）。

由于印度数字和印度计数法既简单又方便，其优点远远超过了其他的计数

法，阿拉伯的学者们很愿意学习这些先进知识，商人们也乐于采用这种方法

去做生意。阿拉伯商人在商品贸易过程中逐渐将阿拉伯数字传入欧洲，后

又经欧洲传遍到世界各地。

　　原来是阿拉伯人把印度计数法传入欧洲的，所以被称为

阿拉伯数字。你明白了吗？其实这些数字是谁发明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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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古人对“3”的理解

两万五千年前，人们在表达“用你的枪头换我的鹿”的时候，还只能用

一个指头表示一只鹿，三个指头表示三个枪头。这种用一个指头表示一件

东西、三个指头表示三件东西的原始计数法，就是他们掌握的全部算术知识

了。在那以后的几千年里，他们一直把任何大于三的数量理解为“一群”或

者“一堆”。

那时候没有城镇和村庄，人们过着群居穴处的生活。晚上，他们挤在深

深的洞穴里，藏在茂密的林木中；白天，他们成群结队地到处寻找可以猎取

的鸟兽，采集能够充饥的浆果、根茎和谷粒。这种生活是毫无保障的，常常

是饥一顿、饱一顿。

在他们的财物中，除了御寒的兽皮、狩猎的武器、盛水的东西，还有用熊

牙或贝壳做的项链。他们的生活这么简单，当然不需要更多的数学知识，就

是简单的手指计数，也用得很少。

同学们，记住了，大于“3”就可以表示成“一群”或“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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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的产生

“0”的出现是数学史上一大创造。据说，它是由印度学者于公元 628 年提

出的。刚出现时，人们用“•”（点）或者“o”（小圆圈）来表示“0”，至于何时由

点转为圆，具体时间已无从考证。但在 876 年，人们在印度的瓜廖尔地区发现

了一块刻有“270”数字的石碑，这大概是人类发现的有关“0”的最早记载。

“0”的梵文是 Sunya，汉语音译为“舜若”，将它翻译成中文即是“空”的意

思。印度倡导“一切皆空”的佛教思想。“0”就是“一切皆空”的佛教思想所

留下的痕迹。后来，这套数字符号传到阿拉伯，又传到欧洲。可是，罗马教皇

只认定罗马数字，认为“0”是异端邪说，下令禁止使用。有一位罗马学者从一

本天文书中见到了阿拉伯数字“0”，对它的作用十分推崇，专门在他的日记本

上记下了“0”在计数和运算中的优越性。后来，此事被教皇发现，说他玷污了

上帝创造的神圣的数，将他逮捕入狱，还对他施刑。但是迫害无法阻挡先进知

识的传播。“0”不仅在欧洲传播开来，还迅速传遍了全世界。

中国古代也有“0”的概念，但并没有这个数字。在使用算筹、算盘时用

空位表示“0”，后来用“□”表示，再后来把方块换成圆圈。到了 13 世纪，南

宋数学家正式开始使用“0”。在刘徽的《九章算术注》中已明确将“0”作为

数字。

　　看似普通的数字“0”原来蕴藏着这么多的历史，凝

结着人类老祖先的智慧。我们还真不能小看它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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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负数的产生

人们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各种表示相反意义的量。比如，在记账时，有

余有亏；在计算粮仓存米时，有时要记进粮食，有时要记出粮食。为了方便，

人们就考虑用相反意义的数来表示。于是人们引入了正负数，把余钱、进粮

食记为正，把亏钱、出粮食记为负。可见，正负数是在生产实践中产生的。

中国古代的数学专著《九章算术》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完整介绍负数

的古算书。从历史上看，负数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解方程的需要。据《九章

算术》记载，由于在解方程组的时候常常会碰到小数减大数的情况，为了使

方程组能够解下去，数学家才发明了负数。在书中还给出了正负数和零的

加减运算的法则：“同名相除，异名相益，正无入负之，负无入正之；其异名

相除，同名相益，正无入正之，负无入负之。”“同名”“异名”分别指同号、异

号；“相除”“相益”分别指两数的绝对值相减、相加；“无”就是零。翻译成

现在的语言就是：同号两数相减，等于其绝对值相减（得到差的绝对值）；异

号两数相减，等于其绝对值相加（得到差的绝对值）；零减去正数得到（与它

相反的）负数，零减去负数得到（与它相反的）正数。

《九章算术》以后，魏晋时期的数学家刘徽对负数的出现作过很自然的

解释：“两算得失相反，要令正负以名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在计算过程

中遇到具有相反意义的量，要用正数和负数来区分它们。刘徽主张在筹算

中用红筹代表正数，黑筹代表负数。

在国外，负数的出现和使用要比我国迟好几百年，直到 7 世纪时，印度

数学家才开始使用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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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整数论的发展史

人类从学会计数开始就一直和自然数打交道，数论这门学科最初是从

研究整数开始的，所以称为“整数论”。后来由于实践的需要，数的概念得到

了进一步扩充，“整数论”也随之发展为“数论”了。顾名思义，“数论”就是

一门研究整数性质的学科。

人们在对整数进行运算的应用和研究中，逐步熟悉了整数的特性。比

如，整数可分为两大类 —— 奇数和偶数（通常被称为单数、双数）。利用整

数的一些基本性质，可以进一步探索许多有趣和复杂的数学规律，正是这些

特性的魅力，吸引了古往今来许多的数学家不断地研究和探索。

大名鼎鼎的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是“数论”研究的创始人，其学派对数论

有着浓厚的兴趣。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和丢番图对整数性质的研究也功

不可没。

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 17 世纪的法国数学家费马。他发现了关于

整数的著名定理，即费马大定理，但他并没有对此加以证明。在之后漫长的

三百多年里，有很多数学家着手于费马大定理的研究，最终在 1995 年被英

国数学家怀尔斯彻底证明。因为这项研究，很多新的理论诞生了，费马在推

动数论的发展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德国数学家高斯曾把数论誉为“数学中的皇冠”。后来数学家都喜欢

把数论中一些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叫作“皇冠上的明珠”，以鼓励人们去

“摘取”。

　　好好研究数学吧！也许有一天摘取皇冠上明珠的

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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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无理数的诞生

公元前 500 年，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弟子希帕索斯发现了一个惊

人的事实：一个正方形的对角线与其一边的长度是不可公度的（若正方形边

长是 1，则对角线的长不是一个有理数）。这一不可公度性与毕氏学派“万物

皆为数”（指有理数）的哲理大相径庭。这一发现使该学派领导人惶恐、恼

怒，认为这将动摇他们在学术界的统治地位，于是极力封锁该真理的流传。

希帕索斯因此被囚禁，受到百般折磨，最后被残忍地抛入海中杀害。

不可公度的本质是什么？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得不到正确的解释，两个

不可通约的比值也一直被认为是不可理喻的数。15 世纪意大利著名画家

达·芬奇称之为“无理的数”，17 世纪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称之为“不可名

状”的数。

然而，真理毕竟是淹没不了的，毕氏学派抹杀真理才是“无理”。人们为

了纪念希帕索斯这位为真理而献身的可敬学者，就把不可公度的量取名为

“无理数”—— 这便是“无理数”的由来。

　　科学是没有止境的，谁为科学划定禁区，谁就变成

科学的敌人，最终被科学所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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