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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 “三立”，天下传奇
———纪念华罗庚诞辰１１０周年

朱亚宗
（国防科技大学　文理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７３）

　　摘　要：华罗庚，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等多国外籍院士。文章详述了华罗庚的三立：立
志、立学、立言。一即立志，其身残志坚，与时俱进；二即立学，其自学成才，顶天立地；三

即立言，其卓识创见，新语千秋。华罗庚的天赋、志趣与一生成就及其对数学七用的卓见，可

为认识基础科学的地位与作用及卓越人才的培养提供启发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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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５年６月１２日下午，东京大学报告厅里集
结了日本教学界的院士们，聚精会神地聆听中国

数学大师华罗庚的精彩演讲，规定４５分钟的报告
延长至６５分钟方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结束，自始
至终站立演讲的华罗庚刚刚坐下，又突然从椅子

上滑下来，完全失去知觉，一颗数学巨星就此殒

落。“我的哲学不是生命尽量延长，而是工作尽量

多做”———华罗庚忠实地履行了生前的誓言。

身残志坚、自学成才的华罗庚，先后登上纯

粹数学与应用数学两座高峰，成为誉满天下的传

奇人物。在近现代中国自然科学追赶世界先进水

平的历史中，华罗庚是进入世界著名科学家行列

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同时他又有怀国系民的强烈

责任感，深入厂矿、农村中普及推广 “优选法”

与 “统筹法”，以期提高我国劳动生产与组织管理

的水平。其为数学大众化耗费的时间与精力并不

少于攀登数学高峰的付出，这在世界一流数学家

中绝无仅有。

华罗庚的才华、品格与贡献，备受世界数学

界赞誉。著名数学家贝特曼说，“华罗庚……可以

被选为任何学术社团的成员或任何科学院院

士。”［１］１１ “若选一个为全世界最多数人所知道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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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华罗庚显然会取胜……当今还没有一个西

方数学家像他这样为大众所了解。”［１］９华罗庚也确

实被多国选为院士，而且成为中国第一个美国科

学院院士。

斯人远去，精神永存。在华罗庚诞辰１１０周年
的时刻，科技创新又成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而天赋勤奋萃一身

的华罗庚，其立足国际数学科学前沿，深入国民

经济主战场，倾心教育培养青年杰出人才的卓越

示范，必能在新时代为各类高水平创新人才提供

多方面的启迪。华罗庚的精神财富，犹如长河大

海，非笔者之简陋所能深究，拙文略述 “三

立”———立志、立学、立言，以示纪念大师之意。

一、立志：身残志坚，与时俱进

古今中外有所作为的人才，无不经历一条先

立志、后作为的人生路径，而且有大作为的杰出

人才其志常常与时俱进，与才俱大。

曾国藩曾鼓励家中刚刚起步读书的诸弟立志

苦读：“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

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

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

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

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２］华罗庚出生于江苏金坛

小城一个贫寒之家，父亲开一家杂货铺勉强维持

生计，华罗庚从初中二年级突然开窍后，开始发

奋读书，尤其刻苦钻研数学。但是家庭无法支持

他沿 “中学———大学———留学”的常规路径进入

数学的殿堂，后因家境贫寒而辍学，又患伤寒，

造成左腿残疾。但是华罗庚身残志坚，不向命运

低头，继续发奋钻研数学。其间在王维克、韩大

受两位中学领导帮助下，华罗庚进入金坛中学任

会计，自学环境稍有改善，在数学方面有所作为

的志向更加坚定。

在发表第一篇数学论文 《Ｓｔｕｒｍ氏定理之研
究》以前，华罗庚曾有多次投稿后被退稿的经历，

在这一阶段，是远大的志向支持着华罗庚。华罗

庚在青少年时代一次立下不变的远大志向———在

纯粹数学领域有所作为。不久便在实践中实现愿

景。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年仅１９岁的华罗庚在既无数
学名师指导又远离学术中心的金坛小城，于上海

的 《科学》杂志发表了第一篇论文 《Ｓｔｕｒｍ氏定理
之研究》，接着又于１９３０年１２月的 《科学》杂志

发表 《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

的理由》，正是这篇论文惊动了清华大学的熊庆

来、杨武之等数学教授，“对华罗庚的个人命运是

决定性的。他于该文发表后的第二年，即１９３１年，
被熊庆来调到清华大学数学系任助理员，从此踏

上了一条通往大数学家的征途。”［３］３１

华罗庚的早期立志给人的启迪是深刻的。它

告诉青少年一代，立志虽是精神层面的务虚之事，

也不能是空中阁楼，而须有多维度的支撑。对青

少年时代的华罗庚而言，已充分表现出质朴而超

常的数学天赋。在初中的一次数学课上，老师给

学生出了 《孙子算经》中的一道题：“今有物不知

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

剩二，问物几何？”老师话音刚落，华罗庚就站起

来答道： “２３。”老师惊讶地问： “怎么，你看过
《孙子算经》？”“没看过，甚至听都没有听过。”华

罗庚摇头说，接着说出了自己的求解思路。华罗

庚因贪玩，初一时数学还曾补考，但初二突然智

慧大开后，如有神助，不仅成功解答 《孙子算经》

的名题，而且数学水平远远超出同班同学，以致

数学考试时，老师对华罗庚说：这些题对你来说

太简单了，你去我家拿别的书看吧［４］。此外，少

年华罗庚还表现出缜密的语言逻辑思维，对走红

文坛的胡适 《尝试集》，指出其中一首诗：“‘尝试

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我今为下一转

语：自古成功在尝试。”前一 “尝试”与后一 “尝

试”的概念内涵不同，有初次尝试与不断尝试之

别。而缜密的逻辑思维也是数学天赋之表现［５］６。

初中毕业后，华罗庚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又创造

了一个奇迹：荣获上海市珠算比赛第一名。华罗

庚之所以能技压上海众多银行、钱庄的算盘高手，

靠的是创造性地简化算盘的操作步骤，显示出很

强的数学创新思维能力［６］１７－１８。

正是数学天赋带来的学习自信心与成就感，

使华罗庚学习钻研数学的兴趣异常强烈，而这种

强烈的数学兴趣是立志向数学进军的直接动力：

“华罗庚辍学之后，他对数学产生了强烈的兴

趣，而且也懂得用功读书了。可怜的是他只有一

本 ‘大代数’，一本 ‘解析几何’及一本５０页的
‘微积分’……华罗庚还把仅有的一点点零用钱积

攒起来，购买 《学艺》与 《科学》两本杂志来阅

读……华罗庚养成了早起工作的习惯。隔着河，

‘乾生泰’ （杂货铺名———引者）的对面是 ‘晋康

布店’。布店的人常说： ‘罗庚经常坐在他那间屋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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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方桌旁，目不斜视地阅读书籍，手上还秉笔

涂写，河内船只往来嘈杂之声，罗庚充耳不闻。’

晋康布店的人还认为华罗庚患有痴呆病呢……

‘乾生泰’隔着河还有一家豆腐店，每天天还没有

亮，豆腐店的主人起来磨豆腐的时候，就发现华

罗庚已经点着油灯在看书了。伏天的晚上，他很

少到外面去乘凉，而是在蚊子嗡嗡叫的小店里学

习。严冬，他常常把砚台放在脚炉上，一边磨墨，

一边用毛笔蘸着墨汁做习题。店里包棉花的纸上

也写满了他做习题的字迹。每逢年节，华罗庚也

不去亲戚家里串门，即使去了，也是匆匆返回。

回家之后，他总要向他的爸爸妈妈抱怨浪费了他

的读书时间。”［３］１８－１９

在数学上崭露头角破格遴选为清华大学数学

系助理与老师后，华罗庚的数学兴趣与刻苦钻研

丝毫未减。“他的座右铭是 ‘见面少叙寒喧话，多

把学术谈几声’……华罗庚对他的清华同事徐贤修

说：‘人家受的教育比我多，我必须用加倍的时间以

补救我的缺失，所以人家每天８小时的工作，我要工
作１２小时以上才觉得心安’。他初到清华时工作时间
比此更长。他为学能持之以恒，做 ‘半时助理’如

此，当教授如此，举世闻名后亦复如此”［３］４８。

天赋与兴趣以外，华罗庚也在生活与工作中

初步体会到数学的重要作用。发生在 “乾生泰”

杂货铺的一件事，使华罗庚父子二人都深切体会

到算法在商业中的效用。有一次，“乾生泰”白天

收购了许多蚕丝，晚上结账时，管账的人发现账

上少了１０００多元，大家急得不可开交时，华罗庚
接过账本重新算过后，发现账目是对的，是店里

伙计们算错了账。这使华罗庚的父亲看到了儿子

读 “天书”的效用，从此放松了对华罗庚读 “天

书”的干预。华罗庚后来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

《大哉数学之为用》，罗列了数学可以作为的七大

场合：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

巧、地球之变、生物之谜、日用之繁。或许早年

的切身感受，是华罗庚将日用之繁与尖端科技并

列的重要原因。

天赋、兴趣与实际应用三者，使华罗庚早年

立下坚定不移的志向。华罗庚早年的志向虽然坚

定不移，但从更深广的价值层面考察，仍有偏于

个人价值取向的局限，这就是 “以过人的努力，

追求自己的成就”［３］４８。鉴于当时所处的具体社会

文化环境的局限性，我们不应苛求华罗庚早年价

值取向的局限性，不能要求青年华罗庚能像青年

马克思、爱因斯坦等学者那样有为全人类工作的

眼光与胸襟。难能可贵的是，华罗庚的志向没有

停滞在早年水平，而是与时俱进，最终臻于崇高

的境界。

由于数学大师、后来的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访

问清华时的指导与赴英国剑桥的留学，再加上本

身的刻苦钻研，华罗庚在４０年代已成为中国顶尖
且有世界影响的数学家。随着学识与眼界的扩展，

华罗庚的志向开始超越个人成就，而着眼中国科

学的发展。１９４０年３月４日，华罗庚致信当时的
教育部长陈立夫，提出兼顾应用科学与纯粹科学

的科技发展思路，其着眼点已是２０年后的中国科
学：“治标所赖应用科学是，治本所赖纯粹科学是

……即在此抗战中应先为纯粹科学树一基础，不

宜过于偏枯……窃念此将大有助于廿年后之中国

科学前途”［１］３４３。中国六、七十年代 “两弹一星”

的巨大成就，可以说与当年华罗庚的科技战略眼

光，及其关于纯粹科学留学生选送的具体建议不

无关系。

１９４６年上半年，华罗庚受邀访问苏联，会见
了斐声世界数学界的一批数学大师，包括神交已

久、非常钦佩的老一代数论大师维诺格拉朵夫，

群论大师庞德里亚金等。回国后，华罗庚在１９４７
年 《时与文》连续刊登长达３万字的 《访苏三月

记》（日记）。访问对华罗庚最大的影响是在超越

数学的价值观方面，通过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与中

国的对比，心中不免生出对苏联的好感和向往：

“参观莫斯科大学，当我一进巍峨的大门，第一眼

看见的就是一座列宁像，他手里捧着的却是一本

书！先到图书馆参观，四壁挂的是相片，我想这

些相片总是党国要人了，走近一看，原来都是科

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科学家有苏联大数学家

维诺格拉朵夫和卡皮察等苏联的大物理学家……

文学家托尔斯泰等，至此，我主观的想法完全

打破。”［７］６０－６１

访苏三月，极大地扩展了华罗庚的眼界，提

升了华罗庚的精神境界，使其志向从局限的个人

成就拓展到未来中国数学与科学发展的大局。正

如华罗庚的得意门生王元院士所评论的， “这时，

华罗庚已经酝酿了未来的中国的数学研究所的模

式及发展中国数学的蓝图，也在他心中埋藏了在

中国倡办数学竞赛活动及数学普及活动的

种子。”［３］１２６

访苏回国后，华罗庚接着又访问美国。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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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３年多，使华罗庚的志向更加远大，他对美国朋
友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而且我想我们能够赶上去。”［３］１５２此时的华罗庚，虽

然身在美国，心却始终挂念着中国，考虑着中国

数学与科学发展的大问题。３０年后的１９７９年，华
罗庚赴英国讲学，回国后讲了一个故事和感想：

“有一位朋友悄悄问我：你从美国回中国是不是后

悔呀！因为他觉得去美安家落户当教授的人是为

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他现在所求的却正是我当

年所弃的。论生活差距，中美比英美更大，所以

他不能理解１９５０年初我的行动。但当我说出为人
民服务是第一位的，个人生活享受是第二位的时

候，他不禁脱口而出： ‘这真伟大！’”［７］２７０在美国

访问期间，已积聚了全身心投入新中国建设深厚

思想基础的华罗庚，于１９５０年初归国，并于归国
途中发表号召留美学生归国的 《致中国全体留美

学生的公开信》，语重心长的赤子之言，曾使当时

无数海外游子激情澎湃：“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

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

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为我们伟大的祖

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７］９５

归国后的华罗庚意气风发，为祖国数学事业

的发展呕心沥血，并带领小分队走遍大江南北，

使深奥的数学走出象牙之塔，直接面向国民经济

主战场，取得巨大的效益。毛泽东于１９６４年３月
１８日与１９６５年７月２１日两次致信华罗庚予以肯
定和鼓励：“壮志凌云，可喜可贺。”“你现在奋发

有 为， 不 为 个 人 而 为 人 民 服 务， 十 分

欢迎。”［５］１１８，１２４－１２５

华罗庚在长达６０年的数学生涯中，不仅攀登
上世界数学高峰，而且攀登上人生境界高峰，成

为一生创造自然科学与人文精神两大高峰的千古

奇人。

二、立学：自学成才，顶天立地

华罗庚破格进入清华园的１９３１年，适逢清华
大学建校２０周年，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陈寅恪在
纪念刊物上发表了 《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

责》一文，对当时中国的学术状况作出严厉的否

定性批评，其眼中的中国自然科学仅仅 “聊胜于

无”而已：“自然科学，凡近年新发明之学理，新

出版之图籍，吾国学人能知其概要，举其名目，

已复不易。虽地质生物气象等学，可称尚有相当

贡献，实乃地域材料关系使然。古人所谓 ‘慰情

聊胜无者’，要不可遽以此而自足。”［８］

当时，地质学家丁江、李四光等人的中国地

质调查研究已独立开展，外国人无以取代；竺可

桢的东亚气候研究填补了世界气候学的空白；裴

文中、秉志、秦仁昌等人的古人类与生物学研究

也在国际学界独树一帜。这些科学成果，确如陈

寅恪所言，立足于中国独特的地域材料。

令陈寅恪没有想到的是，短短几年后，中国

自然科学就异军突起。１９３１年刚刚进入清华大学
而只有初中文凭的２１岁青年华罗庚，数学研究水
平突飞猛进，到３０年代中后期即驰骋于现代数学
主流，斐声国际数学界，到４０年代以华罗庚为首
的中国数学学派已举世公认。

只有初中文凭，主要依靠自学，并通过留学

而异军突起的青年华罗庚，对于拔尖人才如何成

长，学术人才应该如何留学的启迪是丰富而深刻

的。华罗庚毋庸置疑有非凡的数学天赋，这是不

可学的。但是潜在的天才不等于现实的天才，如

何充分挖掘潜在的天赋，华罗庚的剑桥留学即是

最好的示范。

华罗庚留学前有充分的学术储备。调入清华

大学工作后，华罗庚以超常的勤奋，同时将恶补

大学课程、教学工作与研究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据王元院士统计，调入清华大学前，华罗庚已发

表数学论文６篇；调入清华大学当年 （１９３１年），
发表６篇；１９３４年，发表８篇，其中６篇刊于国
外数学杂志；１９３５年，发表７篇，其中６篇发表
于国外，有一篇还上了当时世界数学界最看重的

杂志———德国 《数学年鉴》；１９３６年，又发表 ６
篇，其中５篇发表于国外。数学专业之外，华罗庚
外语水平也突飞猛进，学习了英语、德语与法语，

１９３４年已可以用英文写作论文。１９３６年到达英国
剑桥时，已具备扎实的数学基础、独立的科研能

力、足够的外语水平与远大的学术理想的华罗庚，

即表现出深沉有恃的自信与超凡脱俗的气度，学

术秘书海尔布伦向他转告剑桥数学掌门人哈代

“两年之内可获得博士学位”的意见时，华罗庚回

答说：“谢谢你的好意，我只有两年的研究时间，

自然要多学点东西，多写些有意思的文章，念博

士不免有些繁文缛节，太浪费时间了。我不想念

博士学位，我只要求做一个访问学者。我来剑桥

大学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学位。”海尔布伦感

慨地说：“东方来的人，不稀罕剑桥大学的博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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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者，你还是第一个，我们欢迎你这样的访问

者。”剑桥留学的两年里 （１９３６—１９３８年），华罗
庚彻底摒弃浮名虚誉，尽力拓展学术视野与学习

新的知识，同时跻身国际数论前沿，不断攻克数

学难题。特别是完整三角和估计、华林问题的解

决，使青年华罗庚斐声国际数学界，留学归国后

２８岁的华罗庚破格提升为西南联大的正教授。多
年以后，华罗庚不无自豪地回忆说： “有人去英

国，先补习英文，再听一门课，写一篇文章，然

后得一个学位。我听七八门课，记了一厚叠笔记，

回国后又重新整理了一遍，仔细加以消化。在剑

桥时，我写了十多篇文章。”［３］６６－６７

华罗庚的传奇，不仅在身残志坚、自学成才、

不读博士与娃娃教授，还有植根于数学研究工作

的风格———与众不同、独具特色的风格。人们都

知道文艺创作有鲜明的个性与风格，杨振宁的体

会是，物理学研究也有风格：“一个人在刚接触到

物理学的时候，他所接触的方向及其思考的方法，

与他自己过去的训练和他的个性结合在一起，会

造成一个英文叫做 ｔａｓｔｅ，这对他将来的工作会有
十分重要的影响，也许可以说是有决定性的影响

……ｔａｓｔｅ跟 ｓｔｙｌｅ是有很密切关系的。ｓｔｙｌｅ在中国
叫风格，ｔａｓｔｅ我倒不知道该怎么译法，有人把它
译为品味，不过我想这不见得是最正确的翻译

……ｔａｓｔｅ的形成比 ｓｔｙｌｅ要稍早一点，往往在自己
还没有做研究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有 ｔａｓｔｅ了……一
个人的ｔａｓｔｅ肯定要影响到他后来的风格”［９］。

华罗庚的数学 ｔａｓｔｅ，正如杨振宁所言的物理
学家的ｔａｓｔｅ，也形成于学术生涯的早期，“作为自
学出身的华罗庚，在自学中更多地做了一些较难

的习题，由于他对解题技巧的擅长与喜爱，所以

他选择数论作为最初的研究领域是顺理成章的

事。”［１］１华罗庚智慧品质的独特性与早期自学训练

的独特性，使其形成偏爱数学技巧性的偏好。数

论被称为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研究工作有极高的

复杂性与技巧性，正如数学天才高斯所言，“除了

那些有勇气钻研到深处的人，这个至高无上的学

科 （数论）中使人心醉的迷人之处是不会暴露出

来的。”［１］３５华罗庚却从数论开始自己的职业数学生

涯，这表明华罗庚拥有高远的数学理想、非凡的

数学技巧与高度的创新自信。最终，华罗庚形成

了 “善于用直接与初等的方法来解决困难的数学

问题”的研究风格［１］５。与这种风格相联系的是令

人不可思议的神奇能力与技巧，美国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的数论专家Ｄ·Ｌｅｈｍｅｒ评论说，“华罗庚
有抓住别人最好的工作的不可思议的能力，并能

准确地指出这些结果中可以改进的地方，他有许

多自己的技巧，他广泛阅读并掌握了２０世纪数论
的制高点，他的主要兴趣是改进整个领域，他试

图推广他遇到的每一个结果［１］２３３。华罗庚高超的技

巧还征服了国际顶级数学大师外尔 （Ｈ·Ｗｅｙｌ），
他赞赏地说：“他玩矩阵就如玩数字一样。”［１０］５２

到１９４５年，华罗庚已明显是那时的领袖数论
学家之一。”［１０］２８８且屡创高峰，“由堆垒素数论，转

而自守函数，再转入矩阵几何等，其成果震动了

世界，完全确定了他作为纯粹数学若干分支的世

界领袖人物之一的地位”［１］５９。而华罗庚纯粹数学

创新的顶峰是多复变函数的研究。菲尔兹奖得主

丘成桐指出，“中国近代数学能超越西方或与之并

驾齐驱的主要有三个……一个是陈省身教授在示

性类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华罗庚在多复变函数方

面的工作；一个是冯康在有限元计算方面的工作

……华先生在数论方面的贡献是大的，可是华先

生在数论方面的工作不能左右全世界在数论方面

的发展……可是他在多复变函数方面的贡献比西

方至少早了１０年，海外的数学家都很尊重华先生
在这方面的成就。”［１］２１９如果说，华罗庚数论方面的

研究工作，标志着中国数学在观点、方法上与西

方接轨并有所独创，中国数学开始融入世界数学

主流，那么，华罗庚在多复变函数方面的工作，

则是引领世界数学新潮流的原创性工作。可以说，

华罗庚不像有些解难题的数学家，解决一、二个

数学难题而形成一、二个数学锐锋，华罗庚是连

绵的高峰峻岭，有最迷人的风景。在国际数学界

的崇高地位与巨大影响国内无人可以匹敌。

华罗庚的数论研究以及与其培养出来的年轻

一代数论学者王元、潘承洞、陈景润等人的研究

成果，在国际数论界独树一帜，与以维诺格拉多

夫为首的苏联学派，以哈代为首的剑桥学派并驾

齐驱，被称为数论研究的 “中国学派”［１］２８９。考虑

到有重大影响力的中国学派依然稀少，学派建设

仍是当今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半个

多世纪以前，华罗庚带领团队驰骋国际数学舞台，

为祖国争得巨大荣誉的贡献是何等令人惊赞！

晚年的华罗庚，不仅在精神上达到 “不为个

人为人民”的崇高境界，在学术上，也升华到数

学理论的最高层次———数学哲学思想。华罗庚一

贯的思想方法是 “从特殊到一般，从简单到复杂，

７４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总第２０１期）

从具体到抽象”［１０］５０，每项具体数学研究遵从这一

法则，整个数学生涯同样循此路径前进，从早年

的数学专业性研究走向晚年的数学哲学性探索。

华罗庚的学生、联络员与数学家杨德庄，记录了

华罗庚晚年关于数学问题的哲学思考———数学现

象、数学技术与数学工程：

“自然界存在着种种现象，物理现象、化学现

象、生物现象……也存在数学现象……数学是研

究数学现象的”。

“应用数学是一种技术，现在人们没有认识

到，将来会认识到的，等将来国际上一旦有人提

出数学技术的观点时，你就说我华某人早就看

到了。”

“华老还提出了另一重要观点：数学工程……

透过系统的数学现象，运用数学技术，建立其数

学模型与算法，并研制在计算机上可实现的软件，

这个过程自身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称之

为数学工程。”［１０］１０７－１０９

与具体的数学专业研究进入主流，引领潮流

一样，华罗庚的数学哲学探索同样领先与精彩。

数学现象的见解，是对数学本源与数学方法的新

的哲学理解，是超越传统的直觉主义、逻辑主义、

形式主义三大数学流派的独到见解，提出这一创

新见解，不仅是华罗庚本人丰富数学研究实践经

验的总结，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与认

识论的创造性发挥。这一哲学思想是国际数学界

哲学探索的先声，得到菲尔兹奖得主小平邦彦、

丘成桐、陶哲轩等杰出数学家的响应。小平邦彦

晚年感悟到了 “自然界的背后确确实实存在着一

个数学现象的世界” “数学是研究数学现象的学

问”；丘成桐同样认为， “数学的一般理论需要大

量的现象学研究”；陶哲轩也开始关注 “数学现

象”［１０］１０７－１０８。关于 “数学技术”，同样也有著名数

学家跟进与发挥：“当今被如此称颂的高技术，本

质上是一种数学技术”（Ｅ·Ｅ·Ｄｏｖｉｄ），“数学是
关键技术之关键技术”（Ｈ·Ｎｅｕｎｇｅｒｔ）［１０］１０８。华罗
庚的数学工程思想，借助计算机的广泛使用，已

贯穿于数学仿真、数值计算与人工智能等许多新

方法、新工程之中。

华罗庚还从国外的 ＣＰＭ与 ＰＥＲＴ方法，以及
斐波那契法与黄金分割法得到灵感，神奇地将二

法化繁为简、化玄为易，称之为 “统筹法”与

“优选法”，写成几乎不用数学语言，一般工程技

术人员乃至普通工人也能读懂的两本 《平话》：

《统筹方法平话及其补充》与 《优选法平话及其补

充》，并率领普及 “双法”的小分队，亲自讲解

“双法”，推广应用于生产实践，小分队十多年间

足迹遍及全国２６个省市的厂矿与农村，全国各地
印刷出版的两本 《平话》达数百万册，“全国听过

华老及其小分队讲演统筹方法和优选法的人超过

１０００万。统筹方法和优选法被国外学术界称为
‘百万人的数学’”［１０］１４７。华罗庚还向毛主席写信汇

报并寄送 《平话》，毛泽东于１９６５年７月２１日回
信：“来信及 《平话》，早在外地收到。你现在奋

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听

说你到西南视察，并讲学，大有收获，极为庆幸。

专此奉复，敬颂教安！”［１０］１４４

改革开放后，国家又将 “双法”作为科学管

理方法向全国推荐，并在许多国家重大项目的决

策咨询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中 “两淮煤炭基地

发展规划”“大庆油田开发与地面工程规划方案优

选的研究”“攀钢雾化提钒工艺参数的系统优化”

等项目，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１项、二等
奖２项、三等奖１项，以及科学院和省部级奖１０
多项［１０］１４７。

三、立言：卓识创见，新语千秋

广义的 “立言”，即古代 “立德、立功、立

言”之中的 “立言”，包含一切著作与言论。然而

在现代，学术高度分化与专业化，专业知识分子，

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其专业性著述与其

他普适性、大众化的著述之间的差别非常大。本

文 “立学”部分，是关于华罗庚数学专业研究与

应用方面的论述，有很强的专业性。而这里的

“立言”指狭义的 “立言”，即华罗庚数学专业以

外的著述，包括读书方法、活学之道、成才路径

与科学管理等方面的独到见解。

同是彪炳史册的自然科学家，立言内容差异

非常大。许多自然科学家仅有或基本上只有专业

性的著作、言论；有的自然科学家却有专业以外

的畅销书，如物理学家帕斯卡的随笔 《思想录》，

３００多年来，经久不衰；而爱因斯坦不仅物理学著
作等身，非专业性著作也量多质高、广为流传，

其中 《爱因斯坦语录》有２８万字 （中译本），《爱

因斯坦论和平》更达５０万字 （中译本），其人文

社会科学文章的数量超过物理学论文。华罗庚也

是一位文理兼通的自然科学家，又是特别善于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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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与擅长总结的科学思想家，对于如何读书、治

学与成才，不仅做得好，而且讲得出，加之阅历

丰富、境界崇高、勤奋过人，因而 “立言”深刻、

丰富而精彩。关于读书、治学、成才之道的著述，

在中国一流科学家中，惟有杨振宁、钱学森或可

比肩，但因华罗庚的诗意文采与语言锤炼更胜一

筹，故脍炙人口的警句名言独占鳌头。

华罗庚英国留学归来，曾在昆明西南联大与

闻一多同住一屋，隔帘而居，年仅２８岁的华罗庚
写下了一首叙事真切而意境隽永的诗 《挂布》：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

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第二年又写下充满家国

情仇的 《寄旅昆明》：“寄旅昆明日，金瓯半缺时。

狐虎满街走，鹰扑地飞。”［７］１正值数学研究黄金

年龄并已站立世界数学高峰的华罗庚，同时能写

出反映中国抗日战争时代一幕的史诗，可谓是德

艺双馨、文理灵通的奇才。

１９５６年第七期 《中国青年》发表了华罗庚

《聪明在于学习，天才由于积累》一文。华罗庚本

人虽是天才，但他不看重先天资质，而更注重自

己可以掌握控制的学习与积累，也即将天生资源

充分挖掘出来的办法与途径，这在教书育人方面

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样的概括与口号，有利于

鼓励一切有上进心的青少年努力学习，持久积累，

不断向更高的目标前进。前人并非不懂得这个道

理，但是华罗庚将高不可及的 “天才”、人人企求

的聪明与切实可行的 “学习” “积累”，直接挂起

钩来，虽说浪漫，却不失深刻与务实。文章一经

发表，“聪明在于学习，天才由于积累”一语，不

胫而走，成为广大教师、家长与青少年耳熟能详

的警句名言。

１９６２年，华罗庚发表 《和青年谈学习》一文，

提出了 “由薄到厚、由厚到薄”的读书名言，为

人们指明了学深学透基本知识所需遵循的读书过

程。“由薄到厚、由厚到薄”，短短８个字，简单
明快，能触动每个读书人内心的感受，引起最广

泛的共鸣，具有广植人心的影响力。华罗庚对读

书过程哲理的总结提炼，与其简洁漂亮的数学证

明有异曲同工之妙。

１９７９年，华罗庚独出心裁，为完善治学中的
薄弱环节，在 “深”与 “广”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 “漫”。这个在治学领域里独创的 “漫”字，

是为回答已经深入掌握一个分支后，如何转到另

一个分支的问题：“我们从一个分支转到另一个分

支，是把原来所搞分支丢掉跳到另一分支吗？如

果这样就会丢掉原来的。而 “漫”就是在你搞熟

弄通的分支附近，扩大眼界，在这个过程中逐渐

转到另一个分支，这样，原来的知识在新的领域

就能有用，选择的范围就会越来越大……鉴别一

个学问家或个人，一定要同广，同深联系起来看，

单是深，固然能成为一个不坏的专家，但对推动

整个学科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单

是广，这儿懂一点，那儿懂一点，这只能欺欺外

行，表现表现他自己博学多才，而对人民不可能

做出实质性的成果来。数学各个分支之间，数学

与其他学科之间实际上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钻一科的同时，把与自己学科或分支相近的书

和文献浏览浏览，是大有好处的。”［１１］３１９

华罗庚的 “漫”字，在学科专业交叉越来越

重要的今天，意义更加深远。我们不仅要学习华

罗庚关于 “漫”的理论说明，而且应该从华罗庚

“漫”的科学实践示范中获取具体的教益。华罗庚

的数学生涯涉足数论、典型群、调和函数、多复

变函数、偏微分方程组、数值积分等众多领域，

且都有独创。华罗庚因此多次经历 “漫”的分支

转移，其中最令人称道的得意之笔是主动放弃学

术主攻方向———数论而毅然转向。当时，经过多

年深耕，华罗庚已是国际数论界的领袖学者之一，

对完整三角和估计这一历史名题的创造性解决以

及对华林问题的重要改进，都成为数论的经典之

作。但是，华罗庚睿智地看出，作为数论研究基

本方法的维诺格拉朵夫的韦尔和估计方法，已用

到尽头：“我已经明白维诺格拉朵夫的韦尔和估计

方法不仅主阶已经无法再改进，甚至次阶，即对

数阶亦去不掉。如果还有可能作出本质改进，我

是不会改行的。”［６］１１６华罗庚的学术悟性与判断力非

常高明，在昆明以外数千公里的苏联，维诺格拉

朵夫本人也在对他的研究生斯捷潘诺夫说：“我的

方法所能得到的重要结果，我已做了，你还是搞

点别的吧！”斯捷潘诺夫听从导师劝告，改换方

向，并在有限域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华罗庚

基本中断数论研究后，在多复变函数领域成为原

创者之一，登上一生数学生涯的顶峰。

华罗庚还有一个重要的治学经验———特别看

重技巧训练。这虽与数学专业有一定关系，但是

其基本精神无疑适合于各行各业。只要谈到治学，

华罗庚几乎都会涉及技巧训练问题，并且提出了

自己的独到见解：“方法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

９４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总第２０１期）

是熟 能 生 巧”［１１］２８５。并 强 调 “基 本 技 巧 烂

熟”［１１］２８２，而且提醒后学，不因高深的技巧而轻视

浅易的技巧，“切不可以为……懂了较高深的部分

了，而对较浅的、较易的部分产生 ‘不值一顾’

的看法。这种态度将会使我们生疏了已获得的技

巧，因而难以再进一步”［１１］２６０。将 “孰能生巧”视

为方法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耐人寻味的，而有了

高深的技巧不应偏废浅易的技巧，也是超越常人

见识的。华罗庚认为，“检验我们消化没有，弄通

没有的最后标准是实践，是能否灵活运用解决问

题……囫囵吞枣地学了一阵，忘掉一阵，再学再

忘，白费时光是小，使自己 ‘于国于家无望’是

大，更可怕的是好高骛远。”［１１］３１５－３１６学了很多方法

技巧，样样不精，不能灵活运用，就不如熟能生

巧地掌握一种；许多人追求时髦，喜欢学习各种

新颖的方法技巧，即令是高深的新方法技巧，若

学得不深不透，还不如深入地掌握浅易的技巧，

尚可实际运用。更何况方法技巧的灵魂是适用对

路，用当其所，无论高深的与浅易的方法技巧运

用的最高境界是各得其所，娴熟妙用。

华罗庚关于方法技巧的独到见解，以其科研

的丰富实践经验为基础。华罗庚长期驰骋于纯数

学与应用数学前沿，常常以娴熟的数学技巧征服

同行，包括以初等数学方法出奇制胜，因此而留

下许多出神入化的佳话。抗战期间，兵工署长俞

大维博士请求华罗庚破解美军截获的日军轰炸昆

明的密码， “华罗庚在一夜之间就将难题做出答

案，而且非常简捷切题圆满。”俞大维收到此答案

后非常惊奇，因为中外许多专家几年都算不出来。

华罗庚之所以有如此神功，是因对密码学中常常

使用的梅比乌丝反转公式非常娴熟［６］１２４－１２６。华罗

庚还对其学生王元院士说过 “一顿饭工夫解决一

个数学问题”的故事：一位美国朋友困于一个数

学疑难问题，开玩笑地说：谁帮助解此难题，就

请他吃无穷多餐饭。华罗庚知道后，边吃晚饭边

思考，吃完饭就有了解题的腹稿，朋友的难题迎

刃而解［６］１５４。华罗庚还多次娴熟运用初等数学方

法，简捷巧妙地解决世界数学难题。１９３８年在剑
桥大学当访问学者时，数论是剑桥学派研究的中

心问题。此前学派领袖哈代曾与印度数学天才拉

马努扬合作，以初等算术问题转变成高等分析问

题的巧妙方法，创造了数论研究的圆法，推进了

华林问题的研究。而华罗庚反其道而行之，在数

论的另一个著名问题———塔内问题上，“用很初等

的方法来证明他的 （一个不等式），他的文章总共

只有 ６页，而且是不引用一篇参考文献的文
章”［６］８７。华罗庚由此将塔内问题研究推进到最高

水平。１９４９年，华罗庚被聘为美国依里诺伊大学
教授，王元院士赞叹说：在研究 “体”论的半自

同构问题时，“华罗庚的证明只有半页，仅依赖一

个初等的恒等式”“芝加哥大学邀请华罗庚去演讲

体的半自同构问题。通常演讲为一小时，可是这

次华罗庚将定理的证明过程都详细讲了，总共还

没 有 用 到 一 刻 钟，真 是 别 开 生 面 的 演

讲啊！”［６］１５５－１５６

华罗庚还创造了许多独出心裁而境界很高的

新语名言，如关于学术交流要不怕暴露自己短处，

要有向高手请教的勇气：“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

手”［７］２８８；对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古训的创造

性发挥：“树老怕空，人老怕松。不空不松，从严

以终”［７］２８９；提出与王国维治学三境界异趣互补的

治学四境界： “１照葫芦画瓢地模仿……２利用
成法解决几个新问题，３创造方法，４开辟方
向”［７］２４３－２４４。

此外，华罗庚有深厚的国学修养，对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诗意文采，不仅能心领神会，而且有

独具匠心的创作。仅 《华罗庚诗文选》就收录诗

词６１首，其中有对联、律诗，还有西江月、渔家
傲、十六字令、破阵子等词。华罗庚的诗词创作

与数学研究一样常常突破旧识，富于创意。不少

作品意境深远，诗意隽永，且有独特的科学趣味。

唐代卢纶的诗歌 《塞下曲》： “月黑雁飞高，单于

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是千古传颂

的名诗，华罗庚以科学的眼光对其提出疑问，写

成 《＜塞下曲 ＞质疑》： “北方大雪时，群雁早南
归。月黑天高处，怎得见雁飞？”［７］１３华罗庚还对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嵌名联、拆字联兴趣盎然，造诣

精深。１９５３年春天，华罗庚参加中国科学院访苏
代表团，大家坐长途火车赴苏，途中华罗庚忽生

灵感，与大家玩嵌名对联的游戏，并指着钱三强

先出上联：“三强韩赵魏”，却无人能对。待华罗

庚指着赵九章对出下联 “九章勾股弦”时，众人

无不惊叹其构思之妙、对仗之工。

四、结语

在华罗庚诞辰１１０周年的时刻，让我们再一次
仰望这颗数学巨星：使中国现代数学登上世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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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民族英雄，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的文人贤士，

举世景仰的传奇科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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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科学期刊ＡＭＩ综合评价”Ａ刊扩展期刊。自创刊以来，本刊以其独特的学术地位与
刊物风格深受军内外广大教育理论工作者、高校师生及教育管理人员的欢迎和厚爱。本刊来

稿需观点明确，论证充分；结构严谨，层次清晰；资料可靠，数据准确；文字精炼，图表规

范。本刊用稿格式详见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专题网站 （国防科技大学官网首页有链接）。

篇幅 （含图、表）８０００字左右为宜，军内作者投稿时请同时提交论文保密审查证明。《高等
教育研究学报》每期定价１５元，全年８０元 （含邮资）。

欢迎订阅与投稿！

本刊投稿方式如下：

网 址：ｈｔｔｐ：／／ｇｄｊｙｙｊｘｂｎｕｄｔｅｄｕｃｎ（互联网）　ｈｔｔｐ：／／ｇｄｊｙｙｊｘｂｇｆｋｄｍｔｎ（军网）
Ｅｍａｉｌ：ｇｄｊｙｙｊｘｂ＠ｎｕｄｔｅｄｕｃｎ（互联网）　ｇｄｊｙｙｊｘｂ＠ｇｆｋｄｍｔｎ（军网）
地 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德雅路１０９号国防科技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编辑部

（邮编：４１００７３）
联系电话：０７３１－８４５７２３９３（地方线）　０７３１－５７２３９３（军线）

０７３１－８４５７３５９８（地方线）　０７３１－５７３５９８（军线）
联 系 人：毛鸽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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