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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普通高等院校基础课程应用型特色规划教材?大学数学（文科）》是为大学法学、新闻、社会学
、哲学、中文、外语等文科专业学生而编写的大学数学教材众所周知，生活离不开数学，数学让人人
受益。
确实，当今人们生活中不得不面对一些麻烦却又挥之不去的问题：助学贷款、银行按揭、股市指数的
升降、商家的价格大战、投资理财、风险决策、疾病的传播、人口问题⋯⋯揭示其中的奥妙，采取正
确的应对确实是人的素质的体现。
这种能识别谬误，能探索偏见，能估计风险，能提出变通办法的能力在当今技术时代日益显得重要。
显然这种能力的培养离不开数学，离不开数学所提供的特色思考方式，包括建立模型、抽象化、最优
化、逻辑分析、从数据进行推断及符号的应用等等。
只有数学才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所生活的充满信息的世。
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在一份题为《人人关心数学教育的未来》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数学上的文盲既是
个人的损失又是国家的债务”。
这些正是作者的初衷，与别的文科教材不同，我们要求文科学生也能通过所学的知识与方法来解决点
实际问题。
　　数学不仅是工具，而且是人类文化的一个深刻又强有力的部分。
数学追求一种完美的理性认识，要求研究对象有明确无误的刻画，从简单而明确的命题出发，以准确
而令人信服的逻辑推理达到其明确的结论。
“正是这种精神使人类思维运用到最完善的程度，亦正是这种精神试图决定性地影响人类的物质、道
德和社会生活。
试图回答人类自身存在的问题”。
因此数学对于现代的文科学生而言，在文化结构上是不能缺少的。
　　文科专业似乎用不上数学，但有识之士指出：“由于最近20多年的进步，社会科学的许多重要领
域已经发展到使不懂数学的人望尘莫及的阶段。
”“当今，数学社会科学已完美地建立起来了，数理经济学、语言学、社会选择与对策论均涉及很精
致的数学体系⋯⋯数学社会科学既有宏伟的目标，也有适中的目标。
宏伟的目标是通过结构设计来预测并控制大范围社会系统，以消除诸如经济萧条等灾难；比较适中的
目标是制定数学指数，如权　　力指数，以及建立一些非常特殊的社会过程的模型。
”因此，数学方法的运用正在极大地影响社会科学工作者观察问题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方式，从而有
可能解决使用习惯的、传统的研究方法所无法解决的某些难题。
数学将给每个文科学生带来灿烂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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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大学法学、新闻、社会学、哲学、中文、外语等文科专业学生而编写的大学数学教材，内容
包括了有关微积分、线性代数及概率统计的基础知识，并辅以优秀的数学计算软件Mathcad，呈模块
方式供读者选用。
本书语言流畅、通俗易懂，便于自学；内容有趣、方法简洁，便于应用。
    数学对文科学生而言既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又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基本思维方式。
因此本书编写中注重在介绍数学知识的同时，传播一些重要的数学思想方法，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方
式，并让学生了解一些社会科学中十分重要的数学模型，为学生今后的发展奠定较坚实的基础。
    本书也适用于对数学知识要求较低的理工、经管类专业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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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函数与极限　　在那些能作乐曲的人们中，只有极少数具有音乐天才。
然而，懂音乐，甚至能仿制乐曲，或者至少能欣赏音乐的人，却是大量的。
我们相信，能够理解简单的数学思想的人，相对来说，不会少于通常所谓的音乐爱好者，并且只要能
去掉人们从幼年时代的经验中大量形成的对数学的成见，那么他们的兴趣就会大大提高。
　　——拉德梅彻（H.Rademacher）　　函数是微积分研究的主要对象，极限方法是微积分研究所采
用的基本方法。
本章将对函数、极限等有关概念进行较系统的介绍，为以后各章的学习作好准备。
　　1.1　函数的概念与性质　　1.1.1　函数的概念　　在科学和工程技术中，常常遇到各种不同的量
。
有的量在某过程中不变化，即始终保持一定的数值，这种量称为常量；有的量在某过程中发生变化，
即取得不同的数值，这种量称为变量。
　　例1在飞机起飞前旅客登机的过程中，飞机离地面的高度、与目的地的距离、飞机的速度、飞机
的载油量等都是常量；旅客在机舱中的数目、飞机的载货量等都是变量。
然而在飞机飞行过程中飞机离地面的高度、与目的地的距离、飞机的速度、飞机的载油量等都是变量
；旅客在机舱中的数目、飞机的载货量等都是常量。
此例表明所谓变量、常量是对所研究的某个过程而言的。
　　在某种自然现象或某种科学技术过程中，往往有多个量发生变化，一种事物的变化或运动往往引
起其他事物的变化或运动。
它们之间可能有一定的依赖关系，这种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现象，可能遵循一定的规律，这些规律
正是人们要研究的对象。
特别是其中数量之间的关系，经过抽象就是现在我们要讨论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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