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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代数研究轨迹$这正是解析几何基本原则的两个相反的方面$各有侧重$前者是从几何到
代数$后者则是从代数到几何

!

其次$从历史的发展看$笛卡儿更具有突破性
!

费马的工作主要体现在对古希腊几何学的
继承$认为他的思想是希腊数学思想的继续$他的工作仅限一般技术性的工作$没能完全克服
阿波罗尼奥斯静态地研究几何曲线的影响$他的解析几何的研究工作$只不过是阿波罗尼奥斯
的著作的另一种表述罢了

!

费马的解析几何思想尚不完善$他建立的坐标也不完善$他的解析
几何只是几何学的一种方法

!

笛卡儿则从批判希腊传统出发$主张同这种传统决裂
!

笛卡儿认
为他自己是在改变古代的方法

!

因此$笛卡儿的工作相比于费马的解析几何有一定的进展$主
要表现在%

!!

证明了几何问题可以归结为代数形式的问题$因此$在求解几何问题时$可以运用代数
的全部方法

!

由于笛卡儿采用代数语言表示几何性质$就使他解决了许多在传统几何中困难很
大的几何定理的简单证明$为几何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

"!

他将!变量"引入数学$从而完成了数学史上一项划时代的变革$改变了数学的面貌
!

恩
格斯指出%!数学中的转折点是笛卡儿变数

!

有了变数$运动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辩证法进入
数学$有了变数$微积分也就立刻成为必要的了//"

总之$解析几何的创立是笛卡儿最丰富#最有效的辩证法思想和数学方法的结晶
!

笛卡儿
的贡献是伟大的

!

他和费马虽然共享创立解析几何的荣誉$但是$解析几何作为一门学科$无论
从内容还是方法上都不够完善$这门学科达到今天课本中的形式$是许多数学家经过一#二百
年的时间$在各个方面做了大量的修改和补充$才使之逐步成熟与完善

!

费马小定理
费马小定理是数论中的一个定理

!

在信中$费马还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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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质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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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要求实
际上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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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马数
费马数是指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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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素数
!

于是$费马宣称他找到了表示素数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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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费马素数
!

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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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说$所有形式如
"

$

'!

的素数都是费马数$

而这些素数就是费马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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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马素数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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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如果一个费马数
$

是素
数的话$那么可以用尺规画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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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形
!

好奇的笛卡儿巧遇别克曼
笛卡儿

!%)&

年
#

月
#!

日出生在法国一个富有的律师家庭
!

不几天$母亲就溘然长逝$笛
卡儿虚弱多病$几乎夭折$幸亏保姆悉心照料$才得以转危为安

!

笛卡儿从小就爱沉思默想$十
分喜欢科学$有强烈的好奇心和钻研精神$尤其爱听父亲讲一些科学发明的故事$并喜欢寻根
究底地问个明白

!

父亲很懂儿童教育法$任儿子的兴趣和爱好发展$不加干预和限制
!(

岁那
年$笛卡儿入国王亨利赫四世创办的最好的学校之一---拉弗莱希学校读书

!

学校里功课繁
重$校规很严$主要学科是神学#教会的哲学$其次也学数学

!

笛卡儿学习一直很用功$成绩非常
好$是学校中有名的优等生

!

在学校里笛卡儿结识了一些朋友$其中有一位叫梅森的同学和笛
卡儿最要好

!

他们常常在一起散步$谈论神学和科学
!

后来梅森成为有名的数论专家$而且不止
一次地把笛卡儿从教会的迫害中救出来

!

笛卡儿
!'

岁毕业$之后升入普瓦界大学攻读法律$接
触到更多的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他的思考更加深入了

!"*

岁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
了法学博士学位$以后去巴黎当了一名律师

!

笛卡儿真正立志投身数学$还出于一次切身的经历
!

一天笛卡儿正在街上散步$看见一群
人围住路旁的一张招贴议论纷纷$他怀着一颗好奇心凑上前去

!

招贴是用当地的佛来米语书写
的$笛卡儿一点也看不懂

!

不过从人们纷纷的议论中$他大致听出了这是解数学难题的一场公
开挑战

!

笛卡儿的心里痒痒的$他非常希望能了解题目的意思0 这种跃跃欲试的举动被他旁边
的一位中年人发觉了$中年人用法语主动问道%!小伙子$你愿意解答这几道数学题吗("

!我很想试一下$尊敬的先生$然而我看不懂这些文字
!

"

!这很容易$如果你愿意拿去解答的话$我替你翻译
!

"

中年人用怀疑的目光看着这位年轻的士兵$他从年轻人那明亮的双眸中似乎看到一种自
信和力量$于是迅速地用法文译出了招贴上的全部内容$交给了笛卡儿

!

第二天$笛卡儿兴冲冲地把答案交给了那个中年人
!

中年人看了笛卡儿的解答后十分惊
奇%多么巧妙的解题方法$准确无误的计算$这些解答完全说明这位年轻的士兵在数学方面的
造诣不浅

!

原来这位中年人就是当时最著名的数学家别克曼教授$笛卡儿很早就阅读过他的著
作$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认识他

!

这次巧遇以后$笛卡儿受到很大的鼓舞$更加激起他对数学的兴
趣$从此$他就在别克曼教授的指导下开始了对数学的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