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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纵观上下数千年的科学史，科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古代科学、近代科学和现代科学三个历史阶段
。
　　在遥远的古代，虽然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知识，但这些知识是零碎的、不系统的
和没有经过严格论证的。
古人所获取的知识大都表现为经验性的总结或猜测性的思辨，其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不科学的。
在这个意义上，古代科学只是科学的萌芽，还不是真正的科学。
　　近代科学蓬勃兴起于17世纪，其奠基工作从Gallieo（1564－1642）开始，而由Newton（1642-1727
）所完成。
近代科学方法强调实验和理论的紧密结合，即以实验的事实（数据和资料）为依据，通过严密的论证
（数学推理）形成系统的理论。
这种科学方法促进了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电子计算机的问世开创了现代科学的新时代。
随着计算机的广泛应用，科学计算正逐步上升为一种新的科学方法，与科学实验、科学理论并列，构
成现代科学方法的三大组成部分。
　　在今天，为适应新的技术革命的需要，实际课题的规模空前扩大，所谓大型乃至超大型科学计算
日益为人们所重视。
与此相适应，巨型计算机在科学计算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计算机的更新换代强有力地推动着算法研究的深入。
科学计算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新时代。
　　计算数学是科学计算的一门主体学科。
它伴随着电子计算机的推广应用而成长壮大，是一门仅有几十年历史的新兴学科。
在科学计算蓬勃发展的今天，迫切要求充实完善计算数学的学科体系。
　　翻开科学发展史，可以看到，一门学科的形成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和途径。
诚如吴文俊先生所指出的②：“古希腊时代，对待几何学就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可以欧几里得的
《几何原本》为代表，把数量关系完全排除在外，而单纯追求各种几何事实的逻辑关系，以此建立几
何公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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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方法简明教程》力图改革计算方法课程的教学体系。
新的体系立足于数学思维而面向科学计算的实际需要，内容处理上突出数值算法的基本设计技术。
《计算方法简明教程》分上、下两篇：上篇“计算方法讲义”运用算法设计技术设计了科学计算中的
一些常用算法，下篇“高效算法讲座”着重推荐高效算法设计的二分技术。
计算机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算法学。
数学思维的化归策略贯穿于数值算法设计的全过程。
数值算法设计的基本技术包括化大为小的缩减技术，化难为易的校正技术以及化粗为精的松弛技术等
。
《计算方法简明教程》上篇基于这些技术设计并剖析了一些常用的数值算法，其内容涵盖插值方法、
数值积分与数值微分、常微分方程的数值解法、方程求根以及线性方程的解法等有关知识。
计算方法是一门开拓性很强的学科。
随着计算机体系结构的更新，计算机上的数值算法也正从串行算法向并行算法转变。
《计算方法简明教程》下篇侧重于介绍实现这种转化的二分技术，其内容包括递推计算的并行化以及
快速变换等。
这些资料供读者自学时参考。
《计算方法简明教程》追求简明实用。
书中所阐述的算法设计原理容易理解，而所推荐的算法设计技术也不难掌握。
作为计算机科学重要基础的数值算法设计学，其设计思想的简朴、设计方法的协调、设计技术的实用
，体现了这门学科内在的科学美。
《计算方法简明教程》所面向的读者没有刻意追求。
上篇内容大学的理科、工科、文科各个专业均能采用，下篇则主要面向硕士、博士研究生。
《计算方法简明教程》亦可供从事科学计算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其他科技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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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能超，教授，是我国并行算法设计的先驱者之一，他在这方面有许多独特的重要贡献，其中最
主要的是他巧妙地运用二分技术于并行算法设计，把相当多的一类串行算法需N次运算的问题，只要
提供足够数量的处理机进行并行计算，即可把运算次数从N降到log2N。
串行算法中的快速算法如FFT把运算次数从N2阶降到Nlog2N阶而著称于世。
而并行算法利用二分技术则能对许多类型的大量计算问题的运算次数下降到相应程度。
　　王能超教授在并行算法设计中所以能取得巨大进展。
主要由于他对算法设计的基本原理有深刻的研究，这反映在他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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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知识“大爆炸”的今天，算法的数量也正以大爆炸的速度与日俱增，所涉及的文献著作数以千
万计，形成浩繁的卷帙。
面对这知识的汪洋大海，如何才能进行有效的学习呢？
许多有志于从事科学计算的青年科学工作者正为这门学科的知识庞杂所困扰。
出路在哪里？
我国最古老的一部数学经典《周髀算经》中，采取陈子与荣方两人对话的方式，推荐了三千多年前一
位上古先贤陈子的治学方法。
　　荣方问陈子：“算法那么多，怎样才能学好呢？
”　　陈子说：“算法之术，是用智矣！
”陈子特别强调算法设计要用智慧。
　　陈子又说：“夫道术，言约而用博者，智类之明。
问一类而以万事达者，谓之知道。
”　　陈子告诫人们，算法设计的基本技术，讲起来很简单，应用却很广泛。
要学好算法，关键在于将各色各样的具体算法进行归纳分类，并能触类旁通。
他特别强调，只要掌握了算法设计的基本技术，就能设计出许许多多具体算法，做到问一知万，“问
一类而以万事达”。
这就是陈子所倡导的“智类之明”。
这是一付解读各种算法的良丹妙药。
　　魏晋大数学家刘徽（公元3世纪）提出的“割圆术”、“重差术”等算法设计技术，至今仍放射
着智慧的光辉，对当今高效算法设计有着深刻的启迪。
关于算法设计的机理，刘徽在《九章算术注》“自序”中说：　　“事类相推，各有攸归，故枝条虽
分而同本干者，知发其一端而已。
”　　“触类而长之，则虽幽遐诡伏，靡所不入。
”　　刘徽认为，算法设计学就像一株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虽然它的枝枝叶叶零乱纷杂，但它们都
是从同一主干发出的。
算法设计有着共通的基本规律可循；而掌握了基本规律，就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这样不管问题多么隐晦曲折，总能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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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能超教授的这本书。
是一本富于哲学思想和科学方法论精神的著作。
书中对各种各样的数值算法提出了几种富于概括性的设计思想和方法原则。
这些思想和原则对从事研究和运用计算方法的科技工作者无疑会有深刻的启迪和指导作用。
例如.书中所讲述的“缩减技术”、“校正技术”、“松弛技术“和快速算法及并行算法设计等，都是
极为重要的方法原则。
任何人如能精通并灵活运用这些方法原则，则不仅能圆满地解决实际计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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