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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如阶梯, 引领人们一步步向更高

的人生巅峰攀登, 而融万千知识于一体的

百科全书更是好书中的精品, 读之不仅增

长见识、 拓展视野, 也充实人生。

近几年, 伴随着社会经济和人们思维

的发展, 全社会对百科知识的普及学习尤

为重视, 同时也对学生所学知识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和标准, 相关学校以及家长, 均

十分重视让孩子多接受一些百科知识的熏

陶。 百科知识不仅包含着丰富的知识点,

它还超越普通知识门类的探索猎奇本质,

让许许多多的人在轻松的阅读中, 既感受

到一份心灵的释放, 也感受到知识的力量

在无形中蔓延。 与此同时, 同一类型百科

书籍, 其体例形式和内容定位均不相同。

这就使得许多家长和学校在为学生采购这

些图书的时候, 面临着各种矛盾, 最突出

的问题就是, 图书本身与学生实际需求有

着一定的差距。 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 我

们在编写过程中更加注重科学性和实

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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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本书信息量大, 在包罗万象的知识体

系中, 总揽了学科知识、 生物与环境、 地

理风貌、 人文艺术、 历史文化等方面内

容, 注入现代人的世界视野、 理性判断和

科学情怀, 拓展出更高、 更远的新境界。

本书版式新颖, 设计精美, 图文并茂。

希望本书能够给广大的青少年朋友带

来乐趣, 并祝愿广大的青少年朋友学习进

步, 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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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摇 学

数 学 定 义

数学起源于人类早期的生产活动, 为中国古代六艺之一, 被称为算术,

又称算学, 最后才改称为数学。 亦被古希腊学者视为哲学之起点。 数学的希

腊语意思是 “学问的基础冶, 源于 滋佗兹浊滋琢 (m佗th佶ma) (科学、 知识、 学问)。

另外还有个比较狭隘, 但是具有技术性的意义——— “数学研究冶, 此一希腊语

被亚里士多德拿来指 “万物皆数冶 的概念。

数学的演进大约可以看成是抽象化的持续发展, 或是题材的延展。 第一

个被抽象化的概念大概是数字, 其对两个苹果及两个橘子之间有某样相同事

物的认知是人类思想的一大突破。 数学的发展在此突破之后经历了漫长的

阶段。

(1) 初等数学和古代数学: 这是指 17 世纪以前的数学。 主要是古希腊时

期建立的欧几里得几何学, 古代中国、 古印度和古巴比伦时期建立的算术,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代数方程等。

(2) 变量数学: 是指 17 ~ 19 世纪初建立与发展起来的数学。 从 17 世纪

上半叶开始的变量数学时期, 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7 世纪的创建阶段 (英雄

时代) 与 18 世纪的发展阶段 (创造时代)。

(3) 近代数学: 是指 19 世纪的数学。 近代数学时期的 19 世纪是数学的

全面发展与成熟阶段, 数学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数学的绝大部分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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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都已经形成, 整个数学呈现出全面繁荣的景象。

(4) 现代数学: 是指 20 世纪的数学。 1900 年德国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

(D郾 Hilbert) 在世界数学家大会上发表了一个著名演讲, 提出了 23 个预测和

指导今后数学发展的数学问题, 拉开了 20 世纪现代数学的序幕。

数学研究领域

数学研究的各领域包括数量、 结构、 空间、 基础与哲学四个方面。

数量

数量的学习起于数, 一开始为熟悉的自然数及整数与被描述在算术内的

自然数及整数的算术运算。 整数更深的性质被研究于数论中, 此一理论包括

了费马最后定理的著名结果。 数论还包括两个被广为探讨的未解问题: 孪生

素数猜想及哥德巴赫猜想。

当数系更进一步发展时, 整

数被承认为有理数的子集, 而有

理数则包含于实数中, 连续的数

量即是以实数来表示的。 实数则

可以被进一步广义化成复数。 数

的进一步广义化可以持续至包含

四元数及八元数。 自然数的考虑

亦可导致超限数, 它公式化了计

数至无限的这一概念。 另一个研

究的领域为其大小, 这个导致了基数和之后对无限的另外一种概念: 艾礼富

数, 它允许无限集合之间的大小可以做有意义的比较。

结构

许多如数及函数的集合等数学物件都有着内含的结构。 这些物件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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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被探讨于群、 环、 体及其他本身即为此物件的抽象系统中。 此为抽象代

数的领域。 在此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即向量, 且广义化到向量空间, 并研

究于线性代数中。 向量的研究结合了数学的三个基本领域: 数量、 结构及空

间。 向量分析则将其扩展至第四个基本的领域内, 即变化。

空间

空间的研究源自于几何, 尤其是欧式几何。 三角学则结合了空间及数,

且包含有著名的勾股定理。 现今对空间的研究更推广到了更高维的几何、 非

欧几何 (其在广义相对论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 及拓扑学。 数和空间在解析

几何、 微分几何和代数几何中都有着很重要的角色。 在微分几何中有着纤维

丛及流形上的计算等概念。 在代数几何中有着如多项式方程的解集等几何物

件的描述, 结合了数和空间的概念; 亦有着拓扑群的研究, 结合了结构与空

间。 在其许多分支中, 拓扑学可能是 20 世纪数学中有着最大进展的领域, 并

包含有存在久远的庞加莱猜想及有争议的四色定理, 其只被电脑证明, 而从

来没有由人力来验证过。

基础与哲学

为了搞清楚数学基础, 数

学逻辑和集合论等领域被发展

了 出 来。 德 国 数 学 家 康 托

(1845—1918) 首创集合论, 大

胆地向 “无穷大冶 进军, 为的

是给数学各分支提供一个坚实

的基础, 而它本身的内容也是相当丰富的, 提出了实无穷的存在, 为以后的

数学发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康托的工作给数学发展带来了一场革命。

由于他的理论超越直观, 所以曾受到当时一些大数学家的反对, 就连被誉为

“博大精深, 富于创举冶 的数学家 poincare 也把集合论比作有趣的 “病理情

形冶, 甚至他的老师 Kronecker 还击康托是 “神经质冶, “走进了超越数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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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冶。 对于这些非难和指责, 康托仍充

满信心, 他说: “我的理论犹如磐石一

般坚固, 任何反对它的人都将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冶 他还指出: “数学的本

质在于它的自由性, 不必受传统观念束

缚。冶 这种争辩持续了十年之久。 康托

由于经常处于精神压抑之中, 致使他

1884 年患了精神分裂症, 最后死于精

神病院。

然而, 历史终究公平地评价了他的

创造, 集合论在 20 世纪初已逐渐渗透到了各个数学分支, 成为了分析理论、

测度论、 拓扑学及数理科学中必不可少的工具。 20 世纪初世界上最伟大的数

学家 Hilbert 在德国传播了康托的思想, 把他称为 “数学家的乐园冶 和 “数学

思想最惊人的产物冶。 英国哲学家罗素把康托的工作誉为 “这个时代所能夸耀

的最巨大的工作冶。

数 学 分 类

从数学的研究领域可以将数学分成基础数学、 应用数学、 计算数学、 概

率论与数理统计、 运筹学与控制论等。

(1) 基础数学又称为理论数学或纯粹数学, 是数学的核心部分, 包含代

数、 几何、 分析三大分支, 分别研究数、 形和数形关系。

(2) 应用数学简单地说, 即数学的应用。

(3) 计算数学研究诸如计算方法 (数值分析)、 数理逻辑、 符号数学、 计

算复杂性、 程序设计等方面的问题。 该学科与计算机密切相关。

(4) 概率统计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两大块。

(5) 运筹学与控制论, 运筹学是利用数学方法, 在建立模型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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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有关人力、 物资、 金钱等的复杂系统的运行、 组织、 管理等方面所出现

的问题的一门学科。

毕达哥拉斯曾说过数统治着宇宙。 从人类祖先的茹毛饮血、 刀耕火种到

现在的下深海上九天, 我们时刻都在用数学进行着思维的体操。 数学突出着

人类的发展, 数学王国的疆域必将与我们现实世界大小息息相关。 如果我们

觉得世界太小, 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数学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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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学 定 义

“化学冶 一词, 若单从字面解释就是 “变化的科学冶 之意。 化学如同物理

皆为自然科学之基础科学。 很多人称化学为 “中心科学冶, 因为化学为部分科

学学门的核心, 如材料科学、 纳米科技、 生物化学。

从开始用火的原始社会, 到使用各种人造物质的现代社会, 人类都在享

用化学成果。 人类的生活能够不断提高和改善, 化学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它的成就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化学也如同物理学一样经历

了漫长的阶段才成为一门以实验

为基础的科学。

化学发展简史

化学的萌芽

古时候, 原始人类为了他们

的生存, 在与自然界的种种灾难进行抗争中, 发现和利用了火。 原始人类从

用火之时开始, 由野蛮进入文明, 同时也就开始用化学方法认识和改造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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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 燃烧就是一种化学现象。 继而人类又陆续发现了一些物质的变化, 如

发现在翠绿色的孔雀石等铜矿石上面燃烧炭火, 会有红色的铜生成。 这样,

人类在逐步了解和利用这些物质的变化的过程中, 制得了对人类具有使用价

值的产品。 人类逐步学会了制陶、 冶炼; 以后又懂得了酿造、 染色等。 这些

由天然物质加工改造而成的制品, 成为古代文明的标志。 在这些生产实践的

基础上, 萌发了古代化学知识。

古人曾根据物质的某些性质对物质进行分类, 并企图追溯其本源及其变

化规律。 公元前 4 世纪或更早, 中国提出了阴阳五行学说, 认为万物是由金、

木、 水、 火、 土五种基本物质组合而成的, 而五行则是由阴、 阳二气相互作

用而成的。 此说法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用 “阴阳冶 这个概念来解释自

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势力, 认为二者的相互作用是一切自然现象

变化的根源。 此说法为中国炼丹术的理论基础之一。

公元前 4 世纪, 希腊也提出了与五行学说类似的火、 风、 土、 水四元素说

和古代原子论。 这些朴素的元素思想, 即为物质结构及其变化理论的萌芽。

后来在中国出现了炼丹术, 到了公元前 2 世纪的秦汉时代, 炼丹术已颇为盛

行, 大致在公元 7 世纪传到阿拉伯国家, 与古希腊哲学相融合而形成阿拉伯炼

丹术、 阿拉伯炼金术, 并于中世纪传入欧洲, 形成欧洲炼金术, 后逐步演进

为近代的化学。

与此同时, 进一步分类研究了各种物质的性质, 特别是相互反应的性能。

这些都为近代化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许多器具和方法经过改进后, 仍然在

今天的化学实验中沿用。 炼丹家在实验过程中发明了火药, 发现了若干元素,

制成了某些合金, 还制出和提纯了许多化合物, 这些成果我们至今仍在利用。

化学的中兴

16 世纪开始, 欧洲工业生产蓬勃兴起, 推动了医药化学和冶金化学的创

立和发展, 使炼金术转向生活和实际应用, 继而更加注意物质化学变化本身

的研究。 在元素的科学概念建立后, 通过对燃烧现象的精密实验研究,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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