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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觉得$我不过是在一个海滨玩耍的小孩$为时而拾到一片比寻常更为莹洁的卵石$或更为美
丽的贝壳而雀跃欢欣$而在我面前$却仍然是一片浩瀚未知的真理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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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牛顿的全部科学贡献中$数学成就占有突出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这些成就开拓了崭新
的近代数学$而且还因为牛顿正是依靠他所创立的数学方法实现了自然科学的一次巨大综合
而开拓了近代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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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与牛顿微积分工作的比较
对两人工作的比较$其共同点是%他们各自独立地发现了微积分基本定理$并建立起一套

有效的微分和积分算法,他们都把微积分作为一种适用于一般函数的普遍方法,都把微积分从
几何形式中解脱出来$采用了代数方法和记号$从而扩展了它的应用范围,都是把面积#体积及
以前作为和来处理的问题归结到微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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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的微积分基础也是一样的$都是无穷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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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两个无穷小量之商$而曲线下的面积则被看作一组面积为无穷小的矩形之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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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两个人的工作也是存在着差异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方法的角度不同
!

牛顿作为物理学家$往往致力于能推广为一般方法的具体结
果,莱布尼茨作为哲学家$则更多地关心能应用于特殊问题的一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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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理论基础不同
!

牛顿以连续运动为出发点$因而具有比较明显的极限概念,莱布尼茨
则以离散的无穷小为出发点$因而极限观念不甚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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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研究的侧重点不同
!

就微分学而言$牛顿以研究变量的各自独立的流数$通过考察时
间的无穷小---!瞬"来求变量的流数及其关系$以变化率即导数的概念作为他的学说的核心,

莱布尼茨则以微分为基本点$把独立的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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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基本概念$并以微分法为中心内容$

面积与体积被设想成无穷多个微分之和
!

就积分学而言$牛顿强调变化率问题的反问题即不定
积分$莱布尼茨则强调微分的无穷和即定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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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表达的方式不同
!

牛顿把无穷级数看成微积分学不可缺少的工具,莱布尼茨则更多
地倾向于求有限形式的解$以实现微积分的解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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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创建了巧妙的符号系统$建立了
微积分的方式法则体系,牛顿似乎对此兴趣不大$他不注重发现法则$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完
善学说和扩大应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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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反映的哲学观不同
!

牛顿的工作重严谨$推理谨慎,莱布尼茨则比较大胆
!

这反映了
两人不同的哲学属性

!

牛顿属于!英国经验主义者"$而莱布尼茨的微分概念及其算法程序表现
了逻辑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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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就创造与发表的年代看$牛顿创造微积分基本原理比莱布尼茨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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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奠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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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者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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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但莱布尼茨比牛顿先于发表
!

故发明微积分的荣誉
应属于他们两人

!

当然$牛顿与莱布尼茨的微积分都缺乏清晰的#严谨的逻辑基础$这在初创时期是不可避
免的

!

直到
!)

世纪$微积分学的逻辑基础才得以奠定
!

当讨论这两位科学泰斗之间的关系时$自然不能不令人想起他们之间那场不幸的关于创
立优先权的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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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充分证据判明$这两位数学家的工作是相互独立的$而且$从我们前面所作的比较可以
看出$他们两人在微积分领域的工作可称得上是相辅相成$珠联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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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通过前述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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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两人的工作比较$也各有特色
!

牛顿注重物理方面$而莱布尼茨则侧重于几何方面$并与他
的!单子"概念有联系$有一定的哲学色彩,牛顿的工作方式是经验的#具体的和谨慎的$在符号
方面不甚用心$而莱布尼茨则是富于想象的和大胆的$力图运用符号建立一般的法则$善于把
具体结果加以推广和普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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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积分优先权的大争论
关于微积分的创立$莱布尼茨早于牛顿首次发表微积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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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但他开始从事研
究的时间要比牛顿晚近

!*

年$因此$数学史上将他二人并列作为微积分的创立者
!

但后来爆发
了微积分优先权的大争论

!

牛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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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把信寄给莱布尼茨$莱布尼茨回复牛顿$回复中包括他的微分学的完
整说明

!

他期望牛顿也能开诚布公地响应$但是牛顿愈来愈怀疑有人要抢他的发明$因此拒绝
与莱布尼茨继续通信

!

不过他们仍维持着诚挚的关系$尊重彼此的研究成果$而且莱布尼茨还
毫不保留地赞美牛顿

!

即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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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莱布尼茨公开发表他的微积分时也没有立即影响他俩
的友谊

!

牛顿在他有关力学原理的论文)原理*的初版中$对莱布尼茨的贡献表示认同$可是又
补充说%!和我的几乎没什么不同$只不过表达的用字和符号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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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
"*

年$两者关系都没多大改变
!

到了
!'*$

年$牛顿的流数法在他的)光学*的附
录里第一次正式发表

!

在附录的序言中$牛顿提到他
!&'&

年给莱布尼茨的信$并补充说%!若干
年前我曾出借过一份包含这些定理&微积分'的原稿$之后就见到一些从那篇当中抄出来的东
西$所以我现在公开发表这份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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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指的是莱布尼茨看过了)分析*的复本
!

牛顿不加遮掩
暗示莱布尼茨抄袭$莱布尼茨亦收到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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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篇未具名的评论$针对牛顿稍早有关求面积的论文$莱布尼茨在文中提醒读者%

!微积分的要素$之前已由发明者莱布尼茨博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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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中介绍给大家
!

"莱布尼茨并未否
认牛顿自创流数法$却暗示牛顿借用了他的想法

!

牛顿的朋友觉得莱布尼茨实在太过分$因此
联合起来护卫牛顿的名声$公开指责莱布尼茨剽窃牛顿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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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各种指控在英吉利海峡
两岸来回对阵$没多久这样的交战变得尖刻$而且愈来愈多人加入$有人一心要为他尊敬的良
师护卫名声$另一些人却只是顺道公报私仇

!

可以想见$牛顿获得英格兰的一致支持$而欧洲大
陆则替莱布尼茨撑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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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皇家科学院为了响应莱布尼茨请求澄清剽窃指控一事的要求$决定受理这件事
!

于是这个由学者组成的著名机构&牛顿正是院长'$指派了一个委员会调查$打算一劳永逸地平
息这场纷争

!

委员会的成员全是牛顿的支持者
!

在同年提出的最终报告中$回避提到剽窃一事$

只做出结论说牛顿的流数法比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学早了
!%

年
!

因此$这场纷争似乎平静下来
了

!

在莱布尼茨去世
&

年后的
!'"!

年$牛顿督导了皇家科学院报告的第二次印行$他在报告中
做了许多更动$意图是损害莱布尼茨的可信度

!

不过即使这样$牛顿还不满意
!!'"&

年$牛顿的
)原理*出版到第三版时$他把里面提到莱布尼茨的部分全部删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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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被当成全国英雄
!

整
个事件被看作维护英国荣誉#对抗欧洲大陆!攻击"事件

!

莱布尼茨在死时几乎已被人遗忘$只
有他的秘书参加了葬礼

!

反之牛顿死时得到国葬的待遇
!

贝克莱的挑战
微积分创立不久$爱尔兰主教#唯心主义哲学家贝克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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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笑!无穷小量"$贝
克莱对牛顿的导数定义进行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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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知道导数的定义是这样的%函数
=

&

F

&

2

'对
2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