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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说过 ：“天空没有留下鸟的痕迹，但我已飞过。”2019、2020 这些

数字所代表的年份都成了过去，其间的熙熙攘攘也成了往事，这其中，华为力

抗美国政府打压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令人瞩目。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斗争的“痕

迹”也会减淡，甚至不见，但它飞过，它促使国家和人民反思强大一个国家和

民族的基础是什么。任正非先生，华为的领头人，他说 ：华为的发展离不开数

学；《人民日报》，国家权威媒体之一，提出“灵魂拷问”：数学到底有多重要？

并以数学对多个涉及国家和人民安全、发展、生活的重大领域的支持给出回答：

数学很重要 ；国家也进一步明确了发展和强大基础科学以及培养相关人才的战

略方向。

然而，我们身边也充斥着

很多声音 ：有了计算器、还需

要训练计算么？工作、生活中，

再也不需要解方程、求积分、

研究算法，学数学对个人还有

什么用？工作在教育一线的数

学教师也有困惑 ：教学中，让

学生学好数学的标准是什么？

中国的学生数学考试成绩好，

但是高精尖的数学人才和创新

能力却仍然缺乏，这其中的距

离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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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初，河北师范大学 AR 重点实验室举办了高端“数学文化与

传播线上系列讲座分享会”，邀请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不同领域的知名企业

代表一起分享对数学之能的思考。百川入海，诸位嘉宾的共同体会是 ：数学之

能的“能”，首先是指基础能力——数学为一切科学提供基础能力 ；数学之能

的“能”，其次是指思维能力——学习数学培养的思维能力是解决问题的强大

工具 ；数学之能的“能”，亦是关于“能不能”的问题——云计算、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各个领域蓬勃发展、成就卓著，数学还能不能继续提供支撑？

 

中国科学院袁亚湘院士以《数学无处不在》为题，开启了关于数学之能的

第一场思考，而他的题目也是对数学是一切科学的能力基础的呼应。袁院士首

先用数学王子高斯提出的一个观点进行佐证，高斯说在所有的科学中间，数学

是最重要的。达 • 芬奇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数学是所有自然科学的基础，如

果一个学科，它没有用到数学的话，那就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达

尔文说 ：“所有的新发现都是以数学为表达形式，因为除了数学我们没有别的

指导原则。”中国计算机学会人工智能与模式识别专委会主任、来自北京交通

大学的于剑教授在“名家名企之道”中也谈到，机器学习是一个新的学科，其

最终还是需要用数学的公理表达出来，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他一直致力于机

器学习公理化的研究并且著书《机器学习 ：从公理到算法》。袁院士也用盖房

子做比喻，把数学比作很深的地基部分，说明数学作为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支

撑着许多工程技术，以及其他学科。以爱因斯坦从事物理研究为例，他曾经请

过一位数学家列维 • 奇维塔帮他修改论文，他对这位数学家利用数学解决问题

的能力赞不绝口，他说 ：“我欣赏他优美的推导方法，比起我们不得不用脚艰

难地走，骑上数学的骏马在原野奔跑是多好啊！”爱因斯坦用这个比喻来说明

用数学武装头脑和不用数学武装头脑的差别之大。即便在自然科学之外的领域，

如艺术，独特的数学之美仍然给予了该领域极大的启发以及发展的支撑。袁院

士展示了几张平面 / 立体的图片，包括莫比乌斯环、分形图形等，他们的对称美、

袁亚湘 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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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美、无限美是很多艺术创作和作品的灵感之泉 ；在音乐领域，著名的黄金

分割点与乐曲的高潮章节有着不可思议的重合。另一方面，袁院士还从国内外

对数学人的认可角度，来诠释无处不在的数学基础支撑能力。他介绍了我国庆

祝建国 60 年时，评出 100 位突出贡献者，其中有两位数学家，华罗庚和陈景润，

他们做为数学人的代表为建国以来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西方，无论是货

币上还是诸多标志性建筑物里都有数学家的画像，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们所从

事的数学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是基础的、伟大的。

教学相长，这四个字经常被笔者的导师提及，四个字的背后是数学家们谦

逊和求实的态度。殊途同归，问答环节中的一位中学老师提出的问题，激发了

袁院士的一个精彩回答，揭开了什么是数学好的谜题，这样的“问答相长”，

受益者众。这位老师提出的问题是，国家数学课程的标准强调老师在教学中不

仅要教知识技能、还应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习惯，请问应该培养学生哪些

有效的数学方法学习习惯？袁教授回答说 ：“中学数学教学不能简单地以教知

识为目的，更重要的是要教授相关的方法和技巧。评价一个学生，不是以评价

他知识储备为标准的，而是以学会‘学习的本事’来评价”。袁院士提出，数

学好是有本事做“不会的”数学。这一点引发了关于数学思维的更广阔的思考，

同时揭示了数学之能，其意亦指学习数学所培养的思维能力是解决问题、探索

未知领域的有力工具。

无独有偶，阿里巴巴高级技术专家蒋佳忆博士回忆在北京大学数学系读书

时的体验，也强调了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以及数学所培养的思维能力的强

大。蒋博士回忆到，在一次准备考试的过程中，他有一位同学的复习方式就是

先看目录，然后从第一章节的定义开始，一直推导到最后一章的最后一个定理。

蒋博士说，那一次他切身地感觉到了为什么数学是所有学科之母，真的是逻辑

的艺术。他意识到，数学和其他学科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它既不是实验

学科，也不是文科，在数学的学习上，你几乎不需要记任何东西，只要你的方

法是正确的，你的逻辑推导的方式和技巧是正确的，那么你几乎可以从了解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