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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远南先生是我国著名科普作家，教学经验丰富的著名中学数学特级教师，对中学数学的“难点”和
“亮点”了如指掌。
     他常听到一些学生抱怨数学无趣乏味，于是耗费数年心血，或史海钩沉，或点石成金，将一个个与
数学有关的故事讲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数学的神奇和魅力，并喜欢上数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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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远南，福建南平教师进修学校校长，中学数学特级教师，“国务院特殊津贴奖”获得者，福建省劳
动模范，福建省杰出人民教师，1994年获“苏步青数学教育”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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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个永恒运动的世界　　我们这个星球，宛如飘浮在浩瀚宇宙中的一方岛屿，从茫茫中来，又向
茫茫中去。
生息在这一星球上的生命，经历了数亿年的繁衍和进化，终于在创世纪的今天，造就了人类的高度智
慧和文明。
　　然而，尽管人类已经有着如此之多的发现，但仍不知道我们周围的宇宙是怎样开始的，也不知道
它将怎样终结。
万物都在时间长河中流淌着，变化着。
从过去变化到现在，又从现在变化到将来。
静止是暂时的，运动却是永恒!　　天地之间，大概再没有什么能比闪烁在天空中的星星，更能引起远
古人的遐想。
他们想像在天庭上应该有一个如同人世间那般繁华的街市：而那些本身发着亮光的星宿，则忠诚地守
护在天宫的特定位置，永恒不动。
后来，这些星星便区别于月亮和行星，称之为恒星。
其实，恒星的称呼是不确切的，只是由于它离我们太远了，以至于它们间的任何运动，都慢得使人一
辈子感觉不出来!　　北斗七星，大约是北天最为明显的星座之一，在天文学上有个正式的名字叫大熊
星座。
大熊星座的7颗亮星，组成一把勺子的样子：勺底两星的连线延长约5倍处，可寻找到北极星。
在北天的夜空是很容易辨认的。
　　大概所有的人一辈子见到的北斗七星，总是如同图1—1那般形状，这是不言而喻的。
人的生命太短暂了，几十年的时光，对于天文数字般的岁月，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有幸的是：现代
科学的进展，使我们有可能从容地追溯过去和精确地预测将来。
图1—2的(1)、(2)、(3)是经过测算，人类在10万年前、现在和10万年后应该看到和可以看到的北斗七星
，它们的形状是大不一样的!　　不仅天在动，而且地也在动。
火山的喷发，地层的断裂，冰川的推移，泥石的奔流，这一切都还只是局部的现象。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我们脚下站立着的大地，也如同水面上的船只那样，在地幔上缓慢地漂移着！
　　20世纪初，德国年青的气象学家魏格纳发现：大西洋两岸，特别是非洲和南美洲，海岸轮廓非常
相似。
这其间究竟隐含着什么奥秘呢?魏格纳为此而深深思索着。
　　一天，魏格纳正在书房看报。
由于座椅年久失修，某个接头突然断裂，魏格纳的身体骤然间向后倒去，手中的报纸猛然间被撕成两
半。
在这一切过去之后，当魏格纳重新注视手上的两半报纸时，顿时醒悟了。
这个偶然的变故激发了他的灵感，长期萦回在他脑海中的思绪和眼前的现象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一个伟
大的思想在魏格纳的脑中闪现了：世界的大陆原本是连在一起的，后来由于某种原因而破裂分离了!　
　此后，魏格纳奔波于大西洋两岸，为自己的理论寻找证据。
1912年，“大陆漂移说”终于诞生了! 今天，大陆漂移学说已为整个世界所公认。
现在，大陆移动仍在持续，如北美洲约以每年1．52厘米的速度远离欧洲而去，而澳大利亚约以每年6
．858厘米的速度，向夏威夷群岛飘来!　　世间万物都在变化，“不变”反而使人疑惑，下面的故事
再生动不过了。
　　1938年12月22日，在非洲的科摩罗群岛附近，渔民们捕捉到一条怪鱼。
这条鱼全身披着六角形的鳞片，长着4只“肉足”，尾巴就像古代勇士用的长矛。
当时渔民们对此并不在意，因为每天从海里网上来的奇形怪状的生物多的是。
于是，这条鱼便顺理成章地成了美味佳肴。
　　话说当地博物馆有个年轻的女管理员叫拉蒂迈，此人平时热心于鱼类学研究。
当她听到消息闻讯赶来的时候，见到的已是一堆残皮剩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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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出于职业敏感，拉蒂迈小姐还是把鱼的头骨收集了起来，寄给当时的鱼类学权威、南非罗兹大
学的史密斯教授。
　　教授接信后，顿时目瞪口呆。
原来这种长着矛尾的鱼，早在’7000万年前就已绝种了，科学家们过去只是在化石中见到过。
眼前发生的一切，使教授由震惊转为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于是，他不惜定下10万元重金，悬赏捕捉第二条矛尾鱼!　　时间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不知不觉过了14
个年头。
正当史密斯教授抱恨绝望之际，1952年12月20日，教授突然收到了～封电报，电文是：“捉到了您所
需要的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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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数学科普优美如文学／何鸣鸿　　符合黄金比值的雅典娜雕像 　　因为大学学的是文学，所以高考结
束后，除了加减乘除外，我几乎没有正儿八经地和数学打过交道。
数学在我脑子里慢慢只剩下一堆杂乱的、含义模糊的数字、符号和图形。
数学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块“敲门砖”，只用在高考那几个小时，敲开大学之门后，它就被我无情地抛
弃了。
近日，我儿子买了一本《函数和极限的故事———张远南先生献给中学生的礼物》（中国少年儿童出
版社），我拿起来翻了翻，没想到这一翻，竟然使我对数学的看法有了颠覆性的改变。
 　　请看本书开头：“我们这个星球，宛如漂浮在浩瀚宇宙中的一方岛屿，从茫茫中来，又向茫茫中
去。
生息在这一星球上的生命，经历了数亿年的繁衍和进化，终于在创世纪的今天，造就了人类的高度智
慧和文明⋯⋯”我第一次发现，科学和艺术能这么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数学书竟然可以写得像文学书
那样优美。
除了算数外，生活中竟然可以找出那么多和数学有关的事，而且这些故事都如此有趣！
比如，生活中习以为常的银行储蓄，我们知道，存5年期的利率高于存1年期或3年期的利率。
可能不少人以为，这仅仅是为了鼓励人们去存较长期限的储蓄。
但是作者在书中通过数学计算，告诉我们为什么长期储蓄的利率必须高于短期储蓄。
还有，你知道为什么女性喜欢穿高跟鞋吗？
其实是无意中为了让身材比例切合黄金比值。
雅典娜等许多古希腊雕塑就是艺术家们运用黄金比值的结果。
 　　看着看着，我不禁为作者击节赞叹。
作者既有深厚的数学功底，又有开阔的知识视野。
他从日常生活、大自然、科学史和人类历史中，“信手拈来”一个个和函数、极限有关的故事。
这些生动有趣的故事，揭示出种种数学奥秘，向读者展示广袤而神奇的数学世界，使原本枯燥难懂的
数学知识变得摇曳多姿、妙趣横生了。
作者在书中不仅告诉结论，还进行严格的计算、证明，从而避免了浮光掠影、泛泛而谈，使读者知其
然，更知其所以然。
从狄多女王购地的故事中，我了解了用一条定长的线段围出最大面积的图形是圆，从而懂得了“周长
与面积之间函数关系”的数学知识；在“奇异的指北针”中，我知道了假如我在烈日当空、一望无际
的沙漠中迷失方向时，该如何用自己的手表判断方向，而这个道理竟然可以很容易用数学知识来解释
⋯⋯ 　　在我的记忆中枯燥无味的数学因此书慢慢鲜活起来，我从没想到数学能这么有趣、有用。
显然，在我的学生时代，我只是掌握了一些数学知识，而没有积累多少数学素养。
知识和素养的区别是：知识提供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钥匙，素养指引思考问题、看待问题的角度；知
识很容易遗忘，素养会伴你终生。
真正对人的思想、行为产生影响的，不是僵化的、有形的知识，而是灵动的、无形的素养。
如何提升个人素养呢？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秀灵，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
辞之学使人善辩。
”这话道出了博览群书对提高素养的巨大作用。
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以前学的很多知识可能都派不上用场，但任何一种素养都对工作和人生有益。
 　　我真羡慕现在的中学生，能看到这么优秀的科普读物。
人生不能重来，生活没有“假如”，但我还是要“假如”一把：如果中学时我能读到本书这样的科普
读物，也许我会爱上数学，并改变人生之路。
　　　　　　　　　　　　　　　　　　　　　　　　　　　　（刊登于《北京晚报》　　资料提供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图形多妙趣 推理更神奇　　前些天，收到张远南老师寄来的新著《图形和逻
辑的故事》（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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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着新书的油墨香，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十几年前。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那时我在山区一所中学当老师。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买到了张远南老师所著的一套数学科普丛书，包括《抽象中的形象》等。
我如饥似渴地吸取书中的营养，然后现炒现卖将书中的精华传授给学生，使学生学数学的兴趣大增。
 　　从此，每接一个新班，上第一节课时，我都要给他们玩一个从这套书上学来的游戏。
我拿出一张纸条，将一头扭转180°后粘接成一纸带，然后大声问学生：“从中间剪断，会怎么样？
”他们回答：“两个纸带！
”我当众剪断，学生们惊奇地发现是一个更大的纸带！
我再问：“将这个大纸带再从中间剪断呢？
”他们又回答：“应该是更大的纸带。
”我再次当众剪断，学生们感到惊愕，他们又答错了！
这时，我又拿出一个事先做好的纸带，问学生：“沿左边三分之一剪断会怎样？
”回答五花八门。
看到我剪完的结果后，教室里鸦雀无声。
 　　我有点得意地说：“这不是魔术，而是数学。
这个纸带叫做墨比乌斯带，数学里有很多东西比这个纸带还神奇、有趣。
” 　　课后学生常常追着我问：“老师，这些好玩的知识是哪来的，怎么课本上没有呀？
”我把手里的科普书一亮，学生们抢着拿去阅读。
后来，一位已考上数学专业博士的学生春节来家里看我，还说起这事。
他说，这些科普书开阔了他的视野，激发了他的兴趣。
 　　确实，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若没有兴趣，数学的公式、定理、图形肯定是枯燥无味的，数学只剩下一道道永远也做不完的题。
如何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是老师们头痛的问题。
后来，我有幸认识了张远南先生，此时的他已是全国知名的数学特级教师。
我们谈到这个话题，张先生说他写书的初衷就是“提高中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加深和扩展中学数学
课堂知识”。
因为有丰富的中学数学教学经历，所以张先生的书既和课堂知识结合紧密，又高于教材、教辅。
普通的教辅书告诉你的是小技小巧，而张先生的书注重培养学生的“数学气质”，提升学生的数学思
维水平。
难得的是，张先生文笔优美，读者看他的书就像看文学书那般享受。
 　　这本《图形和逻辑的故事》秉承了张先生一贯的文风。
书中给出了23个关于图形的故事，让抽象的问题形象化，每个故事都妙趣横生。
在很多人眼里，数学是死板的、抽象的。
其实，死板的东西可以转化为生动、形象的东西，而图形正是转化的桥梁。
我们知道，数形结合是数学里非常重要的思想方法。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说过：“数缺形时少直觉，形缺数时难入微。
数形结合百般好，隔离分家万事非。
”寥寥数语，把图形之妙趣说得淋漓尽致。
 　　关于逻辑，书中有一个“火柴游戏的决胜奥秘”的游戏。
我带奥数班讲“逻辑与对策”时，经常讲到它。
游戏的内容是这样的： 　　有若干堆火柴，每堆火柴的数目是任意的。
现有A、B两人轮流取这些火柴，每人只能从某堆中取走若干根火柴，也可以整堆全部取走，但不允许
跨堆取，即不能一次从两堆中拿。
约定谁拿到最后一根就算谁赢。
 　　游戏的背景是逻辑推理。
这个游戏的奥秘，也许小学生细细琢磨就能明白，但也经常使高三学生摸不着头脑。
 　　图形常使我们感到数学好玩，而逻辑又使我们认识到要玩好数学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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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想感受“好玩”，还是想深入“玩好”，《图形和逻辑的故事》都能助你一臂之力。
 　　　　　　　　　　　　　　　　　　　　　　（刊登于《北京晚报》　　资料提供：中国少年儿
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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