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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邮票上的数学故事》借助邮票（包括封、片、戳等）上的图案介绍数学的基础知识、历史故事
、数学家轶事等等。

　　《邮票上的数学故事》共有十章，插图500多件，按数学内容编排，依次为：数的故事与功能，几
何学的起源、应用与发展，代数学的故事，分析学的创立与发展，应用数学，其他学科与数学，计算
工具的进展，以及其他与数学有关的内容。

　　本书不仅是数学的科普读物，也是专题集邮的书籍。
特别对专题集邮者来说它有借鉴作用。
本书也是中小学数学教师的实用参考书，教师可从中选择相关信息作为课堂教学或者课外活动的素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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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英元，1932年出生于福建福州。
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退休），专业方向为运筹学。
曾担任中国运筹学会第2、3、4届理事及该会教育与普及委员会委员。
1999年开始收集数学专题邮票。
五框专题邮集《数学》在2008年中华全国新人新作集邮展览获二等奖。
经补充修改后，2009年获上海集邮展览镀金奖：2010年获中华全国集邮展览镀金奖。
作者的另一五框邮集《走进世界博览会》，在2009年上海集邮展览也获得镀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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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5.1 “代数”一词的由来 中世纪阿拉伯数学家花拉子米（图1.2.2）约公元780年生于
今乌兹别克境内的花拉子模。
直译为《还原与对消的科学》。
这里al—jabr意为“还原”；而muqabalah意为“对消”或“化简”。
可以说拉丁文中代数学一词algebra就是由al—jabr演变而来。
因此，花拉子米的这本书名也可以译成《代数学》。
在这本书中，花拉子米用十分简单的例题讲述了解一次和二次方程的一般方法。
 5.2从解方程到群论·阿贝尔 在古巴比伦和古印度数学中人们就已经会用根式求解一元二次方程，
至16世纪意大利人解决了三次、四次方程的一般解法。
但在以后几个世纪对四次以上方程一直没有什么结果。
虽然1770年前后法国数学家提出用方程根的排列与置换理论来研究解代数方程问题，但却无法用于一
般五次方程的根式解。
因此，他提出四次以上方程没有根式解的猜想。
直到1825年挪威青年数学家才给出了一般五次方程用根式不能求解的证明，并发表在著名的数学刊物
《纯粹与应用数学杂志》第1卷（1826）上。
阿贝尔还研究一类任意次特殊方程的可解性问题，指出它的全部根都是其中一个根的有理函数，且任
意两个根的有理函数满足可交换性。
实际上这已经涉及“群”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结果，后人称这类可交换群为阿贝尔群。
 阿贝尔，1802年8月出生于挪威斯塔万格附近芬岛的一个农村。
他很早便显示了数学方面的才能。
16岁那年，他遇到了一位赏识他才能的老师，霍姆伯介绍他阅读牛顿、欧拉、拉格朗日、高斯等数学
家的著作。
这使阿贝尔的视野得到开拓，并很快地进入数学研究的前沿。
19岁时，在霍姆伯和几位好友的帮助下，阿贝尔进入奥斯陆大学学习。
两年以后，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内容是用积分方程解古典的等时线问题。
随后他研究一般五次方程求解问题，证明了五次方程不可解。
他对证明过程做了压缩，自费印刷了这篇论文，并将它寄给当时欧洲大数学家高斯（图4.3.2）。
但高斯见后说：“太疯狂了，居然这么几页纸就解决了数学的世界难题？
”因此，高斯直接把这本册子扔进了书堆。
直至高斯去世后，人们在他的遗物中才发现阿贝尔寄给他的小册子还没有拆开。
阿贝尔虽然在柏林无缘见到高斯，却在柏林认识了。
当时克雷勒正在筹办专门发表创造性数学研究论文的期刊《纯粹与应用数学杂志》。
克雷勒对阿贝尔的数学天才极为赏识，并将阿贝尔的论文载入该杂志第一期中。
随后，该杂志还刊登阿贝尔的其他一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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