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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拉出生于瑞士$

#!

岁时丧失了右眼的视力$

%)

岁因白内障而双眼失明
!

但他性格乐观$

从未迟缓松懈研究工作$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及集中力$使他在
!#

个小孩子吵闹的环境中仍能
精确地思考复杂的问题

!

欧拉一手抱孩子一手写作
!

欧拉挚爱家庭$也很喜欢小孩$通常在晚餐后他会为他的
!#

个
孩子做数学游戏$或诵读圣经故事

!

他常常在写作论文时把一个婴儿抱在膝上$而较大的孩子
则围着他玩$在吵闹中完成创作

!

有许多关于欧拉才思横溢的传说$据说他常常在两次叫他吃晚饭的时间里赶出一篇论文
!

文章一写完$就放到不断增高的稿子堆上
!

当有紧急稿件需求时$印刷厂的人便自己从这堆稿
子顶上拿

!

因此$欧拉文章的发表日期常常与写作顺序颠倒
!

欧拉除了完成成千上百的专题论
文之外$也编撰不同程度的数学教本$对数学教育贡献很大

!

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数学符号很
多都是欧拉所发明的$例如%函数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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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虚数
0

等
!

欧拉自己一生谦逊$从来没有用自己的名字给他所发现的东西命名
!

只有那个大约等于
"!'!("(

的自然对数的底$被他命名为
/!

但因他对数学广泛的贡献$在许多数学分支中$反而
经常见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重要常数#公式和定理

!

欧拉被誉为数学界的!莎士比亚"

!

由于欧拉出色的工作$后世的著名数学家都极度推崇欧拉
!

大数学家拉普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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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说过%!读读欧拉$他是我们一切人的老师
!

"被誉为数学王子的高斯
也曾说过%!对于欧拉工作的研究$将仍旧是对于数学的不同范围的最好的学校$并且没有别的
可以替代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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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尼斯堡七桥问题
!(

世纪$东普鲁士的首府哥尼斯堡是一座景色迷人的城市$普莱格尔河横贯城区$使这座
城市锦上添花$显得更加风光旖旎

!

这条河有两条支流$在城中心汇成大河$在河的中央有一座
美丽的小岛

!

河上有七座各具特色的桥把岛和河岸连接起来
!

每到傍晚$许多人都来此散步
!

人
们漫步于这七座桥之间$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问题%能否一次走遍

'

座桥$而每座桥只
许通过一次$最后仍回到起始地点

!

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哥尼斯堡七桥问题"

!

每一个到此游玩
或散心的人都想试一试$可是$对于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没有一个人能符合要求地从七座桥
上走一遍

!

七桥问题也困扰着哥尼斯堡大学的学生们$在屡遭失败之后$他们给当时著名的数学家欧
拉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

欧拉看完信后$对这个问题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

他
想$既然岛和半岛是桥梁的连接地点$两岸陆地也是桥梁的连接地点$那就不妨把这四处地方
缩小成四个点$并且把这七座桥表示成七条线

!

这样$原来的七桥问题就抽象概括成了如图
&#

"

所示的关系图
!

欧拉运用他那娴熟的变换技巧$把哥尼斯堡七桥问题变为读者所熟悉的$简单的几何图形
的!一笔画"问题$即能否笔不离纸$一笔画但又不重复地画完以下的图形(

聪明的欧拉$正是在上述基础上$经过潜心研究$确立了著名的!一笔画原理"$从而成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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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哥尼斯堡七桥问题
!

不过$要弄清欧拉的特有思路$我们还得从!网络"的连通性讲起
!

所谓网络$是指某些由点和线组成的图形$网络中的线弧都有两个端点$而且互不相交
!

如
果一个网络中的任意两点$都可以找到网络中的某条弧线$把它们连接起来$那么$这样的网络
就称为连通的

!

连通的网络简称脉络
!

七桥问题的图形$则不仅是网络$而且是脉络0

网络的点如果有奇数条的弧线交汇于它$这样的点称为奇点
!

反之$称为偶点
!

欧拉注意到$对于一个可以!一笔画"画出的网络$首先必须是连通的,其次$对于网络中的
某个点$如果不是起笔点或停笔点$那么$交汇于这样点的弧线必定成双成对$即这样的点必定
是偶点0

上述分析表明%网络中的奇点$只能作为起笔点或停笔点
!

然而$一个可以一笔画成的图
形$其起笔点与停笔点的个数$要么为

*

$要么为
"!

于是$欧拉得出了以下著名的!一笔画原
理"%

!网络能一笔画画成必须是连通的$而且奇点个数或为
*

$或为
"!

当奇点个数为
*

时$全部
弧线可以排成闭路

!

"

七桥问题的奇点个数为
$!

因而$要找到一条经过七座桥$但每座桥只走一次的路线是不
可能的0

欧拉对!七桥问题"的研究是图论研究的开始$同时也为拓扑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初等的
例子

!

欧拉的成果不应是单纯把它作为数学游戏$重要的是应该知道他怎样把一个实际问题抽
象成数学问题

!

研究数学问题不应该为!抽象而抽象"$抽象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更有效的解
决实际产生的问题$欧拉对!七桥问题"的研究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样板

!

欧拉对三角学的研究
!(

世纪以后$对三角学的研究以瑞士著名数学家欧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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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突出$他的名著
)无穷分析引论*仅就三角学来说$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

欧拉的主要贡献有%他首先提出三角
函数是对应的函数线与圆半径的比值$而在这以前一直是把线段的长作为三角函数的$并且$

他令圆的半径为
!

$使三角学研究大为简化
!

欧拉引入了弧度制$他认为如果半径是一个单位$

那么半圆弧长就是
!

$它对的圆心角的正弦是
*

$即
A02

!

&*!

引进弧度制后$将度量直线段和圆
弧的单位统一起来$大大简化了三角公式和计算

!

欧拉还发现了著名的公式&也称欧拉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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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三角函数和指数函数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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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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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导出展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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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拉的工作$使三角学从静态地研究三角形解法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成为用三角函数反映
客观世界运动或变化过程的一个分析学的分支$这样一门具有广泛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的三
角学就建立起来了

!

历史上的欧拉定理
历史上的欧拉定理是关于网络的顶点数#弧数#面数三者之间的一个恒等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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