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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十四章。
一至三章介绍lisp的基本语法、语义、s表达式的概念、以及lisp的核心部分lisp1；四至十章主要讨论lisp
的函数程序设计方法；十一至十三章是lisp的非函数程序设计部分；十四章介绍lisp中的一些高级成分
和高级应用。

本书以lisp语言为素材，注重训练学生的函数式程序设计能力。
书中用形式化的方法来表述lisp的语义，旨在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同时，书中有大量的习题和例题，
涉及到lisp的基本概念直至人工智能领域中的高级应用。
仔细阅读这些程序并认真作习题，对学好本课程是十分有益的。

本书可用作高等院校计算机专业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供从事人工智能工作的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
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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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希文教授 1939 年 5 月 23 日生于河北省枣强县，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语言学家和
教育家，也是杰出的科学普及工作者。
他在教学与科研中有其极为独到的方法，在许多领域 所做的开创性、先驱性及前瞻性的贡献，具有远
远超出领域本身的重要理论涵义。
他有超群的天赋，在哲学、音乐、文学等方面也很有造诣，熟悉多种语言。

马希文教授 1954 年进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时年15岁。
毕业之年参加概率专门化，毕业时以他为主的研究小组所完成的优秀学术论文《最优分成问题（或量
化问题）的渐近 解》，发表在《数学学报》 1961 年第 3 期上。
他被丁石孙教授誉为"最有才能的学生之一"。

他 1959 年毕业留校，在数学力学系概率教研室工作，主要研究信息论和编码理论。
他开设了系里第一个数学信息论课程，与人合写了讲义，讲义中重新整理了经典信息论的 理论体系，
用更清晰更容易理解的方式证明了许多定理，该讲义为多届学生所使用。
在此期间他还运用信息论的观点研究了中文的语言学问题，提出通过 4 级马尔可夫链处理中文可以得
到很好的结果。
这一方法八十年代后得到广泛运用。

六十年代后期，他从事试验设计方面的研究和推广，主要研究正交设计，并在北京橡胶总厂推广试验
设计方法。
1981 年出版专著《正交设计的数学理论》，把现代试验设计的很多方法，特别是日本田口学派的方法
，从数学上进行了概括和整理，把一些方法的数学理论基础弄得很清 楚，对发展正交设计的理论起了
很大作用。

七十年代他曾在北京大学 6912 计算机上开发绘图和识谱奏乐软件。
他从事计算机科学理论的研究，其论文《树计算机和树程序》发表在《计算机学报》创刊号上。
他是我国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第一 批研究生导师之一。

1979 年至 1981 年,他作为首批派往美国的访问学者，在人工智能创始人 John McCarthy 教授领导的斯坦
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
其间从事诸多课题的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是程序语义学论文《语义学中的关系方法》。

回国后，他在人工智能方面做了大量出色工作。
他是中国人工智能领域奠基人之一，参与创建中国计算机学会人工智能学组和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并
于 1982 年在北京计算机学院创办了人工智能研究室。
他在 "知道逻辑" 的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发表在 1983 年国际人工智能大会上的有关论文受到一致好评
，因此他被推举为 1985 年国际人工智能大会程序委员会委员。
1985 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LISP 语言动态编译系统"。
他对我国 863 计划智能计算机主题的立项起了重要作用。
他以深刻的洞察力指出计算机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影响的同时，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他为此撰写了多篇文章，始 终以清醒的头脑推动人工智能学科的发展。

马希文教授曾任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积极推动中国的理论计算机科学建设工作。
1983 年他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在北京大学筹建成立了计算机研究所，举办了中国首次理论计算机研究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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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参与组织中国计算机学会理论计算机科学分会，以及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理论计算机科学学术
会议，并于同年在北大开办理论计算机科学研究生班，招收 10 名研究生。
在此期间创立了北京大学理论计算机科学博士点。
1987 年推动举办了第一届青年计算机工作者学术会议。
在此期间他深入研究了计算机科学理论的许多问题，在课程讲义的基础上出版了著作《程序设计学》
，发表了长篇 论文《理论计算机科学引论》，后者修改后用英文在新加坡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出版。
其论文《什么是理论计算机科学》提出了许多很深刻的认识。

马希文教授在语言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是首届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
七十年代后期他与朱德熙先生等著名语言学教授的学术讨论发展成一个持续多年语法 讨论班，吸引和
熏陶了一批新人，酝酿了一些重要成果，包括他自己的多篇论文，如《中国语言学报》创刊号首篇《
关于动词"了"的弱化形式》。
而后又先后在 《中国语文》等刊物上发表数篇高质量的有关汉语语法和汉语虚词的学术论文，受到汉
语学界的高度评价。
他熟练掌握英语和俄语，并涉猎阿尔巴尼亚、蒙古、日、 德、法、朝鲜、豪萨、斯瓦希利、世界语等
多种语言。

马希文教授是中国计算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对于计算机科学同语言学的结合倾注了极大的热忱。
1983 年他在北大开设了计算语言学课程，而后于 1986 年与朱德熙教授一起组建了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
研究所，并主持了信息科学跨学科系列讨论班。
他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参与创办语言信息处理研究所，并在中国科学 院软件研究所、北京信息工程学
院、黑龙江大学、中软公司等单位指导课题研究，涉及汉字输入、文本编辑、机器翻译、语言理解、
自动文摘、汉语计算机辅助教学 等方面，并亲自设计算法、调试程序。
他曾撰写多篇文章论及两个学科的关系，并热情洋溢地为他的研究生的著作作序，鼓动用计算机科学
的方法辅助语言学研究。

他以一个科学家的责任感，非常重视科学普及和基础教育工作。
他曾担任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国队总教练，1989 年率队参加在德国举行的第 30 届国际数学奥林匹
克竞赛，取得了团体总分第一、金牌总数第一的历史最好成绩。
他撰写了一批科普精品，组织领导了获普利策奖的"奇书"《哥德尔、艾舍尔、巴 赫-集异璧之大成》的
汉译工作。
该译著得到原作者的特别推崇，并于 2001 年 6 月获第四届全国科普优秀作品奖。

九十年代，马希文教授旅居海外，从事计算机软件应用开发，在 CEON CORPORATION 担任首席科
学家，并拥有若干项专利。
他曾任北加州北京大学校友会副会长，并积极为国内的科研与教育献策献力。
他热心助人，在华人华侨同胞中富有影响力。

马希文教授19岁毕业后即从事教学工作，几十年中桃李无数。
他开设了许多全新的课程，所用讲义都是他研究心得的结晶。
他指导了一批批的研究生，他的学术思 想和治学方法使他们终生受益。

马希文教授一生淡泊名利，从不追逐职位和奖项。
他一味地开路，并不谋求获得。
他不写鸿篇巨制，但每一篇文章都字字珠玑。
他有求必应，乐于让别人分享自己的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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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身上体现了一种真正的学者风范。

马希文教授于 2000 年 12 月 22 日不幸病逝于美国加州 Red Wood City，终年 61 岁。
他给我们留下了永远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摘自：《逻辑-语言-计算，马希文文选》，商务印书馆，200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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