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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在人类社会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显出它的重要
性，但数学对一般大众来说，又是那么的“恐惧”。这无不
说明，由于我们的数学书籍过多的强调“理论”，而远离实
际生活，使数学成为“抽象、难学、无用”的学科。因此，

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应加强数学理论与实际生活的联系，使
数学真正成为人们“锤炼思维、富有趣味、实用必学”的学科。

2001年 2月，由科学出版社推出的生活与科学文库丛
书《函数在你身边》（作者日本权平健一郎、神原武志，译
者罗亮生、罗丽生），由浅入深地介绍了函数概念的内在本
质及其应用，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函数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深受人们的喜爱，从 1982出版到 1995年期间，此书在日本
再版就达 15次。

全书 11万字，分 4章讨论函数的问题。第 1章《人与
函数的关系》，通过举例，说明日常生活中哪些地方出现了
函数，并叙述人们对函数的看法以及介绍函数发展的历史；
第 2章《函数用在哪些方面》，针对实际问题，指出函数的
概念是如何被引入实际问题中的以及讨论了函数扮演了怎样
的角色；第 3章《如何表示函数》，从数学建模角度，介绍
了如何从实际问题来建立函数表达形式的方法；第 4章《掌
握用函数表达思想的方法》，从数学思维的高度，指出了函
数的本质以及说明了函数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该书并不像其它数学书籍那样，仅仅阐述函数概念以及
讨论函数计算中的一些技巧。作者明确指出，“函数的功能（作
用）就是人类的思维”这一新观点，并采用“把数学式省略，
让函数本身在日常生活中起作用”的方法，强调函数的“广义”
作用。

具体来说，本书有以下特点：

1．生活中体现数学的趣味性。将日常生活的事用
函数表达出来，体现数学源于生活，让人感受到函数的
趣味性。如用函数 cosr a nθ= 表示人的心脏形状；又如将
高高的铁塔之间的电线的“悬链线”用函数表达为

/ /
2 ( )x a x aay e e-= +  ；炮弹在真空中飞行的弹道的“抛物

线”用一元二次多项式函数表达。再如大自然中，每隔
76.02 年绕太阳一周的哈雷慧星轨道表达为椭圆函数 ( 隐
函数 )。而无法回归地球的彗星可沿“抛物线”（显函数）

函数：人类的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          

       ——评生活与科学文库丛书《函数在你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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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双曲函数”（隐函数） 轨道离开地球。若将复杂的人
声和乐器声，通过纯音合成为波形，并可用函数无限表达
为正弦和余弦函数的迭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富利叶级数
展开。这些处理可以很好地激发读者的学习兴趣。

2．真实的研究结果利于指导学习。作者为便于人们
对函数概念的正确认识，采取调研的方法，用数量回答问题，
使人信服。如对“函数是什么”进行调研，大学生回答：（1）
映射与对应有6人 ;（2）把变量$x$变换为$y$的操作有7人；
（3）表示因果关系有 5人；（4）诸元素之间的关系的方程
有 8人 ;（5）表示自然与社会现象的数学式有 5人。

可见，学生较多者，是将函数作为数学中的变量关系
式，而将函数抽象为一种现实生活中的对应结构的较少。
这与我国今天学生学习函数情况相一致，他们往往注重函
数的外显形式――数学解析式，而忽视函数深层次的含
义――对应思想。上述调查结果，无疑对注意加强函数内
涵的教学，具有很好的说服力。

3．从史料中丰富函数的内涵。本书对函数的形成
过程，做了细致的讨论，介绍了各个时期的函数概念，涉
及到相关书籍：《国法词典》、《广辞花》、《百科事典》、《理
论词典》及《中学数学自由自在》等。作者权平健一郎明
确指出：“函数的内容在随时代而扩大，站在集合论的立场
上，用对应、映射来描述函数是最好的倾向。”可见，从注
意函数的形式结构，上升为重视函数的深刻思想的内在本
质，才是把握函数的根本所在。

把握函数的本质，就是具有“函数意识”。作者权平
健一郎将函数意识比喻为日本的剑道、柔道、和尚老道中
的“道”，而道的精神在于思维，只有善于思维，才能有
所创新。像笛卡儿抓住函数“对应”这一特征，创造性地
将几何图形通过坐标与曲线方程建立对应关系。无怪数学
家指出：“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数学是‘关系’的科学”，
这“关系”不就是深层的函数吗？

因此，人们常说：“数学是锻炼思维的体操，”而权平
健一郎又指出：“函数的功能就是人类的思维。”因人类了
解的事物就是了解它与其它事物的关系，“关系”的函数属
性就是思维的本质。即函数般的表达思想本质是：发现事
物之间的关系，至于这种关系是否能用数学式表达，则是
次要的。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能用数学式表达
的函数情况比比皆是。

4．显示函数广泛的应用性。书本作为科普读物，但
反映函数的应用却是多方面的，而且不乏高深的数学知识。
如旋转体侧面积函数表达式的积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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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使人们清楚看到函数广泛地应用于各个学科领域。
当然，本书也有一些不“美满”的地方。如谈到函数

是人类的思维，但用函数的对应思想处理日常事例还不足。
其实，就在日本动画片《聪明的一休》中，就有“对应”的
精彩片段：一次，一休遇到难题，让他在很短时间内，数清
一山坡上不规则生长的树木棵数。一休开始想这很简单，让
人数就是了。结果左数花了眼，右数也无法数清楚，于是他
不得不开动脑筋，让伙伴到村子里，拿来数量一定的稻草，
然后给每一棵树系一根稻草，最后通过稻草与树木之间的对
应关系数清了树木的棵数。这真是绝妙的函数思想应用。

顺便提一下，我国徐利治教授提出关系映射反演方法：
将一个实际问题通过一种关系映射为一个熟悉的问题，并将
这个熟悉问题的解决结果再反演到原问题中，以最终解决问
题。这是函数“对应思想”应用的典范。

此书另外一处缺憾是，在介绍函数史料时，将函数概
念最终落脚到“集合”对应上，但对集合论的基础未作进一
步阐述。由于罗素悖论（矛盾集合）的出现，使集合论发生
危机，这就必然导致函数概念真正意义上的严格化还没有真
正建立，将有待于人们继续做出艰辛的努力。这样的补充，
可极大地提高人们学习函数以及数学的热情和参与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