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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绝大多数有知识的人今天仍然认为数学是关于物质世界的不可动摇的知识体系，数学推理是准确无误
的。
本书驳斥了这种神话。
它强调了数学不合逻辑的发展方式，应用数学反对“纯”数学的问题以及在20世纪数学逻辑结构的连
贯性遇到的挑战。
    绝大多数有知识的人今天仍然认为数学是关于物质世界的不可动摇的知识体系，数学推理是准确无
误的。
本书驳斥了这种神话。
M·克莱因指出，今天，普遍接受的数学概念已不复存在，事实上，有许多相互矛盾的数学概念。
 但是，在描述和研究自然与社会现象时，数学的有效性却在持续扩大。
为什么？
 “极大的可读性⋯⋯杰出的个人成就⋯⋯他必须讲述激动人心的故事，而且他讲得很好。
”全书在非专业层次上探讨数学尊严的兴衰，详细介绍了数学真理的起源、数学真理的繁荣、科学的
数学化、数学向何处去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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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M·克莱因，美国纽约大学柯朗数学研究所的荣誉教授，曾任《数学杂志》的副主编，《精确科学史
档案的主编，它的著作还有《西方文化中的数学》、《古今数学思想》等。

    自从欧几里得建立了现代数学的明确模式以来，他是比任何人都更好地理解了数学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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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伽利略的这个方案的核心的第一反应即使在今天也许也是否定的，用公式来描述现象只能说是
第一步，亚里士多德派好像实际上已掌握了科学的真正作用，这就是解释这些现象为什么会发生。
即使笛卡儿也抗议伽利略的寻找描述性公式的决定，他说：“伽利略关于真空中落体所说的一切都是
缺乏根据的，他应该首先确定重量的本质。
”更进一步，笛卡儿说，伽利略应该思考终极原因。
依照后来的发展，现在我们知道，伽利略追求描写的决定是关于科学方法论最深刻最有成效的变革。
它的重要性，以后会更明显，就在于把科学置于数学的保护之下。
　　伽利略的另一个原则就是科学的任一分支都可用数学模型模仿出来，两个基本步骤是，数学从公
理即不证自明的真理出发，通过推理建立新定理。
所以，任一科学分支都应由公理或原理出发进行推理。
更进一步讲，人们应该从公理中尽可能多地推出结论。
当然这个原则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其目的在于用头脑中的数学模型推出科学的推理结构。
　　然而，伽利略与希腊人、中世纪思想家和笛卡儿在获基本原理的方法上截然不同。
伽利略以前的人及笛卡儿相信基本原理出自心中，心只需对任何一类现象加以思考，就能得出基本真
理。
心的这种力量在数学中得到明证，像等量加等量结果仍相等，两点决定一条直线等公理，只要一想到
数和几何图形，就会立刻呈现出来，而且是毋庸置疑的真理。
希腊人也确曾找出一些自明的物理原理，例如“宇宙中所有物体都应有自然位置”这条原理再恰当不
过了。
静止状态看起来显然比运动状态更自然，欲推动一个物体且使其保持运动，则必须用力，这似乎也是
无可辩驳的。
相信心能够提供基本原理，并不否认观测能帮助我们获得这些原理，但是观测只能唤起正确的原理。
正如看见一个熟悉的面孔，就能想起有关那个人的事情一样。
　　这些学者就像伽利略所说的，是首先决定世界怎样依照他们预定的原理运作。
伽利略认为，在物理学中，与在数学中相反，基本原理必须来源于经验和实验，获取正确基本的原理
的方法应是注意自然说了什么而不是我们想了什么。
他公开批评那些接受大自然怎样运作符合他们预定原理的规律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他说，自然界并不
是首先造出人的大脑，然后再安排世界以便使之可为人的智力所接受。
中世纪的思想家喋喋不休地重复亚里士多德的话并且争论它的含义，伽利略批评说，知识来自观测，
不是来自书本，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争论是无用的。
对于沉湎于把科学看成是研究《伊利亚特》及《奥德赛》或者是诠释希腊人著作的人，伽利略称他们
是纸上科学家。
他说：“当我们得到自然界的意志时，权威是没有意义的。
”　　当然，一些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及伽利略的同代人弗朗西斯，培根也得出了实验是必要的结论
。
在他的新方法上，伽利略并不超出他人，但是，笛卡儿却认为伽利略依赖于实验的办法是不明智的。
笛卡儿认为感觉只能导致幻觉，理性才能洞察幻觉。
从心智所提供的天生的一般原理，我们能推出自然界的特殊现象并且理解它们。
确实，如同我们前面提到的，在笛卡儿许多科学工作中，笛卡儿做了实验而且要求理论符合事实，但
在他的哲学里他仍然依赖内心的真理。
　　少数数学物理学家同意伽利略的观点，即靠推理并不能确保物理原理的正确性。
基督教徒惠更斯实际上批评过笛卡儿，英国物理学家也抨击过纯理性主义。
胡克（Robert Hooke）说，伦敦皇家学会的成员们“面临着这么多致命的错例，这些错例，使人类的
大多数人都为之迷惑，因为他们仅仅依赖于推理的力量。
而现在，会员们已开始凭感性来校正所有的假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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