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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讨论了数字普及读物在当今图书市场上如何寻找突破

口。从长期出版实践出发 ,指出数字普及读物需要从内容定位 、叙述方式 、

表现方式和作者定位四个方面 ,多管齐下 ,在数字普及读物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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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门古老而常新的科学 ,它作为一种文化 ,已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标

志 。数学普及工作不仅又村认 ,而且对社会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遗憾的是 ,

现今市场上的数学普及读物 ,85 % 左右为数学教学辅导读物 ,其中大量为纯粹的

数学题目,为中小学生服务 , 10% 左右为极高端的数学普及读物 ,内容专业隆强 ,

为数学专业研究者服务 , 极少部分的为面向大众的数学普及读物 。就内容而言 ,

具有吸引力的 ,能够达到吸引读者眼球 、提高读者数学兴趣的读物就更凤毛麟角

To 如何探求现有的数学普及读物的突破口 ,在数学科学与大众普及之间寻找

到合适的中间地带呢?

、 内容定位— 数学 矛j生活的结合

市场上现有的数学普及读物基本以数学为杨 心内容 ,而与读者密切相关的

生活化的知识内容很少涉及 。这使得很多读者会有以下的误解:数学是极其抽

象的知识内容 ,与实际生活的关联非常之小。

试想闷下 ,如果提供给大众的数学普及读物的目录显示以下的内容:毕达哥

拉斯定理 、三垂线定理 、哥德巴赫猜想 ,等等 ,那么会有多少读者乐于阅读这样的

图书呢?他们极有可能认为这与自己的生活太过遥远 ,或者觉得这些内容过于枯

燥无味 ,而尽可能远离这些图书。但是如果数学普及读物的目录提供了以下的内

容: 怎样避免受骗上当 、高薪工作须知 、怎样找到理想伴侣 ,等等 ,这些内容都是

紧贴人们日常生活的 ,普通读者会认为这些内容与自己密切相关 ,能对 自己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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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生活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因而 ,从紧贴人们

日常生活的实际出发 ,从这些例子中抽象 出一定

的数学道理 ,激发他们对数学的兴趣 ,才是当今

数学普及读物可行的一条道路。

生活中无时无刻不隐藏着数学的影子 ,数学

与生活的联系是如此紧密 。而且数学的理性与严

谨 ,也使得它与其他领域相互交织 ,水乳相容。

缘起以上种种 , 《趣味数学精品译丛》开始

生根发茱 这套丛书历经图书策划 、寻找贴合的

国外作品 、联系版权 、寻找合适的翻译者、编辑出

版等过程 ,至今已出版了九本读物 ,分别是《三车

同到之谜— 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数学 》、《绳长

之谜 — 隐藏在 日常生活中的数驯 续编)》 《数

盲一一数学无知者眼中的迷惘世界》 《数学走遍

天涯 一̀一发现数学无处不在》 《数学与艺术—

无穷的碎片》 《最迷人的数学趣题— 一位数学

名家精彩的趣题珍集》 《智力难题与脑筋游戏》

《如何罚点球- 一媳藏在体育中的数学 》 《数学与

体育一一奥林匹克项目中的数学》。

在以上已出版的读物中,大多数的内容是从

人们的实际生活中提炼出的有趣的数学内容 , 比

如 “我出门去 ,是否应该打的 ?— 漫话车费背后

的公式”, “走楼梯是不是会更快些?” “怎样减少

电梯的等候时间”, “为什么淋浴太热或太冷?” “从

话简尖叫到人口爆炸 ”,等等。这些内容无疑是普

通读者也会感兴趣的话题 ,能够改变他们对这些

读物的认识 。

_、叙述方式一一科学性 'j柳味性的结合

数学普及读物 ,在一般读者心 目中 ,是严谨

的 ,不苟言笑的。很多人认为这样的数学普及读

物没有亲和力 ,很难提起阅读兴趣 。

爱因斯坦曾说 , 兴趣是最好 的老师。 如何

提升大众读者阅读数学普及读物的兴趣呢? 除

了从与大众密切相关的生活话题切人 ,提升数学

普及读物的趣味性也是吸引读者阅读 、激发他们

学习数学兴趣的重要手段 。要增加数学普及读

物的趣味性 , 就要善于挖掘数学知识本身的趣

味 , 寓趣味于数学知识之中 , 这是数学普及读

物吸引读者阅读的基本途径 。

例如说 起数学中的 “分形”一词 ,很多对数

学比较陌生的读者可能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

一无所知 ,进而对这样的内容敬而远之 。但是如

果面对 以下的叙述方式 ,那么普通读者也百分之

百有能力且有兴趣把它读完。在《绳长之谜—

隐藏在 日常生活 中的数驯 续编)》的第 7 章《一

根绳子有多长? 神奇的分形世界》中 ,作者从比

较两根绳子 中的哪根更长谈起 ,又聊到海岸线 ,

通过这些生动的例子 , 深人浅出抽 象出分 形的

概念 。在这洲过程中,作者通过用放大镜对弯弯

曲曲的绳子进行放大 ,挖掘隐藏在背后的 “分形”

数学知识本身的趣味 ,寓趣味于数学知识之中。

这 些文字将数学的趣味性通过丝丝人扣 、层层

递进的叙述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这样的例子

从一个侧面说明在数学普及读物中,兼顾科学性

与趣味性的可能性。只有将科学性与趣味性完美

地结合在一起 ,才能有效地吸引大众读者的目光 ,

提高他们的阅读兴趣 。一方面 ,不能因为纯粹考虑

趣味性而曲解其中的科学含义 ,丢失科学性.另一

方面 ,不能片面强调科学性 ,板起面孔严肃说教 ,

使行文毫无趣味可氰 将科学性与趣味性以较合

适的方式结合起来 ,才能吸引大众读者的目光 ,提

高他们对数学普及读物的阅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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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现方式一一刁划文的结合 四 、 作者定位 — 数学精通者与其他领

域专家的结合

如果整本数学普及读物充斥着大量复杂

的数学算式 、繁难的数学解答过程 ,没有一幅插

图 ,试问这本读物能吸引普通大众来阅读和欣赏

它吗? 从这一角度而言 , 除了要寻找数学 与生活

的中间地带 、科学性与趣味性的中间地带以外 ,

数学普及读物还要考虑到文字与图片的中间地

带。 当然 ,针对数学普及读物的特点 ,这些读物

也不可能做到像某些时尚类杂志那样 ,以图片为

主 ,文字为辅。在数学普及读物中图片是为文字

服务的 ,这些图片或者是为了使文字叙述的内容

更清晰明孔 或者是为了增加内容的幽默感 、趣

味性 ,或者仅仅是为了使图书的页面看起来更美

观 ,总之 , 目的都是为了提高读者阅读的舒适度 。

在 《趣 味数学精 品译丛 》 中 , 不乏各种精美

有趣 、充满幽默感的图片。如在丛书中《绳长之

谜一一 隐藏在 日常生活中的数驯 续编)》的第 9

章《下一个冬天我会染上流感吗? 流行病及其传

播”》中增加了插图(图 l) , 第 n 章 《我能遇上理

想伴侣吗? 两性结合幕后的机遇与选择》中增加

了插酬 图 2) ,等等 ,这类的插图也许并没有起到

说明数学知识的作用 ,但它们从某种程度上通过

其本身有趣 的构图 、幽默的话语 、与文字丝丝入

扣的默 契配合 ,起到提升版面的活泼度与美感 ,

促进读者阅读兴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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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定位角度看 ,由于有趣的数学普及

读物内容从生活出发 ,且涉及大量的其他领域 ,

仅仅精通数学的作者是较难将这些领域的知识

内容与数学较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的 ,必然需要

结合其他领域专家的智慧 , 才能将这些知识较

好地展现 出来。 从叙述方式角度 , 由于这类数

学普及读物需要 以较有亲和力 的方 式 、充满趣

味性的形式来阐述 数学及其 他领域 的内容 , 因

而也需要数学精通者与其他领域专家的畅通无

阻的沟通 、亲密无间的合作 ,才能将科学性与趣

味性较好地结合在一起 。从表现 形式 角度 ,这

类数学普及读物中的插图需要 与文字的内容紧

密结合 ,较好地体现文字内容 的精神 ,甚至提升

文字 内容的品质 ,这就需要美术作者与写作者

较好地沟通及通力合作。

综合 以上几个方面 ,在寻找作者 时 ,需要从

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 ,需要 寻找数学科普 作家 、

其次 ,需要寻找其他相关领域的专家对 图书内

容进行审核 , 再 次 ,在遇到大量文字内容时 ,需

要寻找美术家进行紧贴内容且充满趣味的插图

创作。

上文中笔者所说 的数学普及读物 《趣 味数

学精品译丛 》较好地游走在以上的中间地带:这

套丛书一经面世 ,就在大众读者 中产生了极好的

市场反响 ,在大量的数学普及读物中散 发出不一

样的光彩 ,不仅人 选 “新闻出版总署 向全 国青少

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图书书目”,荣获 “华东地区优

秀教育图书奖二等奖” , “上海市优秀科普作赢 书

籍)”称号 ,而且多次重印 ,不少品种销量过万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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