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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数学是人们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构建起来的知识

体系，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本文我们探讨数学思想中渗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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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ism is a scientific system of proletarian thought produced in practice, and Mathematics is a 
knowledge system constructed by people in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which interrelate, influ-
ence and promote each other. In this article, we explore the Marxist philosophy theory that 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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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许多年前数学专业的毕业生拿的是哲学学位。数学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数学与哲学相互渗透、相

互影响、相互促进。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指导数学学习有利于帮助提高辩证分析能力，理解数学系统关

系的整体性、对立性与统一性。客观地认识与探讨数学哲学观，不但有助于获得哲学观点和数学知识，

也是发展思维结构整体性的基础。 

2. 数学思想中渗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1) 运动是指事物的一般变化和过程，标志着事物变动不定的动态过程。静止是运动的相对状态，是

相对的，不是永恒的。运动和静止的辩证关系：① 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它包括一切变化。

静止指事物的位置或性质未变的状态。承认相对静止的存在有重要意义：只有承认相对静止，才能区分

事物，才能理解物质的多样性；静止是运动的量度和环节，不承认静止，运动无法衡量，也无法理解运

动；② 运动是绝对的、无条件的，静止是相对的、有条件的；③ 运动和静止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

互包含；④ 割裂二者的关系会犯两种错误：夸大相对静止，否认绝对运动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夸大

绝对运动，否认相对静止，就会犯不可知论的错误。物质和运动不可分割：运动是物质的运动，物质是

运动着的物质，脱离运动的物质是没有的；物质是一切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的实在基础和承担者，世界

上没有离开物质的运动，离开运动的物质也是没有的。物质世界的运动是绝对的，而物质在运动的过程

中又有某种暂时的静止，静止是相对的([1] [2], p. 541)。这一物质统一性的思想也可以在数学思想中得到

体现。我们分析如下例题： 
例 1 ([3], p. 20)：在平面内，任意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 π。 
证 设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分别为 1 2 3, ,z z z ； 1 2 3, ,z z z 对应的三个顶角分别为 , ,α β γ  (如图 1)。于是 

 

 
Figure 1. Triangle       
图 1. 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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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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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为 

( ) ( )

3 2 1 3 3 2 1 32 1 2 1

3 1 1 2 2 3 3 1 1 2 2 3

arg arg arg arg 2

arg 1 2 2 .

z z z z z z z zz z z z k
z z z z z z z z z z z z

k k k

− − − −− −
+ + = ⋅ ⋅ + π

− − − − − −

= − + π = π+ π 为某个整数
 

根据假设 0 ,0 ,0α β γ< < π < < π < < π，所以 
0 3 ,α β γ< + + < π  

从而 0k = 。因此α β γ+ + = π。证毕。 
分析：此题中顶点 1 2 3, ,z z z 在平面上可以是运动的(只要不在同一条直线上，或者重合)，也可以是静

止。运动构成的 1 2 3z z z∆ 可以是钝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或者锐角三角形。但无论怎样运动，只要在平面

内，构成的三角形的内角和都是 π。或者说 1 2 3, ,z z z 运动所构成的三角形的内角和是固定的，即是静止的。

这里的运动是无条件的、永恒的、绝对的，静止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该题蕴含了马克思主义

哲学理论当中的“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1]。此题根据复变函数中幅角的基本公式

([3], p. 13)以及运用数学中的基本逻辑推理，即可得到证明。 
例 2：椭圆第一定义：平面内与两定点 1 2,F F 的距离和等于常数 ( )1 22 2a a F F> 的动点 P 的轨迹叫椭

圆。即： 1 2 2PF PF a+ = ，其中两定点 1 2,F F 叫做椭圆的焦点，两焦点的距离 ( )1 2 2 2F F c a= < 叫做椭圆 

的焦距，P 为椭圆的动点。椭圆截与两焦点连线重合的直线所得的弦为长轴，长为 2a，椭圆截垂直平分

两焦点连线的直线所得弦为短轴，长为 2b，且 2 2 2c a b= −  (如图 2)。 
 

 
Figure 2. Ellipse       
图 2. 椭圆     

 
分析：此题中动点 P 到两定点 1 2,F F 的距离的和等于常数，动点 P 的运动轨迹就是椭圆。从中我们

可以看出 P 点位置是变化的，或者说是运动的，但到两定点的距离和是固定的，或者说是静止的。这一

数学规律也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动和静止的辩证统一关系。 
从上述两个例子分析可以看出，解决此类数学问题其实就是在进行动与静的转换，这是解决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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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马克思指出，物质是运动的物质，运动是物质的运动[1]。在例题 1 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平面上，

1 2 3, ,z z z 的运动构成了三角形，但三角形的内角和是固定的，静止的。在例题 2 中我们可以看到，动点 P
的运动轨迹形成了椭圆，但动点 P 到两定点的距离和是固定的，静止的。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理论中所讲的：“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绝对运动的统一，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1]。 
2) 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开始的，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质变又为新的

量变开辟道路，使事物在新质的基础上开始新的量变。事物的发展就是这样由量变到质变，又在新质的

基础上开始新的量变，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前进[1]。这种“量质互变规律”也可以在数学思想中得到充

分体现。我们分析如下例题： 
例 3：莱布尼茨恒等式： 

( )
0

1
.

4 2 1

k

k k

∞

=

−π
=

+∑  

证[4]考虑如下分解 

( ) ( ) 1 2 2
2 4 2

2 2

11 1 1 .
1 1

k k
k k x

x x x
x x

+ +−
= − + − + − +

+ +
�                        (1) 

对于 1x < ，(1)式右侧的分式是余下的几何级数的和。然而，上面的方程并没有包含无穷级数，并

且对任意实数 x 成立。上式两端从 0 到 1 积分可得： 

( ) ( )
2 21

20

111 11 1 d .
4 3 5 2 1 1

k k
k x x

k x

+
+−π

= − + − + + −
+ +∫�                         (2) 

当 k →∞时，(2)式除积分项以外的项收敛到莱布尼茨级数。同时，积分项收敛到 0： 
2 21 1 2 2

20 0

10 d d 0
2 31

k
kx x x x

kx

+
+≤ ≤ = →

++∫ ∫ ，当 k →∞时， 

即证结论。 
分析：我们知道，数学中有穷个有理数相加结果仍然是有理数，但是，无穷个有理数相加还是有理 

数吗?由于 3.1415926π = �为无理数，从而
4
π
也为无理数。而每一项

( ) ( )
1

0,1,
2 1

k

k
k
−

=
+

� 均为有理数，但是 

无穷多项相加却变成了无理数。也就说无穷多个有理数相加之后，数的性质发生了改变。运用马克思主

义哲学原理解释就是：当事物的发展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产生质变。 

例 4 ([5], p. 143)：证明数 0

1e
!k k

∞

=
= ∑ 为无理数。 

证由于 

( )
2

1ee 1 0 1, , .
2! 1

,
!

k x
x kx xx x x

k k

θ

θ+= + + + + + < < ∈ −∞ +∞
+

�  

当 1x = 时有 

( )1 1 ee 1 1 0 1 .
2! ! 1k k

θ

θ= + + + + + < <
+

�                            (3) 

由(3)式可得 

( ) e!e ! ! 3 4 1 .
1

k k k k k
k

θ

− + + ⋅ + + + =
+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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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 e p
q

=  ( , 0p q ≠ 为整数)，则当 k q> 时， !ek 为整数，从而(4)式左边为整数。因为 

e e 3
1 1 1k k k

θ

< <
+ + +

，所以当 2k ≥ 时，(4)式右边为非整数，矛盾。从而 e 只能为无理数。 

分析：众所周知，自然底数 e 2.71828= �为无理数，而每一项 ( )1 0,1,
!

k
k

= � 均为有理数，但是

0

1e
!k k

∞

=
= ∑ 。也就是说无穷多个有理数 ( )1 0,1,

!
k

k
= � 相加变成了无理数，数的性质发生了改变。该题蕴 

含的马克思哲学原理是：当事物的发展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产生了质变，这也是必然的结果[1]。 
从上述两个例子分析可以看出，解决此类数学问题其实就是在进行“量质互变”，这是解决问题的 

关键。在例题 3 中我们可以看到
4
π
为无理数，而每一项

( ) ( )
1

0,1,
2 1

k

k
k
−

=
+

� 均为有理数，但是无穷多项相

加却变成了无理数。在例题 4 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然底数 e 2.71828= �为无理数，而每一项 ( )1 0,1,
!

k
k

= �  

均为有理数，但是无穷多项相加却变成了无理数。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所讲的：“事物

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开始的，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1]。”无理数的出现，扩充

了实数的范畴，也扩充了我们对数的认知。 

3. 小结 

通过对例题 1 和例题 2 的分析，我们看到数学思想中渗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物质世界的运动

是绝对的，而物质在运动的过程中又有某种暂时的静止，静止是相对的[1]。通过对例题 3 和例题 4 的分

析，我们看到数学思想中渗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开始的，量变是质变的必

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1]。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不仅应用于数学领域，它还应用到自然科学、

政治、经济、法律以及宗教等各个领域。所以学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哲学原理，有助于培养学生运用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政治理论素质和思维水平；为学生正确理

解马克思主义，确立社会主义信念，自觉坚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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