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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初稿完成于1983年。
当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领导冯克勤教授委托编著者编写一本供数学系用的线性代数讲义，接受
这项任务后，我们专程到北京，拜访了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万哲先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数学研
究所许以超研究员、北京大学数学系聂灵沼教授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曾肯成教授，请教他们刘数学
系线性代数教学的设想。
他们都热情地给予指导，从而为编写讲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984年春天，讲义便开始在数学系83级使用，并作为数学系线性代数教材一直使用到现在。
1985年，讲义曾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次颁发的优秀教材一等奖。
此后，在使用过程中对讲义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
出版前编著者又作了全面的加工和充实。
　　线性代数研究的是线性空间以及线性空间的线性变换。
在线性空间取定一组基下，线性变换便和矩阵建立了一一对应关系。
这样，线性变换就和矩阵紧密联系起来。
于是，研究线性空间以及线性空间关于线性变换的分解即构成了线性代数的几何理论，而研究短阵在
各种关系下的分类问题则是线性代数的代数理论。
本书编写的一个着眼点是，着力于建立线性代数的这两大理论之间的联系，并从这种联系去阐述线性
代数的理论。
当然，线性代数内容非常丰富，本书尽可能地按照1980年教育部颁发的综合性大学理科数学专业高等
代数教学大纲进行选择，并在体系安排与叙述方式上尽置吸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长期从事线性
代数教学的老师与同事们，特别是曾肯成教授、许以超研究员的教学经验。
在处理行列式理论时，采用了曾肯成教授1965年首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使用的将n阶行列式视
为数域F上n维向量空间的规范反对称n重线性函数的讲法；在处理线性方程组理论时，利用了矩阵在
相抵下的标准形理论；在处理Jordan标准形时，先考虑了线性空间关于线性变换的分解，然后再用纯
矩阵方法处理了Jordan标准形。
同时也着重于阐述已故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的独具特色的矩阵方法。
　　为了便于读者掌握解题技巧，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术书几乎每一章都专门用一节讲
述各种典型例题。
这部分内容是为习题课安排的。
每一节后面都附有大量习题，教师与读者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使用。
这些习题除了在众多的线性代数、矩阵论教材以及习题集中选取之外，有一些是取自我国历届研究生
试题，还有一些是自己编撰的。
在教学过程中，有些同学对线性代数的某些课题产生了兴趣，进行了一些研究。
有些结果即成为本书的习题。
这里应该提到的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81级同学陈贵忠、黄瑜、窦昌柱，82级同学陈秀雄等。
　　冯克勤教授对本书的编写自始至终都给予了热情的关心与帮助，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万哲先、许
以超、聂灵沼、曾肯成渚教授的热心指导，编者谨致衷心感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陆洪文教授、杜锡录、李尚志副教授曾经使用本书的前身——线性代数讲义
作为教材，他们对讲义的修改提出许多有益的意见。
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讲师屈善坤、徐俊明协助编者仔细地审核了原稿，安徽大学数学系夏恩虎同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86级硕士研究生黄道德审核了习题，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编著者水平所限，错误与缺点在所难免，热忱欢迎同行们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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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系多年教学的基础上编写成的。
它由多项式、行列式、矩阵、线性空间、线性变换、Jordan标准形、Euclid空间、酉空间和双线性函数
等九章组成。
在内容的叙述上，力图做到矩阵方法与几何方法相并重。
每章都配有丰富的典型例题和充足和习题。
　　本书适合作为综合性大学理科数学专业的教材，也可以作为各类大专院校师生的教学参考书，以
及关心线性代性与矩阵论的科技工作者的自学读物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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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本书初稿完成于1983年。
当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领导冯克勤教授委托编著者编写一本供数学系用的线性代数讲义，接受
这项任务后，我们专程到北京，拜访了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万哲先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数学研
究所许以超研究员、北京大学数学系聂灵沼教授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曾肯成教授，请教他们刘数学
系线性代数教学的设想。
他们都热情地给予指导，从而为编写讲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984年春天，讲义便开始在数学系83级使用，并作为数学系线性代数教材一直使用到现在。
1985年，讲义曾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次颁发的优秀教材一等奖。
此后，在使用过程中对讲义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
出版前编著者又作了全面的加工和充实。
　　线性代数研究的是线性空间以及线性空间的线性变换。
在线性空间取定一组基下，线性变换便和矩阵建立了一一对应关系。
这样，线性变换就和矩阵紧密联系起来。
于是，研究线性空间以及线性空间关于线性变换的分解即构成了线性代数的几何理论，而研究短阵在
各种关系下的分类问题则是线性代数的代数理论。
本书编写的一个着眼点是，着力于建立线性代数的这两大理论之间的联系，并从这种联系去阐述线性
代数的理论。
当然，线性代数内容非常丰富，本书尽可能地按照1980年教育部颁发的综合性大学理科数学专业高等
代数教学大纲进行选择，并在体系安排与叙述方式上尽置吸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长期从事线性
代数教学的老师与同事们，特别是曾肯成教授、许以超研究员的教学经验。
在处理行列式理论时，采用了曾肯成教授1965年首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使用的将n阶行列式视
为数域F上n维向量空间的规范反对称n重线性函数的讲法；在处理线性方程组理论时，利用了矩阵在
相抵下的标准形理论；在处理Jordan标准形时，先考虑了线性空间关于线性变换的分解，然后再用纯
矩阵方法处理了Jordan标准形。
同时也着重于阐述已故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的独具特色的矩阵方法。
　　为了便于读者掌握解题技巧，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术书几乎每一章都专门用一节讲
述各种典型例题。
这部分内容是为习题课安排的。
每一节后面都附有大量习题，教师与读者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使用。
这些习题除了在众多的线性代数、矩阵论教材以及习题集中选取之外，有一些是取自我国历届研究生
试题，还有一些是自己编撰的。
在教学过程中，有些同学对线性代数的某些课题产生了兴趣，进行了一些研究。
有些结果即成为本书的习题。
这里应该提到的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81级同学陈贵忠、黄瑜、窦昌柱，82级同学陈秀雄等。
　　冯克勤教授对本书的编写自始至终都给予了热情的关心与帮助，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万哲先、许
以超、聂灵沼、曾肯成渚教授的热心指导，编者谨致衷心感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陆洪文教授、杜锡录、李尚志副教授曾经使用本书的前身——线性代数讲义
作为教材，他们对讲义的修改提出许多有益的意见。
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讲师屈善坤、徐俊明协助编者仔细地审核了原稿，安徽大学数学系夏恩虎同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86级硕士研究生黄道德审核了习题，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编著者水平所限，错误与缺点在所难免，热忱欢迎同行们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李炯生　查建国　　一九八八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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