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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史上的一桩错案       

从前教微积分时感觉最难过的关就是极限的概念。反

反复复许多遍很多学生仍然是不得要领。有关极限的

题目当然大多数人都不会做。偶尔不小心做对了也是

因为考试前刚好复习过同样的题目。概念上是绝对没

有搞清楚的。大多数学生见到极限的题目就头痛。一

直到下半学期讲到罗毕塔法则，学生们高呼救星到

了。甚至埋怨我为什么有这么省事的公式不早点教，

害得他们辛苦大半学期。没有极限概念哪里来的导

数，没有导数又怎样用罗毕塔法则。这中间的道理学

生们是不会去管它的。总之有好公式不用就是老师坑

人。几学期微积分学下来，大多数定理概念都已经还

给了老师，但罗毕塔法则是一定

记得住的。这是他们最喜欢的公

式。而且把它当作仙丹妙药，该

用不该用的地方都乱用一气。

罗毕塔法则对许多极限问题确实

很有效。不过很奇怪的是，历史

上其它的数学家：高斯、欧拉、

莱布尼兹、黎曼等等在数学的各

个领域都留下了他们的名字。唯

有这罗毕塔就只有孤伶伶的这么

一个定理。能搞出这么重要的一

种算法，怎么能在其它方面没有

丝毫建树呢？原来，罗毕塔并不

是什么大数学家。这所谓的罗毕

塔法则也不是他搞出来的，而是

他花钱买来的。

万精油

罗毕塔是一个贵族，业余时间喜欢搞一些数学，几乎到了

上瘾的地步。甚至不惜花重金请当时的大数学家贝努利

兄弟给他长期辅导。可惜他的才气远远不如他的财气。虽

然十分用功，但他在数学上仍然没有什么建树。贝努利兄

弟当时正与莱布尼兹这样的大数学家交流合作，又正赶上

微积分的初创时期，所以总有最新成果教给罗毕塔。这些

最新成果严重地打击了他的自信心。一些他自己感到很得

意，废寝忘食搞出来的结果，与贝努利兄弟教给他的最新

结果比起来只能算是一些简单练习题，没有丝毫创意。另

一方面，这些新结果又更激起了他对数学的着迷。他继续

请贝努利兄弟辅导。甚至当他们离开巴黎回到瑞士以后，

他还继续通过通信方式请他们辅

导。如此持续了一段时间，他的

“练习题”中仍没有什么可以发

表扬名的东西。他内心深处越来

越丧气，却又不甘心。心想，我

对数学如此热心，一定要想办法

在数学上留下一点东西让人记住

我的名字。终于有一天，他给贝

努利兄弟之一的约翰写了一封

信，信中说：

“很清楚，我们互相都有对方所

需要的东西。我能在财力上帮助

你，你能在才智上帮助我。因此

我提议我们做如下交易：我今年

给你三百个里弗尔（注：一里弗

尔相当于一磅银子）。并且外加
罗毕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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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个里弗尔作为以前你给我寄的资料的报答。这个数

量以后还会增加。作为回报，我要求你从现在起定期抽

出时间来研究一些固定问题，并把一切新发现告诉我。并

且，这些结果不能告诉任何别的人，更不能寄给别人或发

表……”

　　

约翰收到这封信开始感到很吃惊。但这三百里弗尔确实很

吸引人。他当时刚结婚，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而且帮助

罗毕塔，还可以增加打入上流社会的机会。约翰想，罗毕

塔最多不过就是拿这些结果到他的朋友那里去显示一下，

没什么大不了的。算盘打下来，这笔交易还是比较划算

的。于是，他定期给罗毕塔寄去一些研究结果，罗毕塔都

细心地研究它们，并把它们整理起来。一年后，罗毕塔出

了一本书，题目叫《无穷小量分析》（就是现在的微积

分）。其中除了他的“练习题”外，大多数重要结果都是

从约翰寄来的那些资料中整理出来的。他还用了一些莱布

尼兹的结果。他很聪明地在前言中写到：我书中的许多结

果都得益于约翰•贝努利和莱布尼兹，如果他们要来认领

这本书里的任何一个结果，我都悉听尊便。贝努利拿了人

家的钱当然不好意思再出来认领这些定理。这书中就包括

了现在的学生们最喜爱的定理罗毕塔法则。贝努利眼睁睁

看着自已的结果被别人用却因与人有约在先而说不出来。

罗毕塔花钱买了个青史留名，这比后来的人花钱到克莱敦

大学买个学位划算多了。

当然贝努利不愿就此罢了。罗毕塔死后他就把那封信拿了

出来，企图重认那越来越重要的罗毕塔法则。现在大多数

人都承认这个定理是他先证明的了。可是人们心中先入为

主的定理名字恐怕是再也变不回来了。

贝努利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