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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0 年 5 月份，应中国数学会、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和中国运筹学会的

邀请，田刚院士、席南华院士为广大数学爱好者作了网络科普讲座。本《通讯》

上期刊登了田刚院士的演讲，本期将刊登根据席南华院士的演讲整理的材料，

以飨广大读者。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谢谢大家在周末星期六的下午听这个报告。

我今天要说的是“数学的意义”。

数学，要说爱你不容易，不管你是天才还是庸人，都是它虐待的对象，差别

在于有人在这虐待的过程中得到快乐，但大部分人得到的是痛苦。痛苦的一

个根源是其实我们并不认识它，撇开我们在与数学打交道的过程中的不愉快

或愉快，今天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一个轻松的带着喝下午茶的心情，带着

一个旁观者的心态，来看一看数学的意义。

提起数学，我们会想到什么？从小学到大学都有数学课，它在最重要的课程

数学的意义   席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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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列。我们也知道，在日常生活和科学技术中，它很有用。除此之外可能就

想得不多了。换句话说，对数学的本质，它为什么有用，甚至更进一步为什

么有数学，数学除了实用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含义，就不大想了，这似乎和我

国文化的实用主义是有关系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说我们对数学的认识

是很不足的，我们看见的实用只是数学的一个面，是冰山一角。

数学理论的源头在古希腊，我们有谁不知道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呢？它的数学

发展的水平之高，即便在今天看来，都是让人感到非常吃惊的。它为什么会

是这个样子？它的产生当然与希腊当时的文化和哲学是分不开的。跨越时空，

让我们来到 2000 多年前的希腊，看他们是怎样认识数学的。他们说，“数学

是现实的核心，万物皆数，数统治着宇宙”等观点，都是出自毕达哥拉斯学派，

柏拉图学派是深受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数学研究量与形，但这么说还难以感受数学的重要性，也很难联

想到数学是现实的核心。大家想一下，有什么东西没有量与形的属性呢？换

句话说，量与形是物质与事物的基本属性，不管是什么东西，它的这两个属

性是摆脱不掉的。数学研究就是这些基本的属性，这决定了数学的价值，也

使我们明白，数学它是基础而重要的。说它是现实的核心也就不奇怪了。

如果我们想要对数学有很好的认识的话，就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上它是怎

么产生的。为什么能够产生数学、人们是怎样一步步建立数学体系的？就是说，

在遥远的过去数学是什么样子？

其实整个历史过程是非常的漫长，数学有很长的历史，不像有些学科非常的

短，可能就是 20 世纪开始的，但数学不一样，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有理论的

学科出现，还是 2000 多年前。应该说公元前 600 年到公元前 300 年期间，欧

几里得《几何原本》它就是一个光辉的典范，它把古代时候的数学都系统的

整理出来，用公理化的方法处理，整个思维体系影响了后面两千多年。他的《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