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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惊讶到思考》

内容概要

本书译自《科学美国人》杂志社发行的一套六组数学悖论幻灯片“Paradox Box”（悖论箱）的文字说
明，包括逻辑学、概率论、数论、几何学、统计学和时间等六个方面的数学悖论。
    “悖论”也可叫“逆论”，或“反论”，这个词的意义比较丰富，它包括一切与人的直觉和日常经
验相矛盾的数学结论，那些结论会使我们惊异无比。悖论有三种主要形式。
    1．一种论断看起来好像肯定错了，但实际上却是对的（佯谬）。
    2．一种论断看起来好像肯定是对的，但实际上却错了（似是而非的理论）。
    3．一系列推理看起来好像无懈可击，可是却导致逻辑上自相矛盾。
    悖论有点像魔术中的变戏法，它使人们在看完之后，几乎没有—个不惊讶得马上就想知道：“这套
戏法是怎么搞成的？”当把技巧告诉他时，他就会不知不觉地被引进深奥而有趣的数学世界之中。
    这套书有五个主要目的：
1．激发学生对数学的兴趣；
2．向读者介绍重要的数学思路；
3．发起丰富多彩的数学活动；
4．使人洞悉解题过程；
5．提高学生对现代数学所具有的美妙、多样、甚至幽默性质的鉴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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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惊讶到思考》

精彩短评

1、无感
2、简单经典悖论
3、哇~~96年时候看的书，当然当时基本上没看懂~ 今天居然在爱看豆上看到（爱看豆太牛了）~ 推送
来重看
4、了解数学，了解悖论，有意思的读物，浅显易懂
5、这是给小学生看的吧
6、兴趣启蒙
7、有些没想到 哲学和数学分析的联系
8、数 学 好 玩
9、略屌
10、需要点智商才能读懂吧⋯⋯很有意思
11、超级机械翻译，几乎无法读明白原文
12、内容相对比较简单，适合小学高年级或者初中这样年龄段的时候看吧。
13、力荐，书题即所得，以我刷掉的脑细胞和草稿纸为它作证。其实作为普通读者，我想要的不是一
个证明，不是一套解析，而是一扇门，告诉我，我到底不知道什么，一旦知道了，我会亲自去求证，
数学的角度或哲学的角度，我将有我自己的思考，得到我理想中的答案。喜欢这种赋予人机会和指引
的书，最爱几何学悖论部分，读得像个小朋友。
14、给初高中生看的吧⋯⋯
15、爱死了马丁·加德纳的图图！它们在我脑中已为悖论建立了索引！
16、很有趣的书，里面有些数学知识看得有点吃力，读书的时候看最好啊
17、对于我这种逻辑的人来说。。。
18、太神奇～赞就一个字
19、凌晨两三点在飞机上看逻辑悖论真是很带感（自虐狂
20、1／3内容翻译的屎尿横流。
21、如此可爱的小知识们，适合给初中或者高中的孩子们讲。
22、简单入门有趣全面
23、不喜欢这样的书，都是废话。
24、说是让人喜欢上数学，对于一个要学两年数学的文科妹子来说。。。真的要看看~~不然实在没理
由没动力在数学课上活下去！！
最大的感想是 ，数学老师估计可能是最会辩论，，嘴最贱的人（如果他们想的话）~~~
25、这么一本页面发黄 画风如此诡异的老书 却成为阅读数学问题的唯一记忆
26、有趣，科普。
27、我自己数学学的不好，但是不妨碍这是本好书。
28、惭愧。看不太懂。
29、kindle 略读
30、这个说的太简单了，而且能不能不全用扑克牌做例子...
31、喜欢这种小小插图配着的简单文字。
32、非常，非常久远的回忆⋯⋯
33、一天读一点会比较好。同一类型的悖论看多了会觉得雷同。
34、上帝掷骰子的
35、开动脑筋的愉悦是不想动脑子的人不可理喻的。
36、儿童节读这本书太欢乐了··· 强烈建议各位大孩子们读一读··· 很多逻辑悖论也许小时候或
者上学的时候就想到过，但是从来没想透··· 概率悖论相对来说简单一点，数的悖论、几何悖论，
非常精彩·· 各种脑爆···  后面的时间悖论，就属于科普性质了··· 相对论神马的··也很有
意思···
37、很好的书~~~
38、异常亲切，读来大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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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专门描述悖论，有些很有趣
40、中学生科普读物 
41、看过这书，有一种脑袋要抽筋的感觉
42、错过了读它最好的年华
43、高考睡前拿来催眠用的，觉得挺好玩就看了两章，现在读完觉得这本书对我应该改名叫《从昏睡
到惊讶到思考》。
2F O1-49/037
44、对于悖论的收集和解析，适合高中生
45、我感觉这本书可以当传家宝的。当年就是我爸买的。相当有意思。作者马丁加德纳的数学趣题系
列也很好玩，科学美国人的这个系列是我最喜欢的。除了这本我爸买的，家里还有4本是后来重新归
纳出版的。
46、很有趣的书，悖论这一块还没完全理解。
47、十二岁的时候看了这本书并没有妨碍我高考时数学怒考五十五分。
48、很多很有意思的悖论
49、有一半的例子还挺有趣的, 有四分之一的例子很无趣...
50、貌似有些失望，已经忘了。真不知道怎样叫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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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断断续续的看这本书，当时是当漫画书看的，没想到这一看就看到大学。这
本书会时常激励我对数学的兴趣，这对三分钟热度的我来说是一本非常对症的鞭策。大学后基本能理
解和解读书中每一个有关概率，数理统计，排列，正逆命题的数学小游戏，也发现小游戏后隐藏的大
智慧。感谢陪伴我十几年的这本书，看到这俩个一黑一白的小人就感慨万千，感慨数学带给我的无限
乐趣与思考！
2、关于时间的悖论这章我有个想法，就是不管是基诺悖论也好，超级任务也好都是对一个宇宙模型
的思考，比如说基诺悖论里的宇宙是个空间最大尺度小于某个确定值a的世界，而超级任务里的宇宙
是个时间最长时刻小于确定值b的世界，也就是说当基诺悖论宇宙中的最大尺度大于a，或者超级任务
宇宙中的最长时刻超过b时，它们的宇宙就不复存在了。这个想法可以基于第一章逻辑学悖论中关于
抽象语言的这节论述：“我们怎样才能谈论一种抽象语言的真实性呢？我们必须达到更高级的抽象语
言。在这个无穷的阶梯中，每一级对下一级都是抽象语言，对上一级又是实际语言。”也就是说我们
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是这种悖论存在的宇宙的上一级宇宙，就好像我们不知道我们自身是否能超
越到时间的尽头之外，或跳出这个宇宙之外的想法是一个道理。
3、鹤同学说空间到期了。想想自己现在没钱。linhuiyin.com，关闭了，没钱，暂时陷入极端困境，还
无法解决。等有钱了再开好了。这个网站最初来源是8年前的个人主页8个分类中关于建筑几个分类中
的一小部分哈。在特别流行个人主页的年代，弄了很多自己喜欢的东西放在主页上，很多年后这个主
页关掉了。可惜的是林的资料还是搜集的比较全的，所以就请鹤同学帮忙申请了空间，搞了服务器等
等。关于林同学的东西，网上大多要么流于个人小伤春悲秋，要么纠缠于个人感情，还是那种大多数
道听途说的东西，要么关注于其个人美貌等等，总之，人的个人喜好左右了一个客观主体的认识偏离
，我觉得有些事情它本身不是这个样子，你们为什么非要站在自己的个人癖好的角度上去看它呢。所
以弄了这个网站。无它，只是为了事物本来真实的存在到底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的想法。曾经为
了搞个个人主页开始昼夜研究源代码，最开始的那个记得很清楚“003366”然后页面上显示的就是兰
色。后来又研究了深蓝浅蓝，以及背景“000000”哈。那些兰色的字体显示在页面上的时候不比创造
出一个世界更让人疯狂。知道林徽因同学不是因为文字，而是因为建筑这和很多人不同，或许也不是
因为建筑，而是因为她说过一句话，当北京城墙拆除的时候，她说“现在他们拆掉真古董，总有一天
他们会造些假古董出来”现实已经应验，北京假的西直门那截城墙，我在上面躺着的时候，透过箭孔
看见下面草地上有两个情侣在亲嘴儿哈；新修的假永定门等等。据说前门改造好了，没去看，一定是
假古董遍地。人类的精神是怎样的前进？现在我还没明白，到底前进了没有，我们是不是还在重复着
人类自认为可以改造自然的那一刻意识产生起，我们是否重复了千万年同样的人性或者思考？在众多
的不确定性中，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人可以认知世界，可以改造世界，但是是否真的能够按照主
观认识的客观去主观的改造人以为可以改造的客观世界呢？至少林同学是可以认知世界的，想了很久
要写关于林同学的一些个人想法，但是没有写，没时间，或者没感觉，或者时机，或者机缘还不到。
林同学的历史观在写建筑史关于清朝的时候说，一个低级的文明对高级文明的仰慕，产生了清朝延续
明朝建筑的现实。这个我不同意，文明本身没有你我高低之分，不能因为一个文明消失了，就说它是
低级的，只有阶级斗争的时候才有意义。但是斗争的目的是为了现实的利益分配。如果清朝延续发展
了明朝的建筑就是一个低级文明仰慕高级文明的证明。那么历朝烧了前朝的建筑就是高级文明对低级
文明的征服了？如果清朝烧了明朝的建筑就是证明他们伟大了？我觉得文明的高低在于胸襟，而非取
舍。利益的分配不能决定人类精神的崇高与渺小，人类的精神在看我看来不存在高低，只有当加入利
益取舍的时候才有高低的比较但是那是人类欲望的取舍，而非一种文明本身存在的价值的命门。我试
过用另一种方法来表达这种推理“我知道，同样的时候，还有很多故事在地球其他的地方发生，那些
古老的黄河岸边的歌谣，大地上耕作的人们，长江边赤膊的船夫，战马上的满洲骑手，深山老林里潜
伏的猎人，乌苏里江上赫哲人的船歌。有些故事将永远珍藏在每个人的心底，不被人发现，这是他们
一生的秘密。”所以，林同学站在建筑角度，用机械的历史观，或者说用既得利益关系去分析历史是
错误的。我觉得世界如此纷繁复杂混乱了人们的眼睛和心，那么那些能够坚持自我追寻的人就是值得
去敬佩的
4、读史记，忘了哪儿天，突然发现自己的浅薄。最近读朱维铮的关于清朝历史的笔记，越来越觉得
浅薄。不是他写的内容，而是角度，任何人都有权利去了解世界，但是怎样了解，能了解多少，以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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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样的角度去了解，了解的深度，广度？历史是复杂而混乱的，如何能从中找到自己的东西或者感受
？个体的价值与共性的价值，到底如何平衡。或许先不急于下结论，对于确定性的需求，更多来自应
该在不确定性面前的谦虚谨慎。或许过于犀利有好处，但是坏处是容易在情绪和思想上放松而忘了谨
慎。应该时时提醒自己，谦虚一些谨慎一些来应对自己过于攻击性的切入世界的角度。时时自醒。。
。。。
5、　　每次到图书馆，我都不自觉地走到数学科普书架前，随手翻翻这本我非常喜欢的小书。虽然
我对里面的内容几乎都能背出了，但我还是会站着看那么一两篇。书是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但在这
里却几乎还是新的，只是布满了灰尘。每次去我都会把这一共十多册的《从惊讶到思考》一本本拿出
，掸去上面的灰尘。　　有些好书在我们这三流学校被埋没了，反而是那些错误百出的习题解答占领
了学生们的视线⋯⋯　　现在此书已出新版，名曰《啊哈！原来如此》。虽然不及老版亲切，但毕竟
是崭新的，希望它们能进入学生的视野。
6、从三思科学上下载到这本书，当时好像初三，从此喜欢上数学，但也未曾优秀过，线性代数还挂
了，当然，这之间还有其他因素，但这本书展现了是数学的另一面，至少是我的课本上未学到过的（
思考题倒是有类似的），有趣的一面
7、从惊讶到思考——数学悖论奇景《科学美国人》杂志社 马丁·加德纳这套书有五个主要目的：1．
激发学生对数学的兴趣；2．向读者介绍重要的数学思路；3．发起丰富多彩的数学活动；4．使人洞悉
解题过程；5．提高学生对现代数学所具有的美妙、多样、甚至幽默性质的鉴赏力。（摘自本书前言
）悖论可能是一个被平常人看来是一个高深但没有任何用处的一种东西，是一些闲的没事干的人凭空
想象出来的，把一些正确的事物说成错的，但看来这本书对悖论的介绍，我对这些东西有了更为深刻
的了解。这本数主要是对一些原有的悖论进行了一个分类，分为逻辑学悖论、概率论悖论、关于数的
悖论、几何学悖论、统计学悖论、关于时间的悖论，在每一个部分的开始都对这一类悖论进行了简单
的概述，让我们在开始就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在每一种类型中举若干个例子，对于这些例子可能原文
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但是要作为科普读物给那些普通的人讲明白就不是非常容易，而且看看这些分类
，就会知道，要弄明白这些东西就需要有一定的学科基础，所以作者就对一些较复杂的内容简化，用
一个与其相似的例子，由浅入深地给读者讲明白。作为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在每一段中作者都为其插
入了一幅或多幅漫画，让读者更加理解其内容。在有些章节中，这本书的作者也不能很好的用简单的
方式解释这一问题，这就希望读者们能想出解释这一问题的方法，与大家共享。我建议大家在看这一
本数的时候先不要看解释，试着自己去解释，也许你能很容易地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也许在你苦思
冥想之后想出了一个答案，也许你可能实在想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在去看看后面的解释，这时
你就会豁然开朗，原来是这样的，这非常有趣。再试着和你的朋友，说一说这些问题，看看他们是否
能得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自己向他解释清楚，这是一个很好地训练你的语言表能力的方法。在看完这
些有关悖论的例子后，自己试着想出一些与其相似的悖论，之后再去创新，也许不久就会有一个著名
的张三悖论被人们讨论着（假如你叫张三），多有自豪感阿。对于这本书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在每
这本书的开头就对那些较为专业性的知识进行一下讲解，这样带着这些知识再去看这本书，就会看得
更明白。一个问题不知道在86年之后这本书的第二版是否出过，期待有更好的内容出现。如果想浏览
这本书的全部内容就登录网站http://www.oursci.org/lib/paradox/（三思科学网站）
8、一本很有趣的书，《从惊讶到思考》，86年出版的，当时才要一块多钱，真便宜啊。里面有很多好
玩的逻辑题，有些是以前看到过的，感觉非常亲切。比如下面这一题：一条鳄鱼从母亲手中抢走了一
个小孩。它对母亲说：我会不会吃掉你的孩子？答对了，我就把孩子不加伤害地还给你。如果你是母
亲，你怎么回答呢？为什么要这样回答呢？看起来，若要为人父母，学点逻辑还是有用的。在给出答
案之前，先来看另一个同题悖论。小说《唐·吉诃德》里描写过一个国家．它有一条奇怪的法律：每
一个旅游者都要回答一个问题。问，你来这里做什么？如果旅游者回答对了。一切都好办。如果回答
错了，他就要被绞死。这段绞人的悖论出在《唐·吉诃德》第二卷的第51章。吉诃德的仆人桑乔·潘
萨成了一个小岛的统治者，在那里他起誓在这个国家要奉行这条奇怪的关于旅游者的法律。 如果你是
一个旅游者，来到了这个国家，你将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这条悖论实质上和鳄鱼悖论是同样的，如
果你是一个聪明的妈妈，那一定也是一个聪明的旅游者，知道怎么回答才能救出自己的孩子，保住自
己的性命。那么，聪明的母亲是怎么回答鳄鱼的呢？母亲：你是要吃掉我的孩子的。鳄鱼：呣⋯⋯。
我怎么办呢？如果我把孩子交还你，你就说错了。我应该吃掉他。可事实上，鳄鱼碰到了难题。它既
要把孩子吃掉，同时又得将孩子交还给他的母亲。鳄鱼：好了，这样我就不把他交给你了。母亲：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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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必须交给我。如果你吃了我的孩子，我就说对了，你就得把他交回给我。拙劣的鳄鱼懵了，结果
把孩子交回了母亲，母亲一把拽住孩子，跑掉了。鳄鱼；他妈的！要是她说我要给回她孩子，我就可
美餐一顿了。如果细细琢磨这段著名的悖论，你们一定会明白那位母亲是多么机智。她对鳄鱼说的是
“你将会吃掉我的孩子”。无论鳄鱼怎么做，都必定与它的允诺相矛盾。如果它交回小孩，母亲就说
错了，它就可以吃掉小孩。可如果它吃掉小孩，母亲就说对了，这就得让它把孩子无伤害地交出来。
鳄鱼陷入了逻辑悖论之中，它无法从中摆脱出来而不违背它自己的诺言。如果不是这样，假定母亲说
：“你将要把孩子交回给我。”那么，鳄鱼就随便了，它既可以交回孩子，也可以吃掉他。如果它交
回小孩，母亲就说对了，鳄鱼遵循了自己的诺言。反过来，如果它聪明一些的话，它可以吃掉孩子，
这使得母亲的话错了，鳄鱼便可以从交回小孩的义务中解脱出来。所以，当聪明的旅游者来到桑丘的
国家，做出的回答也一样难住了卫兵，使小岛的君王无法执行这条法律而不自相矛盾。旅游者是怎么
回答的呢？一本很有趣的数学书，强烈推荐给家有中学生的父母，孩子们一定会入迷的。
9、世间之事不在荒谬，而在于问题本身就是个问题。paradox多从自己身上找到问题，问题就不存在
了。。。但是问题是不可被消灭的，也不可能消失推理结束，但是问题没有解决。paradox 以荒谬之
荒谬解决问题还是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不管对于任何事情：1.不能怨天；2.不能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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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从惊讶到思考》的笔记-第1页

        感觉可以写得更好，例如有些例子可以再归类

起码解释了我很久以来就不明白的汽车与山羊题目，虽然我仍然觉得1/2应该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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