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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微积分》

前言

已出版的微积分教材有很多很多种了，那么我为何还要再写一本？这得从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
立说起。为了筹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58年我从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调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书
。到学校后，大多数时间教的是非数学专业的高等数学，即微积分。教了8年之后，逐渐对微积分这
门学科与这门课程，产生了一些想法与看法。于是在1965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搞了一
个试点班，所写的讲义就是本书的初稿。由于十年浩劫，教材直到1978年才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
版第一册，然后出版第二册，到1981年出版第三册，于是完成了本书的第一版。1992年、1997年由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了第二版与第三版。现在十分高兴地得知本书能作为“普通高等教育
‘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第四版。这本教材从1978年第一版出版后，一直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作为教材，沿用至今，已有27年了。至于1965年我对微积分这门学科与这
门课程的想法与看法是什么？我于1965年写了一篇短文，题为《对高等数学课程改革的一些尝试》，
刊登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6年第一期上，对此作了一个十分简要的说明，这当然不可能引起
人们的注意。直到30年后的1995年，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的一次教学研讨会上，讲了为何30
年前我要写这本微积分教材以及对微积分这门学科、这门课程的一些看法与想法时，大多数教员说从
未听过。后来我又在多次有关会议及多所大学讲了这个课题，在同行们的鼓励下，以1966年刊登在《
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那篇短文为基础，加以扩展与充实，写成了一本很小的小册子《话说微积分
》，于1998年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后来流传较广，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我的另一
本小书《微积分杂谈》，于2002年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这将我那些年刊登过的有关对微积分
的论述的文章汇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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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微积分》

内容概要

《简明微积分》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在第三版的基础上，根据作者近年来的
教学经验及教学信息反馈修订而成。作者将一些章节进行了修改和补充，扩大了应用实例的范围，突
出了数学思想的理解，便于读者更好地深入了解和掌握课程内容。教材将微分与积分、连续与离散、
有限与无限等视为矛盾，在强调严格应用数学语言的同时，形象地介绍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全
书以Newton-Leibniz关于微积分的基本定理及其高维情形的相应Stokes定理为核心贯串始终，观点新颖
而深入，在众多微积分教材中可谓独树一帜。《简明微积分》自1978年第一版问世以来，一直在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作为教本，得到非常高的评价。《简明微积分》在内容安排上较其他通用教材有所区别
，共分十一章：微积分的概念，微积分的运算，微积分的一些应用，常微分方程，矢量代数与空间解
析几何，重积分与偏微商，线、面积分与外微分形式，多变量微积分的一些应用，ε-δ语言，无穷级
数与无穷积分，Fourier级数与Fourier积分。教材集作者多年极为丰富的教学和科研经验之大成，将经
过广泛教学实践检验的成果精心编纂，对广大微积分教学工作者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可供高等学校
理工类专业学生选用或参考，也可供有关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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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微积分》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微积分的概念
1．1 函数与极限
1．1．1 数列极限与函数极限
1．1．2 连续函数
1．2 定积分
1．2．1 计算面积
1．2．2 定积分的定义
1．2．3 对数函数y=1nx
1．3 微商与微分
1．3．1 曲线的切线
1．3．2 速度．密度
1．3．3 微商的定义
1．3．4 微分
1．3．5 微分中值定理
1．4 微积分基本定理
第二章 微积分的运算
2．1 微分法
2．1．1 微商与微分的计算
2．1．2 高阶微商与高阶微分
2．1．3 利用微分作近似计算
2．2 积分法
2．2．1 不定积分的计算
2．2．2 定积分的计算
2．2．3 定积分的近似计算
第三章 微积分的一些应用
3．1 面积．体积．弧长
3．1．1 面积
3．1．2 体积
3．1．3 弧长
3．2 曲线的描绘
3．2．1 函数图形的上升和下降
3．2．2 函数图形的凹与凸
3．2．3 曲线的渐近线
3．2．4 描绘图形的例子
3．2．5 曲率
3．3 Taylor(泰勒)展开与极值问题
3．3．1 Taylor(泰勒)展开式
3．3．2 极值问题
3．4 物理应用举例
第四章 常微分方程
4．1 一阶微分方程
4．1．1 概念
4．1．2 分离变量
4．1．3 线性方程
4．2 二阶微分方程
4．2．1 可降阶的方程
4．2．2 二阶线性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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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微积分》

4．2．3 常系数线性方程
4．2．4 质点振动
4．2．5 n阶线性微分方程与常微分方程组
第五章 矢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
5．1 空间直角坐标系与矢量
5．1．1 直角坐标系
5．1．2 矢量的加法与数乘
5．2 矢量的乘积
5．2．1 矢量的内积
5．2．2 矢量的外积
5．2．3 矢量的混合积
5．3 平面与直线
5．3．1 平面方程
5．3．2 直线方程
5．4 二次曲面
5．4．1 柱面
5．4．2 旋转曲面
5．4．3 锥面
5．4．4 椭球面
5．4．5 双曲抛物面
5．4．6 单叶双曲面
5．4．7 双叶双曲面
5．4．8 椭圆抛物面
5．5 坐标变换
5．5．1 坐标系的平移
5．5．2 坐标系的旋转
第六章 重积分与偏微商
6．1 重积分
6．1．1 多变量函数的极限与连续性
6．1．2 重积分的概念
6．1．3 重积分的计算
6．2 偏微商
6．2．1 偏微商与全微分
6．2．2 隐函数的微商
6．3 Jacobi(雅可比)行列式．面积元素与体积元素
6．3．1 Jacobi(雅可比)行列式的性质
6．3．2 面积元素与体积元素
第七章 线．面积分与外微分形式
7．1 数量场与矢量场
7．1．1 数量场的等值面与梯度
7．1．2 矢量场的流线
7．2 曲线积力
7．2．1 第一种曲线积分(关于弧长的曲线积分)
7．2．2 第一种曲线积分的应用(旋转曲面的面积)
7．2．3 第二种曲线积分(关于弧长元素投影的积分)
7．2．4 第二种曲线积分的计算方法
7．2．5 两种曲线积分的关系
7．2．6 矢量场的环流量,矢量的曲线积分
7．3 曲面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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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第一种曲面积分(关于面积元素的曲面积分)
7．3．2 矢量场的通量,第二种曲面积分(关于面积元素投影的积分)
7．3．3 第二种曲面积分的计算方法
7．4 Stokes公式
7．4．1 Green公式
7．4．2 Gauss公式．散度
7．4．3 Stokes公式．旋度
7．5 全微分与线积分
7．5．1 与途径无关的曲线积分
7．5．2 有势场
7．5．3 管型场
7．6 外微分形式
7．6．1 外乘积．外微分形式
7．6．2 外微分运算Poincare引理及其逆
7．6．3 梯度．旋度与散度的数学意义
7．6．4 多变量微积分的基本定理(Stokes公式)
第八章 多变量微积分的一些应用
8．1 Taylor(泰勒)展开与极值问题
8．1．1 多变量函数的Taylor展开
8．1．2 多变量函数的极值问题
8．1．3 条件极值问题
8．2 物理上的应用举例
8．2．1 重心．转动惯量与引力
8．2．2 流体动力学的完全方程组
8．2．3 声的传播
8．2．4 热的传导
第九章 ε-δ语言
9．1 数列极限的ε-N语言
9．1．1 数列极限的定义
9．1．2 数列极限的一些性质
9．1．3 极限存在的判别准则
9．2 函数连续性的ε-δ语言
9．2．1 连续趋限
9．2．2 连续函数的定义
9．2．3 连续函数的一些基本性质
9．2．4 函数的一致连续性
9．3 定积分的存在性
9．3．1 Darboux和
9．3．2 连续函数的町积性
9．3．3 定积分概念的推广
第十章 无穷级数与无穷积分
10．1 数项级数
10．1．1 基本概念
10．1．2 一些收敛判别法
10．1．3 条件收敛级数
10．2 函数项级数
10．2．1 无穷次相加产生的问题
10．2．2 一致收敛函数列
10．2．3 一致收敛函数项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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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隐函数存在定理
10．2．5 常微分方程解的存在性与唯一性
10．3 幂级数与Taylor级数
10．3．1 幂级数的收敛半径
10．3．2 幂级数的性质
10．3．3 Taylor级数
10．3．4 幂级数的应用
10．4 无穷积分与含参变量积分
10．4．1 无穷积分的收敛判别法
10．4．2 含参变量的积分
10．4．3 含参变量的无穷积分
10．4．4 几个重要的无穷积分
第十一章 Follrier级数与Fourier积分
11．1 Fourier级数
11．1．1 三角函数系的正交性
11．1．2 Bessel不等式
11．1．3 Fourier级数的收敛判别法
11．2 Fourier积分
11．2．1 Fourier积分
11．2．2 Fourier变换
11．2．3 Fourier变换的应用
11．2．4 高维Fourier变换
习题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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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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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微积分》

编辑推荐

《简明微积分》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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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微积分》

精彩短评

1、书算国内大家之作  内容自己读了方知  只是此书较之前些年的版次书页纸张太薄  真真个节约环保
啊！
2、我是一名高校教师，刚刚毕业不久，因为教工科的技术基础课，需要复习微积分、微分方程、复
变、线性代数等。本来不想读国内的书，因为国内占统治地位的同济《高数》与菲赫金哥尔茨《微积
分学教程》等国际流行的优秀教材的差距巨大，所以对国内教材失去信心。读龚先生的书纯属偶然，
因在网上看到龚先生的数学基础和线性代数讲座，我感觉深受教育，所以就去图书馆借此书，后来感
觉实在值得多读几遍，就买了一本。第四版书中吴文俊先生的序言指出，“让高校的初学者轻松地登
堂入室”，此言不虚！本书贯穿几种基本观点，比如：一维微积分的矛盾是牛莱公式，多维微积分的
矛盾是stoke公式，级数与积分的相似处，这些的确是初学者应当掌握的。更该提到的是多维微积分方
面，作者竟然能在初等的水平上讲解一些高等微积分的知识（微分形式），这体现出龚先生的确是了
不起的教师。后来我又了解到龚先生还有几本好书。同济《高数》与《简明》完全不在一个级别。本
书比较严密，比如积分的存在性、微分方程解的存在唯一性等等，都是国内其他微积分或者高数教材
没有的。这些知识只有数学系的本科生才念。可是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不能忽略的。工学的研究生
也能接触一些，但是太晚了。虽然在各个方面，在我看来《简明》不是最优的，然而微积分、分析学
方面的书，这本书绝对值得一读。比如《教程》比如kreyszig的《高等工程数学》非...常易懂，但是，
对初学者来说篇幅巨大，难以用短时间读完，这对初学者是很大的打击。比如rudin的《数学分析原理
》《实分析与复分析》等一些国际流行的优秀教材虽然十分严密，但难度相当大，对数学上不够成熟
又对数学有兴趣的初学者打击就更大。《实与复》我六年前就有，由于某些原因至今都没能应付自如
。数学的严密性和系统性非常重要，但是对初学者而言，知道书本写的“到底是啥”比严密的逻辑要
重要的多。是啥都不知道，怎么用它们基本上就是天方夜谭了。虽然最好的学习是先知道“什么东西
是我必须学的”，而不是“我知道的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或者“我到底知道了个啥”，但是对大多数
的初学者而言，“什么是我必需的”这个问题比后面两个难太多。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了解了“我
知道的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或者“我到底知道了个啥”，也很好。知识能够积累，能力能得到锻炼，
慢慢就能思考“什么东西是我必须学的”这个可能是一个人一辈子都要认真考虑的大问题了。《简明
》一书，我两个通宵，几乎一口气读完，后来又读了几遍，每次都有收获。从内容取材上看，本书是
初等的，但不失严密性；还包括一些高级的课题；从材料的处理上看，本书直入主题，切中要害；思
路清楚异常，语气亲切，如同龚先生本人对读者讲解。而且不能忽略的是，这本书很薄，太适合初学
者了。综合上面几点，这本书太棒了。不推荐此书，天理难容。 阅读更多 &rsaquo;
3、帮人代买的，应该还不错
4、龚昇对分析学的理解深刻，虽然这本书的标题是微积分，还加上了简明两字，但其中观点却值得
学数学分析的人去深入理解。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还是老版。书其貌不扬得呆在图书馆的一个角
落里，我随手拿起来一翻，顿觉耳目一新，于是看了作者，原来正是写简明复分析的龚昇，难怪有如
此见地。
5、如题，希望出版社不要为了省钱，纸质太差了，看几下就会烂掉的。
6、国内微积分教材巅峰之作，易用性、启发性绝对是首选
7、非常棒的微积分教材，思路清晰，比国内的多数互相抄袭的微积分教科书强多了！
8、竟然能找到这本书
9、看到好评就买了！
10、简明扼要，就一个字，好
11、《简明微积分》
12、混积分 评论难写
13、龚教授大神！书编的很好。
14、大师之作！
15、写的深入浅出，我觉得是国内数学分析，微积分教材的顶峰
16、很厚一本，价值也不贵。不过内容上有点跳跃性，对于没基础的人来说可能会有些吃力。看了几
页就放在家里了，现在看的是《数学分析原理》（第二卷）中文版，菲赫金哥尔茨著。那本难些，但
开始很循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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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中间的几页印刷重复，而且还缺几页
18、龚昇教授是我最钦佩的大师之一！他写的这本《简明微积分》，突破了传统高数教材的结构框架
，抓住了微积分的主要矛盾，从较高的层次把微积分的内容娓娓道来，全书内容精彩而引人入胜，可
以说是把“微积分”给讲“活”了！不管是对初学者还是对学过高等数学想提高数学素养的人来说，
本书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优秀教材！什么同济版之流的教材与此书相比简直就不是一个境界的！如果
再配合科大的《高等数学导论》和龚昇教授的《微积分五讲》一起互为参考学习，那种感觉简直是妙
不可言！龚昇教授在他的一本论文集中写到：“我无学位，非院士，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教书匠
”。但是他的数学素养和水平绝对不亚于任何院士。在国产的数学资料中，能让我怀着尊敬的心态拜
读大作的高水平高师德的大师不多，华罗庚，陈希孺，龚昇，李尚志，张筑生，史济怀，曾肯成。仅
此数位.
19、我学的是西安交大的数学微积分，感觉知识像一盘散沙，学完了也没有明白为何数学分析会包括
那些东西，龚昇老师的这本书以简单的语言，stokes定理把整个微积分讲的让人有新的感触，挺好的一
本书，读完了，马上明白了gauss定理与green公式与stokes公式的关系，即stokes公式在不同维度的反应
，关于一致收敛的讲解也很清晰，但作为数学还是仔细看才会有收获的。
20、大师的杰作，对于想学好微积分的同学，是一本不错的教材！
21、不过瘾。还是正经找数学分析教材看吧。
22、内容精彩新颖，例题详细。
23、大学里学习微积分知识，往往都是以片段的形式讲授，几乎没有老师用连贯的方式来讲整个微积
分。所以这本书真好，作者把微积分的知识全部串起来了。符合人的思维习惯。
24、很别致的一本书，就是因为其别致才买来看，刚开始看，还算易上手，看起来给人感觉思路很清
楚，至少感觉比同济那本看起来感觉好。中国顶尖数学家华罗庚弟子写的书，中科大教科书。建议，
同学们看看作者的历史。挺好，印刷有些小小瑕疵但无伤大雅，我这样的菜鸟都能看出来的错，装订
有些差强人意，前两页快掉了，有些倒胃口，不过整体还可以。
25、印刷质量很差，高教是个垃圾出版社
26、hou! hen hou!
27、终于看完了尊不勇义。。＿φ(￣ー￣ )
28、同时看了陈省身的微积分讲义，思路值得琢磨
29、经典书，但质量像盗版
30、作为一个工科菜鸟，大爱龚老先生的这本微积分！包括每一个证明，大部分习题！！
31、前面有做习题，后面粗略翻过。有需要再翻看
32、经典的微积分教材
33、73.定积分近似计算，误差大小收敛速度
150.二阶常数变异法，解决一切特解的表示方法
172.常微分方程组介绍
34、龚老师好神
35、内容安排比较科学，纸太薄了吧
36、总结的很多，蛮有用的，还不错
37、龚昇大作
38、中科大的数学书真不是盖的。书中有几个亮点：物理类例题较多，微分方程的朗斯基行列式解法
，先概述后严格先讲算法再证明，注意和后续课程结合如引进外微分和lebesgue积分，另外这本书还在
不同地方闪烁着很多龚老师积累的小宝藏，读着读着就感觉前后联系，无比舒畅。
39、0713前三章做完 大结局是只看了前三章或者四章的样子然后捐给了图书馆 
40、龚昇老先生的书
41、好书，同济完全是本把人带坑的教材。这本比同济高明
42、这本书是一本非常好的书，我觉得微积分方面的书很多，但多不实用，而这本书很实用。1，学微
积分不要一开始讲太多理论，要先会用，要先知道大概，以后才能继续深究。2，联系到应用，特别
是物理上面。3，要有一定的理论，要言之成理，但要简明。总之，此书非常好！
43、粗略翻过，外微分是亮点⋯难度有点大，章节顺序比较特别，略微有凌乱感
44、20015/03/10开始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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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5.15 一些内容并没展开说明，也没有太多直观的图，理解起来不（zhen）容（tmd）易（nan）
，需要crossreference.
@2015.10.16 好多讲解都是欧几里德式的，没有涉及到背后的思想（如一阶线性微分方程的算法），需
要去看视频、查资料，细细琢磨。
45、这本是第四版，我在浙图看过第一版的三分册，确实在龚老1967年的书中就已经有统一高维和低
维微积分的斯托克斯公式了。
46、此书将一些公式的推导讲得很好，貌似我在图书馆看的其他版本的讲的没他流畅，那些书相比下
太死板了。推荐~
47、这本教材是我见过的最与众不同的写作结构，极限讲过后不是按常规教材那样讲导数、微分、微
分的性质然后是不定积分.....而是按微积分的历史发展顺序和学生更容易接受的顺序，开篇就讲定积分
，然后才是微分。尤其值得赞赏的是在后面专门讲述了ε-δ语言，对微积分的基本概念进行严密的逻
辑化，可以作为工科学生更高的要求。书中贯穿牛顿-莱布尼兹公式这一矛盾转化的关系，在多元函数
微积分中贯穿外微分内容，是国内教材唯一的。大力推荐。
48、还不错，孩子高一。高中生看难度大...................
49、放弃了，这尼玛哪里简明了？！
50、前面三分之二和一般的微积分教材差别还不大，后面用ε-δ语言严格化后就接近于数学分析的内
容了。
51、基本上就是一本垃圾书
52、很赞很赞！gong老师不是一般的高瞻远瞩
53、看了前几章 觉得和教材差不多。。
54、好的教材应该介绍学科历史，让读者跟着学识的探索过称走一遍。了解学识的探索过程是深刻理
解学问的关键。这不仅可以增加读者对学识的理解，也能增加读者对学科的兴趣。如摆出一条定理，
读者不了解其产生发展的历史，是无感的，但是如果读者知道这条定理原来是无数先贤耕耘几百年历
经艰辛才得出来的，学习起来自然印象深刻也充满敬意。

另外，好的教材最好按照学科的发展历程来写。微积分的发展是从不严密到严密。一般的微积分教材
一开始就摆出严格的极限定义，这是很愚蠢的。初学者根本理解不了。数学大家龚昇的《简明微积分
》第一章用不严密的语言导出牛顿-莱布尼兹公式。第九章才用ε-δ语言，对微积分基本概念严密化
。这是符合发展史的科学写法，读者更能接受。
55、相见恨晚
56、非常好的一本书，适合任何学段的人看，与一般教材的排版不一样，是我喜欢的风格。非常助于
理解，只是有些地方不够严谨，或者说舍弃了些比较深的东西，故曰“简明”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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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全书以Newton—Leibniz关于微积分的基本定理及其高维情形的相应Stokes定理为核心贯串始终，观
点新颖而深入，在众多微积分教材中可谓独树一帜。
2、此书的编排很有新意，一开始就直奔主题。但是此书写得太简略了一些，一些关键和理解起来比
较困难的概念写的有些太一笔带过了让初学者有些难以理解，或许这本书作为老师的教材很不错但是
作为一个自学者来看不太合适。
3、这本教材是我见过的最与众不同的写作结构，不是按常规教材那样讲导数、微分、微分的应用然
后是不定积分、定积分.....而是按微积分的历史发展顺序和学生更容易接受的顺序，开篇就讲定积分，
第一章就出现了牛顿-莱布尼兹公式，这是国内任何一本微积分教材都无法做到的，然后才是微分。尤
其值得赞赏的是在后面专门讲述了ε-δ语言，对微积分的基本概念进行严密的逻辑化，可以作为工科
学生更高的要求。书中贯穿牛顿-莱布尼兹公式这一矛盾转化的关系，在多元函数微积分中贯穿外微分
形式，是国内教材唯一的。不知为什么这本教材似乎在国内关注度并不高。龚昇教授的另外两本书《
微积分五讲》和《线性代数五讲》也是非常好的。
4、这本书不同于一般的微积分教材，直接从微积分的一对矛盾：微分与积分入手，毫无拖沓直切主
题，并以直观的数学模型来引出微分与积分的概念，抓住了微积分的本质。此外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作
者真的是在著书而不是编书。但此的缺点却在于有点之中，由于快速引入了微积分的概念，之前没以
精确的ε-δ语言定义极限。可能这也是为了让读者在感性学习微积分之后才辅之以理性的理论，其实
这也符合学习的正确途径。还就是书中可以看出龚昇教授受到毛老人家哲学思想影响较大，也许正是
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支柱。今晚搜了一下百度，才发现龚昇教授已于今年逝世，于是此书于是成了绝
版，值得理工科的同学人手一本。华罗庚等等那一个年代中科大出的数学家现存无几了，可能以后再
也不会在书的前言看到作者亲切称呼别人为同志了，向那个年代的教书匠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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