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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学有两种品格，其一是工具品格，其二是文化品格。
⋯⋯数学之文化品格、文化理念与文化素质原则之深远意义和至高价值在于：他们当年所受到的数学
训练，一直会在他们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中潜在地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并且受用终身。
    本书围绕混沌理论和经济均衡理论计算方法，着重介绍了李天岩、约克、梅、斯卡夫、菲根鲍姆、
斯梅尔等学者近年来在科学上所作的贡献。
与一些读者头脑里的老夫子、老学究的形象不同，这些学者全都是极富个性的人物，他们的共同特点
是基础深厚，兴趣产泛，对新发展富有远见。
他们不是死守一块阵地，而是为开拓不惜改弦更张，一旦认准了目标，他们锲而不舍，务克全功，决
不半途而废。
这一切，都是科研工作者的可贵品格，都是新科学、新时代探索者的可贵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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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则柯，男，1942年出生，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国际商务系教授，硕士生及博士生导师。
王则柯于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导师是江泽涵教授和姜伯驹教授，1978年开始
在中山大学任教。
近年来，他主要致力于经济学教育现代化的工作，偶尔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表观察和提供意见。
1981年以来，王则柯教授作为访问学者先后访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作为富布
赖特学者访问美国密歇根大学；1991年3月曾应邀到荷兰梯伯格大学担任经济学研究中心首次博士学位
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与美国数学家斯蒂芬·斯梅尔和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有过互访的交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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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 生物：生物科学和医学　　2 以归纳为基础的生态学讨论　　英语中现在被汉译为生态学的单
词ecology，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含义。
例如，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这个词曾被用于描述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以至于描述商品消费。
另外，大家当然知道，它还是西方一些小政党的名称，又是大学里的一门现代生物学课程。
　　即使是作为一门大学课程，ecology一词也不是一开始就具有现在的专门含义的。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一所大学就曾把讨论国内经济学的课程称为它的“国内ecology”。
不过，我们在本书中所说的生态学，是指以种群生物学为基本内容的一门生物学学科。
这一节，我们首先简要地谈谈在观察事实的基础上归纳出来的若干生态学理论和与此相关的生态学方
法、生态学模式，然后在下一节，着重介绍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动力系统方法。
　　对个体动物或植物的生活特性和生命史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
这一课题在几千年文明史上一直吸引了许多自然科学家。
18世纪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盖尔伯特·怀特（1720～1793）的著作《塞波涅自然史和古迹》的出版，
是生态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塞波涅是英国的一个小郡。
怀特生在那里，死在那里，把72载生命的全部的爱，倾注给自己的故乡。
怀特是一个动物学、植物学兼园艺学家，但在文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
他的这部洋溢着对故乡的爱的著作，初版于1789年。
从那时算起，将近两百年的时光流逝，但怀特的这部《塞波涅》，今天仍然是世界英语著作中按重版
次数计算占据第四位的著作。
撇开它的文学价值不说，怀特的这本书在生物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它不是孤立地研究一个动物个体
或一个植物个体，而是把动物和植物作为一个更大的生物群体的一部分去研究，把它们放在与其他生
物的关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中去研究。
如果怀特还没有提出生态学这个科学名词，那么生态学的基本概念，确是在他的这部著作中萌发和发
展起来了。
　　达尔文继承了怀特的思想。
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的巨著《物种起源》，主要是一部进化论的著作，但也清晰地表现了生态学思想
自怀特以来的进一步发展。
达尔文的著作引导我们思考不同的生物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怎样才能相互适应而形成一个整体的生态
环境，一个大的生物群体。
生物社会的情形仿佛是人类社会的某种翻版，有人当老板，有人做雇工，有人是医生，有人是律师，
每个人都扮演一定的角色，相互依存，相互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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