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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求知文库》是一套介绍科普知识的丛书，涵盖了环境、能

源、科技等方面的知识。

现代社会拥有高度文明，人类的物质、精神生活都很丰

富。但立足长远，能源贫乏、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自然灾害这

些问题，却始终困扰着人类，阻碍着社会发展，甚至给人类带

来了巨大的灾难。而青年一代正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主要力

量，怎样传承世界文明，使人类能够更和谐、快速地发展呢？

答案是青少年应该具备足够的知识，了解前人创造的文明，了

解社会发展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发展新科技，保证社会长足

发展。

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以电视电脑为媒介的科学

教育专题节目也越来越多。但考虑到电视传播转瞬即逝，电

脑传播还不是很普及，为更方便读者阅读，我们特推出《求知

文库》这套丛书。本丛书覆盖面广，语言流畅、通俗易懂，兼顾

了科学性和趣味性。希望能给青少年朋友提供一个了解人类



文明、发展的窗口，为青少年朋友增长知识、促进成长尽一份

薄力。

本套丛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她用鲜活的语言、生动的故事

把那些原本枯燥乏味的知识讲得浅显透彻、趣味盎然；把那些

生活中经常碰到的或忽略了的日常现象讲得令人恍然大悟、

豁然开朗；她真正地把学生课本所学的知识和社会实践融汇

贯通了。

在本套丛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专家及学者

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在组稿过程中，我们对

一些业已发表的稿件进行了采编，有部分未能联系到原作者。

望作者见书后与我们联系，以方便寄付稿酬。

编 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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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几里得

温良敦厚的教育家

欧几里得大约生于公元前３２５年，他是古希腊数学家，他的名字

与几何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因为编著《几何原本》而闻名于世，但关

于他的生平事迹世人知道的却很少。他是亚历山大学派的奠基人。

早年可能受教于柏拉图，应托勒密王的邀请在亚历山大授徒，托勒密

曾请教欧几里得，问他是否能把证明搞得稍微简单易懂一些，欧几里

得顶撞国王说：“在几何学中是没有皇上走的平坦之道的。”他是一位

温良敦厚的教育家。

还有一次，他的一个学生刚刚学完了第一个命题，就问：“学了几

何学之后将能得到些什么？”欧几里得随即叫人给他三个钱币，说：“他

想在学习中获取实利。”足见，欧几里得治学严谨，反对不肯刻苦钻研

投机取巧的思想作风。

公元前６世纪，古埃及、巴比伦的几何知识开始传入希腊，几何知

识和希腊发达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形式逻辑相结合，大大推进了几何

学的发展。在公元前６世纪到公元前３世纪期间，希腊人非常想利用

逻辑法则把大量的、经验性的、零散的几何知识整理成一个严密完整

的系统。到了公元前３世纪，已经基本形成了“古典几何”，从而使数

学进入了“黄金时代”。柏拉图就曾在其学派的大门上书写大型条幅
“不懂几何学的人莫入”。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正是在这样一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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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继承和发扬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取之精华汇集而成的。

《几何原本》

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推论了一系列公理、公设，并以此作为全

书的起点，共１３卷。目前中学几何教材的绝大部分都是欧氏《几何原

本》的内容。勾股定理在欧氏《几何原本》中的地位是很突出的。在西

方，勾股定理被称作毕达哥拉斯定理，但是追究其发现的时间，在我国

和古代的巴比伦、印度都比毕达哥拉斯早几百年，所以我们称它勾股

定理或商高定理。在欧氏《几何原本》中，勾股定理的证明方法是：以

直角三角形的三条边为边，分别向外作正方形，然后利用面积方法加

以证明，人们非常赞同这种巧妙的构思，因此目前中学课本中还普遍

保留这种方法。

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部分内容与早期智人学派研究三个著名

几何作图问题有关，特别是圆内接正多边形的作图方法。欧氏的《几

何原本》只把用没有刻度的直尺画直线，用圆规画圆列为公理，限定了

“尺规”作图。于是几何作图就出现了“可能”与“不可能”的情况。在

这里欧几里得只给出了正三、四、五、六、十五边形的做法，加上连续的

二等分弧，可以扩展到正２ｎ、３（２ｎ）、５（２ｎ）、１５（２ｎ）边形。因此，我们可

以想象欧几里得一定还尝试过别的正多边形的作图方法，只是没有作

出来而已。所以欧氏《几何原本》问世后，正多边形作图引起了人们的

极大兴趣。

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中的比例论，是全书的最高成就。在这之

前，毕达哥拉斯派也有比例论，但并不适用于不可公度的量的比，欧几

里得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在这里叙述了欧道克索斯的比例论。定义了

两个比相等即定义了比例，适用于一切可公度与不可公度的量，它挽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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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了毕氏学派的相似形等理论，是非常重要的成就。

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吸取了泰勒斯和柏拉图的演绎证明和演

绎推理，完整的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数学逻辑思想，成为公理化方法

建立演绎体系的最早典范，更是数学逻辑思维训练的最好教材。但

是，它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逻辑上的缺陷，并曾经引发了数学史上著

名的“第五公设试证”活动。于是在１９世纪初诞生了罗巴切夫斯基几

何。罗氏几何的诞生，打破了欧氏几何一统空间的观念，促进了人类

对几何学广阔的领域作进一步的探讨。随后，展开了大规模的欧几里

德《几何原本》公理系统的逻辑修补工作。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用近

代的观点集修补之精华，在１８７９年发表了《几何基础》，提出了欧氏几

何一个完整的简洁的公理系统，使欧氏几何达到了高度的抽象化、逻

辑化、数字化，把公理化方法推向了现代化，建立起了一种统一的公理

体系。这也是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对几何学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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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拉

牧师之子

１７０４年４月１５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宁静，巴塞

尔城市居民册上又增添了一个新居民，保罗·欧拉和玛格丽特·布鲁

克的儿子列昂纳德·欧拉，一颗即将升起的巨星降生了。

小欧拉两岁的时候跟随双亲迁到附近的雷欣村居住，父亲保罗·

欧拉就在村子里担任加尔文教派的牧师。

实际上，保罗·欧拉对数学很在行，他曾经是著名的大数学家雅

各布·伯努利的高才生。可是，他自己却并不想从事数学工作，而且

还想要儿子长大以后和自己一样，在乡村教堂当牧师。

做父亲的就想自己的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不想把孩子培养成为

科学家，这类事例在科学史上屡见不鲜。像维尔斯特拉斯（１８１５—

１８９７年）的父亲要儿子当文官；黎曼（１８２６—１８６６年）的父亲想让儿子

当牧师等等。保罗这样打算倒也情有可原，因为当牧师毕竟比当科学

家容易，何况收入更要优厚得多呢！因此，保罗对儿子从小就灌输了

极其严格的宗教思想，什么早祷告、晚祷告，每天必做，甚至在每餐饭

之前都还要大讲一通主耶稣的道理。欧拉早期的宗教教育影响了他

的一生，他从来没有放弃一丁点儿他的加尔文教派的信仰。确实，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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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上了年纪以后，他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应了他父亲的召唤，他带领

全家进行家庭祈祷，通常在结束时还要做一番讲道。

但是保罗·欧拉有个不坏的“毛病”，就是在每到高兴的时候，他

会抛开天国和上帝，眉飞色舞地讲起人世间迷人的自然数和三角形

来。凭着他向善男信女们布道时练就的好口才，保罗把数学讲述得绘

声绘色，妙趣横生，完全将小欧拉迷住了，热爱数学的种子就这样默默

地埋在了孩子的心田。

读完中学以后，欧拉顺从了父亲的意愿来到巴塞尔大学学习神学

和希伯莱语。不过他心里明白自己真正应当做的是什么。这时保罗

当年的老师雅各布·伯努利已经去世，由他的弟弟约翰·伯努利接替

他担任数学讲座教授。约翰本来是位医术高明的医生，后来受到他哥

哥雅各布的影响改攻数学。他２８岁时出任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数学

教授，并且多次夺得法国科学院颁发的研究奖，成为驰名欧洲的大数

学家。数学界至今仍流传着一段有关他的轶事。为了微积分发明的

优先权，约翰站在莱布尼兹一边，同牛顿产生了相当激烈的争论。但

是，牛顿在他心目中仍然无可争辩地享有崇高的地位。年轻时的约翰

有一次在英国旅行，遇到一个外国人。这人身体微胖，长发披肩，显然

受到周围人的极大尊敬。约翰不避嫌疑上前谦逊地介绍自己：“我是

约翰·伯努利。”“我，”那人冷冷地回答，“是伊萨克·牛顿。”约翰把与

牛顿的这第一次意外的会见看作是自己一生中所接受的最高贵的

礼物。

约翰虽然已经到了知命之年，但是他还是精神矍铄，讲起课来旁

征博引，生动而富有感情。每逢他上课，教室里总是座无虚席。欧拉

也常去听约翰的课。坐在教室最前排的欧拉特别引人注目。在他高

高的额头下闪烁着一对天真无邪的大眼睛。不过说他是个孩子恐怕

更确切些，因为那时他的年龄最多不过十二三岁，个子足足比一般的

同学矮一头，大学生们都把他当小弟弟看待，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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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人不可貌相。

其貌不扬的欧拉１５岁就获得了巴塞尔大学的学士学位，１７岁又

获得硕士学位。父亲保罗要他放弃数学，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神学

上。欧拉虽然笃信上帝，可是要他去做专职的神职人员，他从心底里

不愿意。不过，他是个孝顺的儿子，不愿公然违抗父亲的意志。正在

欧拉感到比较为难的时候，伯努利父子知道了这个情况，赶来为他

说情。

保罗不是个铁石心肠的人，他理解约翰，也理解儿子的心情。深

孚众望的伯努利教授的一席话使得保罗认真地考虑起来。最后他改

变了初衷，虽然这样做可能会给家里的生活带来困难。从此以后，欧

拉再也不用等到父亲熟睡以后才偷偷起床来做他的计算，也不用再在

数学书籍的外面套上一张圣经的书皮来逃避父亲的注意。他像放出

樊笼的苍鹰冲向自由的蓝天，又像饿虎扑向面前的食物。从古希腊的

经典著作到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恨不得一股脑地把它们全

都嚼碎吞下。这些丰富的知识再好不过地促使他飞速成长。

在彼得堡的生活

很快到了１７２７年，春回大地。年轻的欧拉满怀创造的激情，跃跃

欲试。１９岁的他独立作出了他的第一项工作。

当时欧洲的科学院有个通行的做法，他们把各国政府或者有关部

门提出的科研项目，设置奖金公开征求解答。在这些题目中有相当一

部分同航海有关，因为随着航运事业的发展和连续不断的海上战争，

各国政府愈来愈关注海洋的控制权。那一年，法国巴黎科学院提出在

船上装桅杆的问题作为１７２７年的授奖问题。巴黎奖金是一项崇高的

荣誉，对数学家来说，能赢得一次这样的荣誉就足慰平生了。欧拉决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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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利用这次机会考验一下自己，同时也向世人证实自己的能力。从某

种意义上来讲，欧拉的处女作是他一生全部工作的缩影，它既显示出

欧拉的力量，又暴露了他的弱点。欧拉的力量在于分析技术性的数

学，他是分析学精妙绝伦的大师，又是顶呱呱的方法发明家的运算的

巨匠。分析的利剑一到他的手中真可谓是无坚不摧，无攻不克。而欧

拉的弱点在于他有的地方距实际太远，如果它还与实际有关的话。当

我们记起关于并不存在的瑞士海军的传统笑话时，这个弱点就不足为

奇了。欧拉可能曾经在瑞士的湖泊中见到过不多的几艘划桨的小船，

但从未见到过海洋中一艘真正的大船。他因为让数学带走了他的实

际意识而受到过严厉的批评，这些批评有时是公正的。对欧拉来说物

质世界只是数学的一种特殊情况，它本身几乎没有什么意思，要是这

世界没有符合他的分析，那是这世界出了毛病。评选的结果，欧拉的

论文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但是没有获奖。这算不了什么，欧拉从这次

工作中得到了非常有益的锻炼，后来他以１２次获得这项奖金来补偿

这次失利。

就在同一年，在朋友们的怂恿下，欧拉向巴塞尔大学申请教授职

位。可惜他资历尚浅，虽然经约翰·伯努利的极力推荐，但还是被校

方拒绝了。接连的挫折并没有使欧拉气馁，反而激起他更加勤奋的学

习。这时，丹尼尔·伯努利正在彼得堡大学任数学教授，他一口答应

为欧拉在彼得堡科学院谋个差事，并且一直与欧拉保持经常的通信

联系。

丹尼尔的动作很快。欧拉在１７２７年收到了彼得堡工作的邀请，

职务是作为科学院医学部的助理。在这个科学院有一项聪明的规定：

责成每一位外来成员带两个学生，实际上是需要训练的初学者。欧拉

兴高采烈地打点起行装匆匆起程。一路上，欧拉眺望着一闪而过的茅

舍、田野，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心中充满了希望。他感到浑身有使不完

的力量，恨不得插翅飞到彼得堡，立即开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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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一到彼得堡，前来迎接的丹尼尔满面愁容，他让欧拉先好好

休息，根本不提工作的事。原来就在欧拉踏上俄罗斯土地的那一天，

在位刚刚两年的开明的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一世猝然去世。

叶卡捷琳娜原来就是彼得大帝的情妇，她好像是一个在许多方面

都很开明的女人，也就是她，在她仅仅２年的在位期间，就实现了在彼

得堡建立科学院的愿望。叶卡捷琳娜去世后，在年幼的沙皇彼得二世

（１７１５—１７３０年）未成年期间，权力旁落到一个异常残忍的小集团手

里。俄国的新统治者们把科学看成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在令人焦急

的几个月中，他们考虑着要取消它，遣返所有的外国成员。这就是欧

拉刚刚到达彼得堡时的局面。在混乱中，对他要提任的医学位置没人

管了，丹尼尔四处奔走求告，结果一无所获。欧拉只得闷坐在家里一

筹莫展。这时候，俄国海军部正在招考海军军官，为了生活，欧拉决定

去碰碰运气。半个月以后，欧拉早早来到涅夫斯基大街看结果。平日

冷冷清清的海军部大楼门前，今天熙熙攘攘，人头攒动。有的喜形于

色，有的故作镇静。欧拉不安地在远处向贴榜处看去，心头不由一震。

榜上的名字虽然写得密密麻麻，但是他一眼就看出，第一个名字不是

别人，正是列昂纳德·欧拉！他揉揉眼睛凑到近处再仔细一瞧，果然

不错。不知道是身体不适还是今天彼得堡的寒风格外凛冽，他感到背

上好像被人浇了一桶冷水，浑身发凉。他裹紧围巾，翻起大衣领子，被

人群推挤着恍恍惚惚地向外走。录取无疑可以使他摆脱生活的困境，

但是成为海军中尉毕竟不是他的理想。看来已经没有两全其美的好

方法，只有听从命运的安排了。正在这时，一辆马车飞驰而至，满头大

汗的丹尼尔跳下车来一把将欧拉抱住。事情有了意想不到的转机，经

过再三交涉，沙皇政府终于同意欧拉去科学院工作了。欧拉简直不敢

相信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喜讯，欧拉和丹尼尔的双手紧紧的握在了一

起，很久也没说出一句话，而眼眶里却闪烁着喜悦的泪花。

慢慢的情况好转了，欧拉也就安定下来专心投入工作。这倒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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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他完全沉浸在数学之中，部分原因是到处都有奸诈的告密者，

稍不留心就可能惹上麻烦。他不敢过正常的社交生活。流放和处决

的消息不时传来。数学部有位同事因为传抄一首无名作者的无题诗，

被遣送到西伯利亚。１７３３年，丹尼尔厌倦了令人生畏的俄国，回到自

由的瑞士去了。而欧拉在他２６岁时登上了彼得堡科学院的主要教学

位置。

欧拉感觉自己终生都要呆在彼得堡了，于是他决定结婚，定居下

来，随遇而安。他的夫人叫凯塞琳娜，是彼得大帝带回俄国的画师格

塞尔的女儿，温柔贤淑，持家有方。婚后的生活恩爱美满。政治形势

变得更加恶劣了，欧拉比以前更加强烈地渴望回瑞士工作。无奈小生

命一个接一个的出世，使离开的希望化为泡影。欧拉夫妇先后生育的

子女达１３个之多（除５个以外，其余的都在幼年时夭折），堪与欧拉在

科学上的多产相媲美。欧拉感到他被拴得比以前更紧了，于是在不停

的工作中寻求慰藉。一些传记作者把欧拉无与匹敌的多产归于他在

俄国的这第一次留居；应有的谨慎迫使他养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勤奋

的习惯。

欧拉是一位对外在条件不太苛刻的的大数学家。他非常喜欢孩

子。常常是一边怀抱着一个婴儿一边写他的论文，同时稍大一点的孩

子们在他周围嬉戏着。他写最困难的数学论文时的那种轻松自如是

令人难以置信的。同时，他又是位慈祥而称职的父亲，他为子女的教

育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每到晚上，孩子们围坐成一圈，由欧拉亲自布

置和检查他们的作业，解答他们的问题。他还编了许多数学趣题启

发他们的思考。下面就是其中的一个：“父亲临终时立下遗嘱，按下

述方式分配遗产：老大分得１００克朗和剩下的１／１０；老二分得２００克

朗和剩下的１／１０；老三分得３００克朗和剩下的１／１０；老四分得４００克

朗和剩下的１／１０……依此类推分给其余的孩子。最后发现所有的孩

子分得的遗产相同。问遗产总数和孩子总数以及每个孩子分到的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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