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 篇 

  数学名人故事（一）： 

  天才由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华罗庚 

  1930 年的一天，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坐在办公

室里看一本《科学》杂志。看着看着，不禁拍案叫绝:“这

个华罗庚是哪国留学生”“他是在哪个大学教书的”最终还

是一位江苏籍的教员慢吞吞地说:“我弟弟有个同乡叫华罗

庚，他只念过初中。熊庆来惊奇不已，将华罗庚请到清华大

学来。 

  从此，华罗庚就成为清华大学数学系助理员。第二年，

他的论文开始在国外著名的数学杂志陆续发表。几年之后，

华罗庚被保送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他提出的理论被数学界

命名为“华氏定理”。 

  数学名人故事（二）： 

  高斯，德国著名数学家，并有“数学王子”的美誉。小

时候高斯家里很穷，且他父亲不认为学问有何用，但高斯依

旧喜欢看书，话说在小时候，冬天吃完饭后他父亲就会要他

上床睡觉，以节省燃油，但当他上床睡觉时，他会将芜菁的

内部挖空，里面塞入棉布卷，当成灯来使用，以继续读书，

高斯有一个很出名的故事:用很短的时间计算出了小学教师

布置的任务:对自然数从 1 到 100 的求和。他所使用的方法



 

:对 50 对构造成和 101 的数列求和 (1+100 ，2+99，

3+98……)，同时得到结果:5050 。这一年，高斯 9 岁。 

  数学名人故事（三）： 

  塞乐斯生于公元前 624 年，是古希腊第一位闻名世界的

大数学家。他原是一位很精明的商人，靠卖橄榄油积累了相

当财富后，塞乐斯便专心从事科学研究和旅行。他勤奋好学，

同时又不迷信古人，勇于探索，勇于创造，进取思考问题。

他的家乡离埃及不太远，所以他常去埃及旅行。在那里，塞

乐斯认识了古埃及人在几千年间积累的丰富数学知识。他游

历埃及时，曾用一种巧妙的方法算出了金字塔的高度，使古

埃及国王阿美西斯钦羡不已。 

  数学名人故事（四）： 

  数学名人小故事—苏步青 

  苏步青上初三时，他就读浙江省六十中来了一位刚从东

京留学归来的教数学课的杨教师。第一堂课杨教师没有讲数

学，而是讲故事。他说：“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世界列强

依仗船坚炮利，都想蚕食瓜分中国。中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

在眉睫，振兴科学，发展实业，救亡图存，在此一举。‘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有职责。”他旁

征博引，讲述了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这

堂课的最终一句话是：“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

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好数学。”苏



 

 

  杨教师的课深深地打动了他，给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兴

奋剂。读书，不仅仅为了摆脱个人困境，而是要拯救中国广

大的苦难民众;读书，不仅仅是为了个人找出路，而是为中

华民族求新生。当天晚上，苏步青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在

杨教师的影响下，苏步青的兴趣从文学转向了数学，并从此

立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座右铭。一迷上

数学，不管是酷暑隆冬，霜晨雪夜，苏步青只明白读书、思

考、解题、演算，4 年中演算了上万道数学习题。 

  数学名人故事（五）： 

  祖冲之在数学上的杰出成就，是关于圆周率的计算.秦

汉以前，人们以 径一周三 做为圆周率，这就是 古率 之

后发现古率误差太大，圆周率应是圆径一而周三有余 ，可

是究竟余多少，意见不一.直到三国时期，刘徽提出了计算

圆周率的科学方法 割圆术 ，用圆内接正多边形的周长来

逼近圆周长.刘徽计算到圆内接 96 边形，求得π=，并指出，

内接正多边形的边数越多，所求得的π值越精确.祖冲之在

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经过刻苦钻研，反复演算，求出π在与

之间.并得出了π分数形式的近似值，取为约率，取为密率，

其中取六位小数是，它是分子分母在 1000 以内最接近π值

的分数.祖冲之究竟用什么方法得出这一结果，此刻无从考

查.若设想他按刘徽的 割圆术 方法去求的话，就要计算到



 

16，384 边形，这需要化费多少时间和付出多么巨大

的劳动啊!由此可见他在治学上的顽强毅力和聪敏才智是令

人钦佩的.祖冲之计算得出的密率，外国数学家获得同样结

果，已是一千多年以后的事了.为了纪念祖冲之的杰出贡献，

有些外国数学史家提议把π=叫做 祖率

  数学名人故事（六）： 

  数学名人小故事-康托尔 

  由于研究无穷时往往推出一些合乎逻辑的但又荒谬的

结果(称为“悖论”)，许多大数学家唯恐陷进去而采取退避

三舍的态度。在 1874—1876 年期间，不到 30 岁的年轻德国

数学家康托尔向神秘的无穷宣战。他靠着辛勤的汗水，成功

地证明了一条直线上的点能够和一个平面上的点一一对应，

也能和空间中的点一一对应。这样看起来，1 厘米长的线段

内的点与太平洋面上的点，以及整个地球内部的点都“一样

多”，之后几年，康托尔对这类“无穷集合”问题发表了一

系列文章，经过严格证明得出了许多惊人的结论。康托尔的

创造性工作与传统的数学观念发生了尖锐冲突，遭到一些人

的反对、攻击甚至谩骂。有人说，康托尔的集合论是一种“疾

病”，康托尔的概念是“雾中之雾”，甚至说康托尔是“疯

子”。来自数学权威们的巨大精神压力最终摧垮了康托尔，

使他心力交瘁，患了精神分裂症，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真金

不怕火炼，康托尔的思想最终大放光彩。1897 年举行的第一



 

数学家罗素称赞康托尔的工作“可能是这个时代所能夸耀的

最巨大的工作。”可是这时康托尔仍然神志恍惚，不能从人

们的崇敬中得到安慰和喜悦。1918 年 1 月 6 日，康托尔在一

家精神病院去世。 

  数学名人故事（七）： 

  20 世纪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的冯·诺依曼.众所周知，

1946 年发明的电子计算机，大大促进了科学技术的提高，大

大促进了社会生活的提高.鉴于冯·诺依曼在发明电子计算

机中所起到关键性作用，他被西方人誉为 计算机之父

年一 1921 年，冯·诺依曼在布达佩斯的卢瑟伦中学

读书期间，就崭露头角而深受教师的器重.在费克特教师的

个别指导下并合作发表了第一篇数学论文，此时冯·诺依曼

还不到 18 岁. 

  数学名人故事（八）： 

  第一位女数学家--希帕蒂娅 

  古希腊是数学的故乡。古希腊人为数学的提高耗费了很

多心血甚至生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个礼貌古国哺育了

许多数学家，象泰勒斯、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德、阿波罗尼

斯、阿基米德、托勒玫、海伦、丢番图等。希帕蒂娅（Hypatia ）

——这位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数学家也诞生在那里。 

  公元前 47 年，罗马统治者凯撒大帝指使纵火焚毁了停



 

表着希腊礼貌的很多藏书和五十万份手稿付之一炬。基督教

兴起以后，出于愚昧迷信和宗教狂热，基督教的领袖们排斥

异教的学问，尤其鄙视数学、天文和物理学，基督徒是不许

“沾染希腊学术这个脏东西的”。公元 325 年，罗马皇帝康

斯坦丁以用宗教为统治工具，逐渐把数学、哲学、教育等都

置于宗教的控制之下。此后，基督徒摧毁希腊文化的行径变

得有恃无恐、变本加厉。有人甚至说：“数学家应当被野兽

撕碎或者活埋。”希帕蒂娜就诞生在这样一个科学开始衰退、

黑暗即将降临的时代。 

  公元 370 年希帕蒂娅出生在亚历山大城的一个知识分子

家庭。父亲赛翁（Theon）是有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在

著名的亚历山大博物院教学和研究，那是一个专门传授和研

讨高深学问的场所。一些有名的学者和数学家常到她家做

客，在他们的影响下，希帕蒂娅对数学充满了兴趣和热情。

她开始从父辈那里学习数学知识。赛翁也不遗余力地培养这

个极有天赋的女儿。10 岁左右，她已掌握了相当丰富的算术

和几何知识。利用这些知识，她懂得了如何利用金字塔的影

长去测量其高度。这一举动，倍受父亲及其好友的赞赏，因

而也就进一步增加了希帕蒂娅学习数学的兴趣，她开始阅读

数学大家的专著。17 岁时，她参加了全城之诺悻论的辩论，

一针见血地指出芝诺的错误所在：芝诺的推理包含了一个不



 

娅仅名声大震，几乎所有的亚里山大城人都明白她是一个非

凡的女子，不仅仅容貌美丽，并且聪明好学。20 岁以前，她

几乎读完了当时所有数学家的名著，包括欧几里德的《几何

原本》、阿波罗尼斯的《圆锥曲线论》、阿基米德的《论球

和圆柱》、丢番图的《算术》等。为了进一步扩大自我的知

识领域，公元 390 年的一天，希帕蒂娅来到了著名的希腊城

市——雅典。她在小普鲁塔克当院长的学院里进一 

  步学习数学、历史和哲学。她对数学的精通，尤其是对

欧几里德几何的精辟见解，令雅典的学者钦佩不已，大家都

把这位二十出头的姑娘当作了不起的数学家。一些英俊少年

不由得对她产生爱慕之情，求婚者络绎不绝。但希帕蒂姬认

为，她要干一番大事业，不想让感情过早地进人自我的生活。

所以，她拒绝了所有的求爱者。此后，她又到意大利访问，

结识了当地的一些学者，并与之探讨有关问题。大约公元 395

年回到家乡。这时的希帕蒂娅已经是一位相当成熟的数学家

和哲学家了。 

  希帕蒂娅从海外归来后，便成为亚历山大博物院里的教

师，主讲数学和哲学，有时也讲授天文学和力学。在传徒授

业之余，她还进行了广泛地科学研究，有力地推动了数学、

天文、物理等学科的发展。 

  希帕蒂娅在亚历山大进取传播普罗提诺和扬布里柯的



 

多德的学说及新毕达哥拉斯主义综合在一齐，核心资料是由

普罗提诺首创的关于存在物的统一与等级结构学说。希帕蒂

娅的哲学兴趣比较倾向于研究学术与科学问题，而较少追求

神秘性和排他性，强调哲学与科学，尤其是哲学与数学的结

合。尽管此时基督教逐渐渗人博物院，宗教徒的活动也多了

起来，她仍崇尚自由、民主，反对宗教束缚和专制。来自欧

洲、亚洲、非洲的许多青年聚到亚历山大，拜她为师，学生

们都十分喜欢听她讲课，说她不仅仅学识渊博并且循循善

诱，讲话如行云流水，引人人胜。几年后，希帕蒂娅便成为

亚历山大最引人注目的学者了。虽然当时的基督教与科学的

对立日益明显，希帕蒂娅的声望还是吸引了一些基督教徒成

为其学生。其中最著名的是来自西兰尼的西奈修斯，他之后

成为托勒玫城的主教，他向希帕蒂娅请教学问的信件至今尚

存，信中问及如何制作星盘（一种借助投影原理制作的反映

星空的天文仪器）和滴漏（古代计时工具）及液体比重计。

他热情赞扬希帕蒂娅，说她不仅仅是一位教师，并且像一位

慈爱的母亲和善解人意的姐姐。 

  希帕蒂娅与某些基督徒的友好关系并没有改善教会对

她的态度。恰恰相反，教会为自我的教徒被一个不信教的科

学家吸引过去而恼火，攻击她为“异教徒”。尽管希帕蒂娅

发现自我已处于十分危险境地，但她相信邪不压正，仍然执



 

她把所有的爱都投人到学生身上及科学研究上，以至很少研

究个人问题，而终身未婚。 

  希帕蒂娅时代离《几何原本》成书已经六百多年了，由

于当时没有印刷术，这本著作抄来抄去，出现了不少错误。

希帕蒂娅同父亲一齐，搜集了能够找到的各种版本，经过认

真修订、润色、加工及其很多评注，一个新的《几何原本》

问世了。它更加适合读者阅读，因而立即受到广泛欢迎，以

至成为当今各种文字的《几何原本》的始祖。 

  希帕蒂娅曾独立写了一本《丢番图（算术＞评注》，书

中有她自我的不少新见解，并补充了一些新问题，有的评注

写得很长，足以看作是一篇论文。希帕蒂娅还评注了阿波罗

尼斯的《圆锥曲线论》，并在此基础上写出适于教学的普及

读本。希帕蒂娅对圆锥曲线很人迷，写过好几篇研究圆锥曲

线的论文。此外，希帕蒂娅还研究过托勒玫的著作，与父亲

合写了《天文学大成评注》，独立写了《天文准则》等。这

在当时是多么了不起的贡献啊！为了使读者了解更深刻，请

看以下事实并作以比较。在 15 世纪中叶，象巴黎大学、牛

津大学等著名大学的学生所学的数学资料极少，几何仅限于

《几何原本》的前两卷，考试只限于第一卷，一般学生只能

掌握第一卷的前 4 个命题。算术水平更低，一般大学生只会

做加减法和乘法，而不会用除法计算。 



 

 公元 412 年，来自耶路撒冷的西瑞尔当上了亚历山大的

大主教，这是一个狂热的基督徒。他在全城系统地推行所谓

反对“异教”和“邪说”的计划，新柏拉图主义也在“邪说”

之例，这对希帕蒂娅是极为不利的。可是希帕蒂妞从不向基

督教示弱，拒绝放弃她的哲学主张，坚持宣传科学，提倡思

想自由。对那些找麻烦的基督徒，希帕蒂娅毫不退让，常把

他们驳得哑口无言。但这不是一个崇尚一理性的社会。那些

狂热的基督徒并不指望“说服”这位数学家和哲学家，只想

有朝一日拔掉这颗眼中钉。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暗杀活动

正在酝酿之中。 

  公元 415 年 3 月的一天，希帕蒂娅象往常一样，乘着其

漂亮的马车到博物院讲学。行至凯撒瑞姆教堂旁边，一伙暴

徒立刻冲过去，拦住马车。他们把她从马车中拉下来，迅速

拖进教堂。希帕蒂娅意识到，他们要对自我下毒手了，但她

毫不畏惧，高声怒斥他们的无耻行为。灭绝人性的暴徒剥得

她一丝不挂，然后用锐利的蚌壳割她的皮肉，直割得她全身

血肉模糊，奄奄一息，暴徒们仍不罢手，又砍去她的手脚，

将她那颤抖的四肢投人到熊熊烈火之中……。一颗数学明星

就这样陨落了。处于垂死状态的希腊数学，最终断气了。 

  希帕蒂娅虽已故去一千五百多年了，但她的科学精神鼓

舞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尤其是一些女数学家。有迹象证明，

当代女数学博士的人数在不断增加。本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08801310407

1006063

https://d.book118.com/088013104071006063
https://d.book118.com/0880131040710060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