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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高校招生自主权的扩大 ，高校自主招生的规模正逐年提升 。 通过校荐与自荐的

方式 ，越来越多的同学有机会获得自主招生资格 ，参加高校的自主招生考试 。 自主招生

已经成为进入理想大学的一个重要途径 。

然而 ，自主招生的优惠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拿到的 ，能获得 ２０ 分乃至 ３０ 分加分的人

数更是少数 ，选拔的方法当然只有一个 ———考试 。自主招生的题目难度与风格同高考题

有很大区别 。 别的不说 ，对于数学 ，一方面 ，自主招生更侧重对数学思想方法的考察 ，另

一方面 ，自主招生会涉及很多高考内容不曾涉及的知识 。 可以说 ，自主招生的数学 ，夹在

高考题与竞赛题之间 ，向下涉及高考难题 ，向上涉及竞赛中档题 。而综观五门科目 ，数学

是最有区分度 、最能拉分的科目 。 所以 ，要想在自主招生中取得好成绩 ，必须要把数学拿

下 ———这便引出了本书的编写目的 ：帮助你增长知识 ，开阔眼界 ，培养数学思维 ，掌握基

本方法 ，提升数学素养 ，从容面对自主招生数学题 ！

本书按如下模式编写 ：基础知识 ＋ 例题 ＋ 练习 。

在基础知识中 ，我先介绍一些基本的公式 、定理 、方法 ，并适当配以例题 。 有些时候 ，

我会一个方法配一道题目 ，有时候我会先一口气将方法全说完 ，再举一堆例题 。 这是因

为有些题目方法比较单一 ，可以专门作为某个方法的例题 ，但有些题目有多种方法 ，或者

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方法 ，这就很难将它放在某个方法下去做例子了 。

例题中 ，我按照“分析” ＋ “解” ＋ “小结”的模式论述 。 目前市面上的大部分教辅书 ，

都是冷冰冰的题目和答案 ，这固然可以激发读者思考 ，但有时也会让读者难以理解 ，不知

道是怎么想到的 。我也是过来人 ，深知读这种书的痛苦 。 所以 ，在“分析”中 ，我会介绍这

道题的想法 ——— 应该往什么方向考虑 ，为什么要往这个方向考虑 ，有时对一些新的知识

与方法先做介绍 。在“解”中 ，展示完整的过程 。在“小结”中进行一些总结 。

大部分章节的最后都附有练习 ，练习后附有提示 ，书后有参考答案 。 希望你能先自

己思考 ，若有困难再看看提示或者与他人讨论 ，最后再求助于答案 。看完答案后 ，也要加

以总结 ，想想为什么要这么想 ，从题目中要学到想法 ，而不是具体的做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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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本介绍知识 、思想与方法的书 ，不是题典 ，书中题目并不多 。 所以 ，要想熟

练掌握这些知识与思想方法 ，在通过自己思考理解的基础上 ，还得通过更多的题目来巩

固 ，这就得靠你自己了 。

读数学书 ，不能像看小说似的一带而过 ，必须要动脑子思考 。 在看每一道例题的解

答前 ，建议你自己先做一遍 。 遇到不理解的地方 ，要想办法去搞懂 ，比如问同学老师 、百

度一下 ———网络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宝库 ——— 抱怨或者放弃是不可取的 。 通过自己的思

考 ，领悟到的知识才是印象最深的 。

相信这本书能在通过自主招生考试之路上助你一臂之力 ！

最后 ，由衷地感谢潘姝羽 、潘学超 、施文博 、嵇晨同学为本书的出版提供的无可替代

的帮助 ，没有你们的热心与奉献 ，本书不可能这么快与读者见面 。

另外 ，在此还要特别感谢我高中三年的数学老师 ——— 南师附中兰松斌老师 ———千言

万语 ，尽在不言中 。

韩 　旭

２０１０ 年 ８月 ８ 日

·２·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言

现在我这个无名小卒在这儿耽误您点时间 。 呵呵 ，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和您谈谈韩

旭和他的这本书 。

韩旭和我都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２０１０ 届的毕业生 。 南京师大附中是一所发展

中的百年名校 ，培养出无数杰出人才 ，校友中包括巴金 、袁隆平 、汪道涵 、彭珮云 、胡风等

享誉世界的文学家 、科学家 、政治家 ；另外还拥有人数位居全国普通高中前列的 ５２ 位院

士 ，２ 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以及 ５位中国教育部副部长 。

哈 ！到这您可能会想 ：只介绍学校的辉煌历史有什么用 ？得来点实质性的内容啊 ！

那请您接着往下看 。

韩旭 ，在我这种普通人看来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 。 也许他名气没有某些同学大 ，但

那是因为他是一位极其实干低调的竞赛强人 。 哦 。 对了 ！都忘了给您介绍了 ，韩旭在高

中三年中一共获得 ３个省一等奖 ，并且拥有 ２ 个保送资格 。 分别是 ：高一获得全国中学

生信息学竞赛江苏省一等奖以及保送资格 ；高三获得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江苏省一等

奖 ；最重要的是高三获得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江苏省一等奖以及保送资格 。 这些成绩在

旁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 ，但是韩旭确实做到了 。 随后他便收到了复旦大学伸出的橄榄

枝 ，并直接被复旦大学数学系摘走 。

当然 ，韩旭并没有像大多数保送生那样彻底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而是深入思考了如

何进一步发挥自己在数学方面的特长 。 当他听周围同学抱怨市面上准备自主招生考试

的书籍种类少而质量并不太高时 ，决定结合自己高中三年数学学习的经验和教训以及自

己总结归纳出的一系列数学学习的窍门和方法 ，来写一本突破传统的好书 。

这所谓的“突破传统”是指 ，这本书完全是由刚刚毕业的高中学生通过反思总结自己

数学学习历程来编写的 。这种模式十分独特 ，当然也具有明显的优点 。 我想主要有以下

三点 ：１ ．最大的优点就是由高中生来编写高中生用的书 ，十分贴近学习生活实际 。 身为

一名高中生 ，对整个高中生群体的想法和需求十分了解 ，也十分清楚一名高中生在备战

自主招生考试时应如何迅速提高自己的学科解题能力和综合思维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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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高中生自己总结出的一套数学学习模式 ，与众不同 ，通过不同模块分解后呈现出

来 ，十分清晰 。并且思维习惯的相似性 ，决定了高中生更易于接受 ，从而收获更多 。

３ ．全书语言平实 、一针见血 ，废话套话空话较少 ，且常采用与读者对话的形式 ，可读

性强 ，达到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使学生愿意学的目的 。

总而言之 ，我十分看好韩旭的这本书 ，也希望他这本辛勤劳动的结晶能使更多的学

弟学妹们提升自己的数学素养 ，在自主招生考试中取得满意的成绩 ！

东南大学 　信息科技与工程学院

潘学超

２０１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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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数 　 　列

数列问题是高考难题和自主招生试题都很热衷的一类问题 。 很多题目形式新颖 ，且

往往和函数融合在一起 ，给人以很恐怖的感觉 。 而且答案的方法巧妙神奇 ，让你摸不着

头脑 ———不是看不懂 ，而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变形 ，要这样想 ⋯ ⋯

事实上 ，我要说 ：

数列是没有难题的 ！

数列与函数等融合 ，是因为它只能用貌似恐怖的外表吓唬你 ⋯ ⋯

答案的神奇巧妙 ，是因为有些东西你还不知道 ⋯ ⋯

1畅 数列通项求法
下面 ，我要告诉你 ７种且仅 ７ 种关于数列题的想法 ，不需要再多的方法 ，你一定能征

服所有的数列题 ——— 或者保守一点 ，９９％ 的数列题 ：

１畅 写几项 ，猜通项 ，美其名曰归纳猜想 。

２畅 数学归纳法 ，同一法 。

３畅 整体换元 。

４畅 三角代换 ，取对数 ，取倒数 。

５畅 两式相减 。

６畅 构造递推关系 。

７畅 特征方程 。

没错 ，就 ７种 ，只需要这 ７ 种 ，只要你熟练掌握 ，一定会惊讶地发现 ，你能一眼将数列

题望到底 ，再也不会有数列题难倒你了 ！

下面就来简单说明一下这 ７种想法 。

１ ．写几项 ，猜通项 ，即归纳猜想

意思很容易理解 ，但这却是做数列题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应该是拿到数列题时的第

一想法 ，因为这是你揭示一个数列本质的最简单的办法 。

事实上 ，归纳猜想和数学归纳法 、同一法是绑定的 。 猜出一个通项 ，要去证明它是对

的 ，当然就是数学归纳或者同一法 。至于这两个如何操作 ，一会再说 。

很多数列题 ，看似有一个很吓人的递推公式 ，但是写出它的前几项后 ，你会惊讶地发

现 ，原来有那么简单的规律 。比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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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an＋１ ＝ ２ an ＋ １ ，a１ ＝ １ ，求 an的通项 。

正如上面提到的 ，拿到一道题 ，第一反应应该就是写几项看看 。我们发现 ，这个数列

前面几项是 ：１ ，３ ，７ ，１５ ，３１ ，⋯ ，那么很自然地可以猜测 ，an ＝ ２ n
－ １ 。然后数学归纳即可 。

（２） a１ ＋ a２ ＋ ⋯ ＋ an ＝ n２ ，求 an通项 。

同样 ，简单写出前几项 ：１ ，３ ，５ ，７ ，９ ，⋯ ，显然能够猜测 an ＝ ２n － １ ，后证明之即可 。

例子虽然简单 ，但是希望你能够理解 ，第一步就写几项猜通项是很必要的 。

当然 ，这种办法依赖于以下两个条件 ：（１）数列方便计算 。（２）敏锐的观察力 。第一条

是由题目决定的 ，算前感觉一下如果式子太繁就别算了 ，想别的办法 。第二条 ，则是基于

你自己的想象力与经验 ，要根据数字的特点大胆想象尝试 。

2 ．数学归纳法与同一法

前面已经提到了 ，这个方法是与第一个方法绑定的 ，是在猜出通项或者要你证明通

项的情况下使用 。数学归纳法就不多说了 ，下面着重说说同一法 。

同一法利用的是数列的唯一性 。只要能通过初始值和给出的数列各项的关系 ，能唯

一确定这个数列 ，那么只需要将你猜出来的公式带入验证 ，如果关系是成立的 ，则该数列

的通项就是那个式子 。

比如 an＋ １ ＝ ２ an ＋ １ ，a１ ＝ １这个数列 ，很显然 ，由这个公式 ，这个数列的每一项都由前

一项唯一确定 ，且 a１ ＝ １是确定的 ，所以该数列是唯一的 。于是 ，将我们猜的公式 an ＝ ２ n
－

１ 带入验证 ，即 ２ n＋１
－ １ ＝ ２ × （２ n

－ １） ＋ １ 是成立的 ，于是 an ＝ ２ n
－ １ 。

卷面上可以这么写 ：

解 ：注意到该数列被 an＋ １ ＝ ２ an ＋ １ ，a１ ＝ １唯一确定 ，

又因为 ２ n＋ １
－ １ ＝ ２ × （２ n

－ １） ＋ １ ，且 ２１
－ １ ＝ １ ，

所以 an ＝ ２ n
－ １ 。

同一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虽然很多时候能用同一法的地方数学归纳法也可以

用 ，但是很多时候往往数列递推关系复杂繁琐 ，用数学归纳法不容易 ，这时候利用同一法

会非常简洁快速 。

最后还是要强调 ，同一法的关键 ：唯一性 ！

3 ．整体换元

所谓整体换元 ，就是用一个字母代替掉一个整体 。这里所谓的整体 ，关键在于形式的

相同 。

这样做的好处有以下几点 ：

一 、使式子简洁 ，更容易观察 ，易于发现变形的方向 。

二 、能够抓住问题的本质 。

下面看 ２ 个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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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n ＋ １）an＋ １ ＝ nan ＋ ３

初看似乎无从下手 ，但如果做如下换元 ：令 bn ＝ nan ，那么上式立刻变成 ：bn＋１ ＝ bn ＋
３ ，豁然开朗 。解出 bn 后进而解出 an 。

（２） an＋１ ＋ １ ＝ anan－１ ＋ an ＋ an－１ ＋ １

简单的因式分解后 ，我们发现 an＋１ ＋ １ ＝ （an ＋ １）（an－１ ＋ １） ，当然就这样做下去也行 ，

但是如果我们做换元 ：令 bn ＝ an ＋ １ ，那上式就变成 bn＋１ ＝ bnbn－１ ，不但形式简洁了许多 ，

而且更容易进一步找出问题的解法 。具体怎么解这里先不提 。

整体换元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

１）一般是把关于 n呈递推关系的东西换掉 。

具体来说 ，比如这个数列 ：
an＋ １
n ＋ １

＝
an
n ＋ １ ，那么这时候令 bn ＝ an

n 是合理的 ，我们得到

bn＋ １ ＝ bn ＋ １ 。但如果是 an＋１
n ＝

an
n ＋ １ ，我们再令 bn ＝

an
n 就不太好了 ，因为这样只能得到

n
n ＋ ２

bn＋１ ＝ bn ＋ １ ，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如果你以为换元后你得到的是 bn＋ １ ＝ bn ＋ １ ，那你

就还没理解这个换元是什么意思 。

２）换元就要换彻底 。

比如这道题 ：２（n ＋ １）an＋１ ＝ ４nan ＋ ３ ，当然可以只做换元 ：令 bn ＝ nan 。但如果我们
做换元 ：bn ＝ ２ nan ，会使式子更加简洁 。虽然说这个不是必要的 ，但是换彻底往往对观察 、

运算等都有很大的帮助 。

4 ．三角代换 ，取对数 ，取倒数

这三个办法是三个对式子变形的方式 。除了移项 、两边加减乘除等朴素的变形外 ，几

乎就这三个变形的办法了 。

首先 ，三角代换 ，是利用式子与三角公式的吻合 。事实上 ，这个题目可能就是从三角

公式演变来的 。

比如 ： a１ ＝
１

２
，an＋ １ ＝

１ － １ － a２n
２

，求 an 。

初看无从下手 ，但如果注意到三角函数的一个性质 ：cosθ ＝ １ － ２sin２ θ

２

于是对于锐角 ，我们有 ：sin θ

２
＝

１ － cosθ
２

我们会发现 ：

a１ ＝ sinθ ，a２ ＝ sin θ

２
，a３ ＝ sin θ

４
，⋯ ，其中 θ ＝

π

６
，那么便很容易证明 an ＝ sin θ

２ n－１ 。

其次 ，是取对数 ，即式子两边同时取对数 ，比如 ln 。这个办法往往用在两边都是乘积
·３·

一 、数 　 　列



和幂（即二次 、三次方等和二次 、三次根号等）的情况下 。

比如 ： an＋１ ＝ ２ an ，求 an 。
初看似乎没啥思路 ，但注意到两边都是乘积和幂的形式 ，于是取 ln后 ，就变成了 ：

ln an＋１ ＝
１

２
ln an ＋ ln２ ，于是立刻发现可以做代换 ：bn ＝ ln an ，式子就变成了简单的

bn＋ １ ＝
１

２
bn ＋ ln２ ，下面就可以做了 。

最后就是取倒数 ，当你注意到分子就一项 ，而分母是个多项式时 ，可以考虑取倒数 。

比如 ： an＋１ ＝
３ an
an － ５

，求 an 。

注意到 ，如果取倒数 ，则式子就会变成 ：
１

an＋１ ＝
１

３
－

５

３ an ，然后做代换 ：bn ＝
１

an 后 ，式

子就变成了很漂亮的 bn＋１ ＝
１

３
－

５

３
bn 。

OK ，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三个变形方法 ——— 事实上 ，就这三个方法就够了 。下面 ，说一

下这三个办法需要注意的要点 ：

（１） 对于三角代换 ，

首先要注意 a１ 的范围 。当 a１ ∈ （ － １ ，１）时 ——— 最好是（０ ，１） ——— 我们可以做 sin或
cos的代换 。而要换成 tan 则没多少限制 ，因为它的值域为 R 。

其次 ，就是设 a１ ＝ sinθ或 cosθ或 tanθ的那个 θ的范围 ，要选取合适 。如果 a１ ＝ sinθ ∈

［０ ，１］ ，往往考虑 θ ∈ ０ ，
π

２
；如果 a１ ＝ cosθ ∈ ［ － １ ，１］ ，可以考虑 θ ∈ ［０ ，π］等等 。当然 ，

具体用什么三角函数需要根据递推公式的形式来定 。

（２） 关于取对数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证两边都是正数 。好在数列题往往都是正

数 ，这个具体做时需要简单论证一下 。

（３） 至于取倒数 ，只要小心不等于 ０就可以了 。

5 ．两式相减

两式相减 ，就是把题目给我们的关系式写两次 ，一次是关于 n的 ，一次是关于 n ＋ １

的 ，然后这两个式子相减 ，得到一个式子 。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往往想不到的方法 。举个简单的例子 ：

a１ ＋ a２ ＋ ⋯ ＋ an ＝ n２ ，求 an通项 。

我们有 ： a１ ＋ a２ ＋ ⋯ ＋ an ＝ n２

a１ ＋ a２ ＋ ⋯ ＋ an ＋ an＋ １ ＝ （n ＋ １）２

下式减上式 ，便得到 an＋１ ＝ ２n ＋ １ ，进而得到 an ＝ ２n － １ 。但是 ，要注意的是 ，这个通

项只在 n ≥ ２时成立 ，还需要验证 n ＝ １的时候是否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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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这是个很“弱智” 的例子 ，仅仅为了解释什么叫两式相减 ，后面会有具体的

题目 。

那么 ，为什么要两式相减 ，两式相减有什么好处 ？

事实上 ，有以下几点好处 ：

（１） 可以把相同项减掉 ，特别是常数项 。

（２）很多时候可以进行因式分解 ，进而整理化简 。特别的 ，当有平方项的时候 ，可以利

用平方差公式 。

总之 ，两式相减是一个非常值得一试的办法 ，虽然无法肯定地说减出来能怎么怎么

样 ，而且很多时候会减出一个“废话”（就是一个没用的式子 ） ，但仍然值得一试 ，不要忘

记它 。

6 ．构造递推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常见且重要的方法 。

先举一个上面出现过的简单的例子 ： an＋１ ＝ ２ an ＋ １

我们对式子做如下变形 ： an＋ １ ＋ １ ＝ ２（an ＋ １）

于是 ，我们发现 ，做代换 bn ＝ an ＋ １ ，式子立刻变形成 bn＋１ ＝ ２bn ，豁然开朗 。

稍微复杂一点 ： an＋１ ＝ ２ an ＋ n
我们可以变形成 ： an＋ １ ＋ n ＋ １ ＋ １ ＝ ２（an ＋ n ＋ １）

做代换 bn ＝ an ＋ n ＋ １即可 。

你可能会觉得神奇 ，你可能会问第一个式子为什么能想到两边同时加 １ ，第二个式子

为什么能想到那样配 。稍后你会发现 ，想到这些是自然的 ，理所应当的 ，你也能做到 。

7 ．特征方程

有一类问题 ，其实是有现成的结论的 ，就是利用特征方程与特征根 。但是高考中出现

时 ，答案往往会用其他高中的方法绕过去 ，或者干脆直接给出结果 ，让你不知道为什么要

那样变形 。如果能掌握特征方程 ，在高考中你就能首先知道了答案 ，然后再考虑怎么用高

中的知识绕到它 ，在自主招生中 ，更是能直接使用 ，快速得出结果 。

这里先介绍特征方程的理论 ，有关例子见后面的例题 。

有两类特征方程 ，一类是形如 an＋２ ＝ aan＋１ ＋ ban 形式的递推数列 ，另一类是形如

an＋１ ＝
aan ＋ b
can ＋ d的递推数列 ，我们这里只关心怎么去做 ，不关心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我直接

给出结论 ，具体中间推导可以查看相关竞赛书籍 。

（１） 对于 an＋２ ＝ aan＋ １ ＋ ban的数列 ，它的特征方程为 x２ ＝ ax ＋ b ，它是这样得出的 ：

an＋２ ，an＋１ ，an分别用 x ２ ，x ，１代替 。

解之 ，得两根 x１ ，x２ ，

如果 x１ ≠ x２ ，则 an ＝ A x １
n
＋ Bx ２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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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x１ ＝ x２ ＝ x ，则 an ＝ （An ＋ B）x 。
其中两个待定常数 A ，B由初始值 a１ ，a２ 定出 。

第一种情况很重要也很容易记 。

第二种情况虽然也可以记公式 ，但是在具体的题目中 ，当遇到等根时 ，你会发现此时

这个式子是很容易构造递推关系的 。

另外 ，我没有说特征方程要有两个实数根 。没错 ，对于虚数根 ，结论依旧 ！但是 ，没有

必要再用这个结论 。因为虚数根是在告诉你 ，这个数列肯定有周期 ！

比如 ： an＋ ２ ＝ an＋１ － an ，a１ ＝ １ ，a２ ＝ ２ 。注意到特征方程 x２ ＝ x － １无实数根 ，所以它

肯定有周期 ：１ ，２ ，１ ，－ １ ，－ ２ ，－ １ ，１ ，２ ，⋯ ，周期为 ６ 。

至于为什么有周期 ，利用复数的知识很好解释 ，这里就不多说了 。

（２） 对于 an＋１ ＝
aan ＋ b
can ＋ d 的数列 ，它的特征方程为 x ＝

ax ＋ b
cx ＋ d ，它是这样得出的 ：

an＋１ ，an均用 x 代替 。

解之 ，得两根 x１ ，x２ 。

若 x１ ≠ x２ ，则你算一下 an＋ １ － x１
an＋ １ － x２ ，即

an＋ １ － x１
an＋ １ － x２ ＝

aan ＋ b
can ＋ d － x１
aan ＋ b
can ＋ d － x２

一定能整理成
an＋１ － x１
an＋１ － x２ ＝ k an － x１

an － x２ 的形式 ，

于是做代换 bn ＝
an － x１
an － x２ 即可 ，变成等比数列 。

若 x１ ＝ x２ ＝ x ，则你做如下操作 ：两边同时减去 x ，再取倒数 ，即

１

an＋ １ － x ＝
１

aan ＋ b
can ＋ d － x

一定能够变形成 １

an＋１ － x ＝ k ＋ １

an － x的形式 ，于是做代换 bn ＝
１

an － x即可 ，变成等

差数列 。

同样 ，如果无实数解 ，你要相信 ，一定有周期 。

事实上 ，对于 an＋１ ＝
aan２ ＋ b
can ＋ d 的数列 ，同样有特征方程 x ＝

ax ２
＋ b

cx ＋ d ，剩下的操作和上

面一模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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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 ，这里的 a ，b ，c ，d可以为 ０ ！所以有些题目初看不像上面的形式 ，实际上

只是有些系数为 ０罢了 。

所以 ，可以概括 ：形如上面两式的数列 ，

第一步 ：特征方程求出特征根 。

第二步 ：若是不等根 ，分别用 an＋１ 相减再相比 ；若是等根 ，用 an＋１ 相减再取倒数 。

第三步 ：化简整理 ，形成等比或等差 ，整体代换 。

OK ，以上对这七种想法做了简单的介绍 。遇到数列题的时候 ，你要做的就是在脑子

里一条一条地闪过这些想法 ，尝试 ，排除 ⋯ ⋯ 肯定会在某个时候遇到正确的办法 ！当然 ，

经过一定的训练 ，你能达到一看到题目 ，就反应出该用什么办法的程度 。

下面 ，来看一些具体的题目 。

【例 1】 已知 a１ ＝ １ ，an＋ １ ＝ ２ an ＋ １ ，求 an 。
【分析】 这是上文提到的例子 ，对于这种递推类型的题目 ，我们的想法就是构造出

能换元的东西 。就是说 ，我们希望把式子 an＋１ ＝ ２ an ＋ １变形成 ：

an＋ １ ＋ λ ＝ ２（an ＋ λ）

其中 λ为待定系数 。下面 ，我们通过对比两个等式的系数 ，得到

２λ － λ ＝ １（对比常数项）

解得 λ ＝ １

所以 ，我们就能够把式子变形成 an＋１ ＋ １ ＝ ２（an ＋ １） ，进而就能解答了 。

【解】 由 an＋１ ＝ ２ an ＋ １

得 an＋ １ ＋ １ ＝ ２（an ＋ １）

令 bn ＝ an ＋ １

则 bn＋１ ＝ ２bn ，b１ ＝ ２

得 bn ＝ ２ n

进而得 an ＝ ２ n
－ １

【点评】 对于形如 an＋１ ＝ aan ＋ b的数列 ，考虑变形为 an＋ １ ＋ λ ＝ a（an ＋ λ） ，即配上

一个常数 λ 。稍复杂一点的 ，见下题 。

【例 2】 已知 a１ ＝ － ２ ，a２ ＝ － １ ，an＋ １ ＝ ５ an － ６ an－１ － ４ ，求 an 。
【分析】 与上一题似乎类似 ，但这里有 ３项 ，于是我们考虑配成 ：

an＋１ ＋ λ ＝ ５（an ＋ λ） － ６（an－１ ＋ λ） （１）

事实上 ，我们考虑配成这样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

我们把形如 an＋ ２ ＝ aan＋１ ＋ ban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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