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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2013 年度迎新大会上的讲话

各位同学：

很高兴参加为今年本科生与研究生联合举行的迎新大会。刚才同学们的发言非常精彩，

院领导也做了重要的讲话，希望大家认真记取，我在这儿想和大家拉拉家常，谈谈想到的

几个方面，一是热烈欢迎，二是殷切期望，三是郑重建议，供大家参考。

首先是对大家来到复旦、参加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表示热烈的欢迎。人们常说：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复旦数学学院也是这样。每年一大批同学毕业离校，又有一大批

新同学进校学习，形成了一个生生不息的良性循环状态。你们的到来，为我们数学学院增

添了活力和朝气，是学院兴旺发达的标志和保证，更给学院带来了动力和希望。我们坚信，

评价一个学校，靠的不是那些暂时性的指标和政绩，例如每年发表了多少篇论文之类，而

是要看她的主要产品，即学生，在毕业后走上社会，为国家、为人民、为人类建功立业的

实际表现，看经过岁月的考验和环境的变迁，涌现出多少出类拔萃的科学家、企业家、政

治家，出现了多少为人们称道并引以为豪的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们的成长与成才，

不仅是你们个人的事，也密切关系着我们学校和学院的未来。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大家的

热烈欢迎，绝不是应景的客套，而是发自内心的。

下面对你们要谈的是期望，同样不是客套话，而是十分殷切的。我们殷切的期望是什

么呢？是期望你们真正懂得珍惜：珍惜你们复旦人的身份，珍惜你们所学的专业，珍惜你

们在复旦的宝贵学习时光。

李大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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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成为复旦的学子，无疑是值得庆幸的，相信你们也一定会引以为荣。但是，入学

不应是你们的终极目标，也不能自动转化为你们今后的成功与辉煌。取得了复旦学子的身

份，不等于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复旦这个成长与进步的平台，不等于在复旦将会一帆风顺，

不等于在毕业时能毫无悔色地面对自己的一切，不等于能为自己一生的发展打好一个坚实

的基础。因此，希望大家务必珍惜这个珍贵的起点，用加倍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那些进了复旦就觉得自己壮志已酬的人，看中的只是复旦的这块招牌，而不珍视与这

个招牌相应的真才实学的内涵，是很难走得远的。有人一考入复旦，就急着想下一步到哪

儿去，就又在为自己设计一个新的前程（例如出国、找一个好的工作等等），甚至不务正业，

忙着为进入下一阶段进行种种自认为必要的准备。这样做看来很精明，但实际使自己沦为

一个匆匆来去的过客，人在复旦，却心浮气躁，放松了正规的学习和严格的训练，将来难

免悔对在复旦虚度的岁月，这是很不明智的。只有脚踏实地，认真地把握现在，才是对未

来发展最好的铺垫和准备，才有光辉的未来。苏步青先生曾经说过：“要把自己的学校看

成最好的学校，要把自己的老师看成最好的老师。”我的理解，就是强调要面对现实，在

自己所处的实际客观环境下尽最大的努力做得更好，这是前辈先贤给我们的忠告，希望大

家铭记在心，充分珍惜复旦学子这一身份，全身心地在复旦茁壮地成长。

要珍惜你们所学的数学类专业。数学是一个人一生中学得最多的功课，然而，为什

么要学习数学？为什么要学好数学？可能并没有太多的人认真地思考过。大家是数学的本

科生及研究生，希望能够认真地想想清楚。你们为什么选修现在的专业深入学习，也希望

认真思考一下。我想，相当一部分同学是真正非常热爱数学的，希望将来能成为一个数学

家，一辈子献身数学。对他们来说，如饥似渴地学习数学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还有很大的

一部分同学，既对数学有兴趣，也深知数学的重要性，但他们是希望先打好一个数学基础，

将来转入到其他各行各业发挥作用的。这也是学习数学的一个良好的出路和动机，众多有

着良好数学基础和修养的毕业生进入各行各业，不仅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些行业的面貌，而

且对数学发展本身也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带来极大的推动，同样是值得鼓励和支持

李大潜院士在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2013 年度迎新大会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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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是，尽管将来要进入各行各业，你们和其他人相比的优势不在别的地方，而在你们

数学上的积淀；你们将来在新的环境中能不能脱颖而出，靠的也只能是你们在数学上的优

势，而不是其他！因此，对所有的同学来说，努力学习数学，学好数学，尽可能学得出类

拔萃，不仅是现阶段对你们的学习要求，也是对你们未来发展的战略性的投资，是终生受

用不尽的。

希望大家要充分珍惜在复旦的学习时光。三年、四年、五年，看起来时间很长，但如

果不抓紧，一晃就会过去。本科新生中的大多数同学在中学阶段经过了漫长的应试教育的

训练，想必是相当累了。到了大学，没有老师盯得你们紧紧的，课业表面上也不太重，你

们中的相当一些人还可能缺乏自制的能力，很容易在一开始处于一种松垮的状态，优哉游

哉一下，甚至沉醉于上网、玩一些无聊的游戏等等。这一放松，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等到

发觉大事不好，想要抢救过来就难了。为什么呢？数学这个学科逻辑性强，整个体系十分

严谨，一环扣一环，前面没有很好掌握和理解，后面学习就会有本质上的困难。形象地说，

数学学习和在食堂里打饭不同，是不能“插队”的！一开始放松，就很难抓得回来，就可

能永远被动下去，甚至一蹶不振。一开始不抓紧，往往就可能输在起跑线上！而到了临近

毕业的时候，相当大的一部分人要忙着找工作或找出路，往往像热锅上的蚂蚁，想要静下

心来学习恐怕就成了一个奢望了。因此，在你们刚进校的时候就要提醒你们 ：你们的时间

不多了！一定要有一种紧迫感，对在复旦的学习岁月加倍地珍惜。

总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对学校、对专业、对时光，要高度的珍惜。决不可掉以

轻心，使时光虚度，岁月蹉跎，将来后悔莫及。

最后，为了在复旦这一段有限的时间中能认真地学好数学，郑重地给大家下面一些建议：

第一，从中学到大学，从本科生到研究生，学习要求和学习环境都有重大的变化，但

大家一开始可能没有感觉，而一旦感觉到了，往往为时已晚。建议大家认真体验、讨论与

总结，将自觉地改变自己的学习方法作为开始阶段的第一要务，力争在转折点处掌握先机，

抓住学习的主动权。

李大潜院士 2008 年获法国荣誉勋位骑士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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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学习态度的层面，要坚持认真、刻苦的学习，不能松懈。有一分劳动，就有

一分收获，这是永恒的真理，数学更不能例外。不出气力，玩小聪明，偷工减料，含糊敷

衍，都是不行的。我们有少数研究生，学习不刻苦，不投入，平时的办公室在晚上往往是

乌灯熄火，到了周末，办公室里更是很少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的劳动强度不要说远远比

不上那些发愤图强的同学，甚至远远不如我们一些年纪大的老师，对此，我们是很有意见的。

这样的师兄师姐，不应该成为你们的榜样。希望从你们开始，能够开辟出一个崭新的局面。

第三，从学习方法的层面，要掌握学习数学的诀窍，达到事半功倍、举一反三的效果。

我们有些同学，学习积极性是很高的，劲头来了，胃口很大，总希望学得更多一些，学得

更快一些。他们选修了很多课程，甚至外加了很多额外的负担，把时间排得满满的；同时

追求那种一目十行、七步成诗的高速度和才子风范，但效果往往不好，甚至适得其反，越

搞越被动。这不是一个学习数学的正确方法。最近我在和一些同学的谈话中，针对他们在

学习上贪多求快、不求甚解的情况，明确总结了一个学习数学的“四字诀”，现在告诉大家。

哪四个字呢？少、慢、精、深。我觉得，数学学习的好坏要看是否理解深入、运作熟练及

表达简明这三个方面，关键是要深入的理解，达到精深的地步。而为了达到精深，不能多、

快，只能少、慢。要学好微积分，一本真正好的教材就够了，用不着像文科那样博览群书、

一口气看上好多本。平时的学习也不宜平均分散力量，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打下一个据

点就牢固占领一个据点。这样，虽然一开始不贪多，但日积月累就会根基扎实地积少成多，

实现由少到多的转化，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结构和范围。而只有慢，不片面地追求速度，

才能细嚼慢咽，反复思考，才能深入地理解，透彻地领会，真正掌握数学的真谛。我在上

大学的时候，陈建功先生给我们上实变函数论的课。这门课很难，一堂课下来，真正弄清

楚的不太多。我课后要认真地破译他那本相当浓缩的自编油印讲义，改正一些印刷上的错

误，补充不少证明的细节和自己的点滴体会，一直到彻底弄懂为止。这样做，通常要花上

二、三倍的时间，可以说是慢到极点。但破译了这一本“天书”，以后碰到再难的“天书”

也不害怕了。这在当时就给我带来了深切的感受和极大的愉悦，而且影响和造就了我的一

生。应该说，这是我在大学中收获最大的一门课程，因为它不仅锻炼和考验了我的自学能

力和方法，而且极大地增加了我的信心和勇气。这不是“快”的功劳，而是“慢”的功劳。

精工才能出细活，也才能逐步实现由慢到快的转化。这样得到的快，才是真快，才是无后

顾之忧的快，才真正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

少、慢的目的是要达到精、深。怎样达到呢？需要大家不断地总结经验。我这儿只向

大家介绍华罗庚先生提倡的一个读书方法：由薄到厚，由厚到薄。首先要由薄到厚。要反

复思考、分析有关内容的关键和重点，抓住论证的核心和要害，了解材料的来龙去脉，读

出自己的体会，读出书本及教师没有直接说出来的深刻的内涵，也包括提出自己的问题与

困惑，等等。这样读书，书自然由薄到厚，认识也逐步走向深入了。但这不是全部，还要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抓住问题的本质和核心，做到由厚到薄。真理总是朴素的，本质的东西

往往是简明扼要的，到了一定阶段，通过认识的升华，就会发现你所面对的这一大堆东西

其实很简单，三言两语就可以点出它的本质，这就由厚转向了薄。这样的薄，经过了否定

之否定的过程，已与原来的“薄”有了本质的不同，可以说，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融会

贯通的地步了。

第四，学好数学，要重视严格的数学训练，其中很重要的一环，是要认真做好习题。

苏步青先生曾经做过一万道微积分题，他功底扎实，再烦再难的推导及计算都不在话下，

决不是偶然的。你们平时看书、听课，有些东西一时弄不明白，有些习题一下子做不出来，

并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是很正常的，深入思考一下或过一定的时间，学到后面，往往

会自然得到解决。但是，有一件事却是很不光彩的，就是依赖市场中贩卖的“习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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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不出的题目一抄了事，甚至自己可以做的题目也一抄了事。这使老师布置的训练要求，

使严肃的学习任务，统统化为泡影，自己更得不到应有的锻炼与考验，自欺欺人，害人不浅。

想想看，是怎样一些人为了盈利的目的去提供这些充斥市场的东西呢？我们数学学院有老

师在干这些无聊而有害的勾当吗？你们这些堂堂复旦大学的大学生，这些抱负和眼界都甚

高的青年学子，难道没有一点自尊心和荣誉感，心甘情愿地让这些“习题解答”牵着鼻子

跑吗？将这些货色作为自己的拐杖和依靠，不应该觉得惭愧甚至羞耻吗？！我在这里郑重

地希望大家，将这些“习题解答”像学习上的毒品那样坚决予以抵制与抛弃，像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那样与之作坚决的斗争，以净化我们周围的学术和学习风气，努力学到一些货真

价实的本领。

第五，最后一点，学习贵在创新。对数学的学习，当然不应生吞活剥、死记硬背，也

不能只提倡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要注意培养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

希望大家的脑筋一直处于一个活跃的状态，不断对老师、对书本、也对自己提出种种问题，

努力促进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努力培养自己成为一个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优秀

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鸦雀无声、座无虚席的听、讲课的状态，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要勇于质疑，大胆提问，使讨论和争论成为风气，你们的成才才有可靠的保证，数学的发

展才有真正的希望。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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