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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须引路  功夫法自修

——王元院士谈数学教学

蒋文燕

《数学文化》2011 年的编者按 ：王元院士是国际知名数学家，他在数学的诸多领域中都做出

了杰出的贡献。他开创了中国在哥德巴赫猜想“a+b”命题研究上的先河，他与华罗庚先生共

同提出计算高维数值积分的方法，国外称为“华—王方法”。王元先生还曾担任中国数学会理

事长，积极推动中国数学的整体发展。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使他对于数学、教育、社会和人

生都有深刻的见解。我们特邀蒋文燕博士对王元先生进行了深度采访。

蒋文燕于 2002 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得博士学位，同年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目

前在匈牙利罗兰大学孔子学院担任中方院长。蒋文燕博士从数学圈外人的角度，就数学教育

等问题向王元先生请教，谈话的内容相信对于读者会很有启发。

王元院士是中国数学会原理事长，也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他在数论、高维数值积分等领域

做出了重要学术成果。今年 5 月，元老以 91 岁的高龄在北京辞世。本通讯得到《数学文化》

期刊的授权，重登元老十年前接受的采访，以表达中国数学会对王元理事长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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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元院士的交谈实际上是从 2009 年秋天陆续开始的。当时元老在晨兴数学中心领导着一个

“数论讨论班”，每周六早上九点他都会准时开讲。我完全是数学的门外汉，在旁听的那一个

多小时的时间里，元老所讲的与其他数学家所讨论的东西对我来说无疑形同天书。我诧异和

感动的，是元老讲课时的体态神情。他的眼神炯炯，带着笑意 ；字迹娟秀，透着童心。而且

无论是自己讲课，还是与人讨论，元老都面带笑容，或颔首微笑，或会心大笑，那股子精神

气让人很难相信他是一位八十岁的老人，一年多前还动过大手术。

在元老完成授课和讨论后，他会提前告退，由我陪着他走回家。一路上，我们穿过宝马车与

三轮车并驰的街道。过马路时，我扶着元老，心里却多少有些紧张，在我所见，没有车辆会

为这样一位身躯瘦弱、衣着朴素的老人稍稍减缓车速。而元老判断通过马路的时机却比我坚

定，他果断又慎重地走走或停停，穿行在这片已经走了五十八年的街区。

天气好时，我们会在途中的“新科祥园”小区坐一会儿。元老说他常在这里休息。在秋天温

暖阳光的照耀下，看着眼前玩耍的孩童，聆听元老的谈话是极令人享受的时光。他谈到令他

尊敬的师长，“中国的数学家中，华罗庚先生是比较特别的。他的工作特点有两条，一是深刻，

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对数学的理解还比较肤浅，而华老搞解析数论比一般的东西要

1930 年，王元与母亲 1937年，王元与家人，第二排中间为王元，三排中间为祖母，后排右二
为父亲，三排右为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