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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集趣味性、知识性于一身的《新课程百科知识》进入学校
有两年多时间了，在师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大家给我们提
出了很多好想法和好建议，在这里我们要向所有关心本书的
老师和同学们表示感谢。

社会在进步，知识在更新，观念在嬗变，我们的工作也不
能停下来。第一版《新课程百科知识》在知识结构设计和内容
的深度上存在一些问题。为了让学生朋友们更易于接受新观
念，更乐于学习新知识，我们根据读者的建议对其进行了适当
的删减和更新，删除了一部分专业性太强的篇章，对一些较深
的知识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再阐述，对一些过时的数据进行
了更新，浓缩成现在的《新课程百科知识》。

相信《新课程百科知识》第二版更合您的品味，我们期待
您关注的目光。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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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１９９３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简体字版的完成出版，宣告
“华文世界没有现代百科全书”的时代结束了。为了适应不同
读者的需要，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精神的指引下我们编写了
这套《新课程百科知识》。

《新课程百科知识》是针对青少年朋友精心编写的百科知
识书籍。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紧扣新课程标准
全套书共５０册，涵盖了科技、艺术、文学、动植物、地球、

历史、地理等５０个方面内容，这些内容严格按照新课程标准
关于中学生学习的八大领域划分。在编写过程中，我们特意
将新课程标准的理念潜移默化到字里行间，是青少年朋友在
接受新知识的同时逐渐养成有效的学习习惯。

二、知识面广、趣味性强
本套书涵盖了中学阶段各学科的相关知识点，包括人文

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为了使青少年朋友
能够在轻松与快乐中学习知识，编写者们采用讲故事、猜谜
语、讲笑话等多种形式对各知识点进行深刻透彻的阐释。

《新课程百科知识》是３０多位专家学者们艰险努力的结晶，
希望看到此书的小读者能像对待自己 的朋友一样好好珍视它，
钻研它，让《新课程百科知识》成为与你心灵相通的知己。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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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达哥拉斯

毕达哥拉斯是古希腊数学家之中最出类拔萃、也最

为人们所熟悉的。

在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是一个幸运儿，因为一：他出

生的城市是当时最富庶繁荣的城市之一，我们大家都很

清楚，城市若经济发达，那肯定在交流方面是首屈一指

的。这些情况跟我们现在的国家一样，经济发达了，国际

的交流当然也就畅通无阻了。而这就为毕达哥拉斯走出

去“镀镀金，镶镶银”创造了必要条件。二：毕达哥拉斯的

父亲是一位很有钱的希腊人，从小毕达哥拉斯就受到了

良好的教育。比如，父亲给毕达哥拉斯请了两位著名的

老师：菲罗西德斯和赫摩达摩斯。毕达哥拉斯从二位老

师身上学到了许多知识，为他以后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而且，在数学和哲学方面很快就超过了两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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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天才少年毕达哥拉斯觉得无法再跟老师在一起消

磨时光了，在他生活的那个小圈子里，父亲再也给他找不

到老师了，于是对毕达哥拉斯提出的到文化比较发达的

地方去寻求知识没有拒绝。

毕达哥拉斯像

当还不到２０岁的时候，毕达哥拉斯背起了行囊，踏

上了求学的道路，这一去，可不是一天两天，而是许多年。

大家可想而知，生活在２０００多年前的毕达哥拉斯的年

龄，在我们现在的中国正是在大学里读书的年龄，他却离

开父母，离开家乡到外地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我们生活

在２１世纪的新新人类，不得不竖起大拇指：“哥们，你好

厉害！我们佩服你！”



　　　　　　　　　 　

３　　　　

?
世
界
著
名
数
学
家

毕达哥拉斯去了东方。他身材修长，面孔充满热情，

怀着满腔的热情和十足的好奇心来到了第一站———巴比

伦。巴比伦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古希腊还处于蛮荒

时代时，巴比伦的经济文化就已经高度发展了，尤其是数

学和天文学。在巴比伦毕达哥拉斯学到了许多知识，这

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在数学方面的知识，毕达哥拉

斯又长了一大截。由于毕达哥拉斯对知识的不满足，他

又来到了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印度，开始了他求知的

第二站。当时的印度已经有几百年的文化历史了，是一

个极度发达的国家。在这里，毕达哥拉斯如饥似渴的学

科学、学哲学。印度之行又给毕达哥拉斯积累了丰富的

知识。结束了在印度的学习，毕达哥拉斯回到了西方，住

在埃及。在埃及的毕达哥拉斯也没有闲着，从埃及的祭

司那里，他又学到了许多几何知识。机遇偏爱有准备的

头脑，毕达哥拉斯的数学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肯定会冒

出火花。于是，就在这个时候，毕达哥拉斯定理产生了。

毕达哥拉斯通过多年的学习，对几何知识做了总结，

而且提出了下面两个问题：一、三角形的勾股定理是不是

永远成立呢？因为在毕达哥拉斯之前，人们只知道个别

的直角三角形满足勾股定理。例如：３２＋４２＝５２，５２＋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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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而一般的直角三角形是不是也有勾２＋股２＝弦２

成立呢？二、如果三角形两边的平方和等于第三边的平

方，那么这个三角形是不是直角三角形呢？

这两个问题，对于现在初中毕业的学生来说，都是小

菜一盘。但是，在２０００多年前，这两个问题对于当时的

学者们来说，却是非同小可的问题。毕达哥拉斯学派的

学者们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而且做了许

多试验，大家团结一致，最后得出结论：直角三角形的勾

股定理永远成立；反过来，如果三角形两边的平方和等于

第三边的平方，那么这个三角形必定是直角三角形。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者们把这一结果告诉了毕达哥

拉斯，毕达哥拉斯非常高兴，他也利用自己的知识对这两

个问题又进行了推导，并且和他的学派们交流了自己的

看法。结果是和大家讨论的结果一模一样。最后，毕达

哥拉斯学派的学者们把这一结果归功于他们的首领———

毕达哥拉斯，并且把这个定理命名为毕达哥拉斯定理。

毕达哥拉斯推辞不下，只好默认。但是为了感激大家，毕

达哥拉斯买来了１００头牛，献给了神。而且设宴款待了

众学者。因此，毕达哥拉斯定理又叫“百牛定理”。而且，

就是因为这个定理，毕达哥拉斯本人被称为“西方勾股定

理之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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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毕达哥拉斯５３岁的时候，他回到了自己的祖

国———希腊。他把自己从东方学到的知识融会贯通，并

且融进了自己的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毕达哥拉斯开

始喜欢隐居生活，于是他隐居到一处小城，没有了其他活

动，只是教授门徒，口授他那神秘的哲学。毕达哥拉斯的

哲学，实际上是包括许多科学思想在内的对科学的认识，

比如，他认为“万物皆数”“一切源于数”。他将自然数区

分为奇数、偶数、素数、完全数、平方数、三角数和五角数

等。毕达哥拉斯派认为数是宇宙中的一个概念模型，决

定一切自然物体形式的是数量和形状，数不仅有量的多

少，而且也具有几何形状。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认为数是

自然物体的形式和形象，是一切事物的总根源。为了说

明他的理论，我们把几何学上的立体比喻成一棵大树，数

是树根，数的叶子就像几何学上的点，而叶子就长在树枝

上，树枝就像几何学上的线，然后就是树的主干，就像是

几何学上的面，从而整棵大树就构成了几何学上的立体，

有了立体才能谈得上火、气、水、土这４种元素，有了元素

才构成了万物，因此数在物的前面。毕达哥拉斯认为一

切现象和规律都来源于数，所以就必须服从“数的和谐”，

也就是必须服从数的关系。在毕达哥拉斯的眼里，数就

是他心目中的“变形金刚”，想变成什么就变成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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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毕达哥拉斯的思想里“球形”是最完美的几何体，

他就从这一点出发，认为大地是最完美的，所以大地也是

球形的，从而提出了太阳、月亮和行星均作圆运动的思

想。在数字当中他认为数字“十”是最完美的，因此天上

运动的发光体肯定有十个。

大家知道什么样的数是完全数吗？那么你又知道什

么样的数是盈数，什么样的数是亏数吗？这个问题毕达

哥拉斯和他的学派能够回答：把（除其本身以外）全部因

数之和等于本身的数称为完全数（如６，２８，４９６等），而将

本身大于其因数之和的数称为盈数；将小于其因数之和

的数称为亏数。又让你自愧不如了吧？还是好好学习

吧，否则２１世纪的我们就会被现代的潮流所淘汰。

后来毕达哥拉斯学派没有逃过民主运动一劫，他们

在克罗托内的活动场所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毕达哥拉斯

被迫移居他林敦（今意大利南部塔兰托），并于公元前

５００年去世，享年８０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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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文鼎

从宋代开始，在宣城南郊处有一名门望族，被称为

“宣城梅氏”。清朝雍正年间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曾这样

赞誉梅氏：“上江人文之盛首宣城，宣之旧族首梅氏。”这

就是梅文鼎的家族，他的父亲是一个书生，但是父亲不愿

做官，乐意过隐居生活。父亲喜欢通读各种书籍，因此是

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下，从小梅文鼎就接

触了大量的书籍，养成了探求新生事物的好习惯，特别是

对数学和天文知识更是情有独钟。小小年纪就能熟读五

经，到他１４岁的时候，一举考中秀才。大约在梅文鼎２７

岁的时候，他和他的两个弟弟同时拜隐居高人———竹冠

道人为师，向他学习天文历法。梅文鼎聪明好学，又非常

认真、刻苦，回到家中还经常和弟弟们探讨问题到深夜，

有时，一晚上也不合眼，不争出结果不休息。

不久，梅文鼎将学到的历法知识以及自己的心得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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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历学骈枝》。

在梅文鼎２０岁左右的时候，在读古代数学著作的时

候，他发现我国古代数学家对多元一次方程有着独到的

成就，这激发了他从事研究的兴趣。生活在古代的人都

有那么大的成就，我们现代的人就更应该有重大成就了。

梅文鼎经过２０多年的潜心研究，于１６７２年写成了他的

第一部数学著作《方程论》。除了对古代的知识消化吸收

之外，他还善于搜集整理古代文化成就。在我国古代天

文学史和数学史的研究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为后来人

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在梅文鼎搜集整理古代文化常识的时候，也曾经数

次参加乡试，但是不知是老天爷捉弄人，还是造化弄人，

他屡考屡不中。尽管如此，还是没有打消他的积极性，而

且还为他提供了结交朋友的大量机会。在这期间，他结

识了施闰章、蔡璿、黄虞稷、潘耒、方中通等一大批学术界

的朋友。这些对他在学术方面的成就起了重大的作用。

１６７５年，他在金陵（今南京）购得了徐光启带领编译的

《崇祯历书》，还得到了波兰教士穆尼阁的《天步真原》的

书稿。１６７８年，他又借到了罗雅谷的《比例规解》，这些

著作对他研究当时西方的天文、数学知识提供了大量的

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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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８９年，梅文鼎应大学士李光地的邀请，来到北京，

并且住在李光地府中。李光地邀请梅文鼎的目的是向他

学习历算。因为他屡试不中，所以当他参与《明史·历

志》的纂写工作的时候，还是一介布衣。１６９０年，梅文鼎

在李光地的邀请下，将他多年来研究天文历法的心得加

以整理，写成了一本书《历学疑问》，当时并没有出版，过

了两年，在李光地的帮助下该书出版发行。１７０２年，当

时的皇帝是康熙，偶然间康熙读到了梅文鼎的《历学疑

问》，当康熙读完以后，对梅文鼎的观点大加赞赏，因为梅

文鼎是一个布衣，因此也没有召见。但机会在三年以后

来到了梅文鼎的身边，这年夏天，康熙南巡。在他的归途

中，康熙召见了梅文鼎，在江南的运河中，康熙和梅文鼎

一连三日在御船中谈论天文、数学，并御笔亲书“绩学参

微”来表扬梅文鼎。

晚年的梅文鼎主要在家著书授徒，四方慕其名者不

少亲赴宣城向其问学。１７２１年，８８岁高龄的梅文鼎仍旧

在家中搞研究，然而终于因积劳成疾离开了他热爱的数

学和天文历法。

梅文鼎曾写过一部著作，名叫《方程论》，他的目的

是：中国传统数学中有关线性方程组的内容恰是当时传

入的西方数学所不具备的，不要认为数学是西方的，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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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没有国界的，我们中国有的，西方不一定有，而我们没

有的，西方恰恰有，我们就可以引进吸收。在这部著作

中，他还提出了将传统的“九数”划分为“算术”和“量法”

这两大类的思想，他曾说过：“夫数学一也，分之则有度有

数。度者量法，数者算术，是两者皆由浅入深。是故量法

最浅者方田，稍进为少广，为商功，而极于勾股；算术最浅

者粟布，稍进为衰分，为均输，为盈朒，而极于方程。方程

于算术，犹勾股之于量法，皆最精之事，不易明也。”在梅

文鼎的思想中，中国古代的勾股术就是所谓西方称为几

何的东西，在梅文鼎的著作《勾股举隅》和《几何通解》中

这个观点被系统地论述了。《勾股举隅》首先用图验法证

明了“弦实兼勾实股实”之理，实为刘徽、赵爽之后中国数

学家对勾股定理的又一个证明。书中还借助图验法说明

勾股形各边及其和差间的关系，并创造了已知勾股较与

弦和和、勾股较与弦和较、勾股积与弦和和（或弦和较）、

勾股较与弦和较（或弦较较），求其他元素的四类算法。

《几何通解》的副题为“以勾股解《几何原本》之根”，书中

首先列出《几何原本》中的命题，然后借助勾股和较术中

的公式来证明。当时《几何原本》只有前６卷译本，梅文

鼎在《测量全义》、《大测》等书透露的线索的启发下，对后

几卷的内容进行了探索，多数成果都被写进他的《几何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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