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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刚院士讲述“数学内外”

数学作为最古老而又最活跃的科学之一，在当今世界许多重大前沿领域的创

新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本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许多专家学者

利用数学工具对疫情感染规模、传播风险等方面的分析与预测也发挥了重要

作用。为了让更多数学爱好者领略数学魅力、普及数学知识，5 月 10 日，中

国数学会联合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中国运筹学会倾情邀请田刚院士为

大家带来题为“数学内外”的网络科普讲座，央视频、知识分子对此次讲座

进行了同步直播。

田刚院士以“数学内外”为主题，将数学比喻为花园，向公众讲述站在各种

角度欣赏数学这座“花园”所获得的奇妙体验。田刚院士先从身边能感受到

的数学之美开始，介绍自然界中花朵呈现的斐波那契数列，谢克洛弗拉清真

寺屋顶使用的双螺旋图案，以及达芬奇画作中运用的“黄金分割”定律等数

学理念，展示了数学通过自然和艺术等表现的美。

田刚院士认为数学作为科学之母，它的抽象和严谨，也决定了需要有一些基

础和投入更多的理解力才能真正感受它更深刻、更美妙的魅力。田刚院士带

观众回溯了数学的起源，经历了实物记数、结绳计数、陶筹计数等形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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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最终从具体物品中、从现实中抽离出来，获得了新的生命形式。数的概念

产生之后，数学开始逐渐形成独立的学科。

田刚院士随后以几何学为例，介绍了数学在早期的发展情况。早期的数学主

要是与测量工程等生产紧密相关，解决实际的生产生活问题。随后向观众展

示我国新石器时代陶罐的几何纹饰之美、古埃及的金字塔建造包含的数学思

想、古巴比伦的有趣计数法等。经过初期的发展后，数学不再局限于田间地头、

修筑工程等与农业生产等息息相关的技术，而是逐渐形成了一门研究数量、

结构、变化、空间等概念的学科。

数学形成学科之后，越发突显这样的几个特点：数学的指向是现象背后的客

观规律，它是抽象的，严密的逻辑是其基础。数学追求的是抽象美和终极真

理。它逻辑性强并以兴趣和好奇心为首要驱动。它的正确与否不因人的意志

而改变。

以《几何原本》为起点，田刚院士进而以生动有趣的例子介绍了勾股定理的

证法、柏拉图立体、素数定理、非欧几何学等经典数学理论，阐述数学的本

质其实是一种抽象严密的逻辑体系。数学研究的最初目的往往不是为了功利，

最后却获得特别的效果和重要的应用。可以说，数学是不以“有用”为研究

的原点，但是一旦取得了数学中思维的突破，实际上它却又是极为“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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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刚院士还深入数学研究的内核，深入浅出地向观众介绍人类在拓展数学思

维边界之路上所取得的突破和探索。千百年来，一大批数学家在拓展人类思

维边界的道路上，不懈努力，取得了众多的杰出成果。数学不仅在学科内部

不断发展壮大，而且它还与物理、经济学、医学等等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推动，

一同发展。根据历史发展的经验，数学在发达国家的科学战略中始终居于最

重要的地位，我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不能缺少原创性的科学研究，不能缺

少原创性的数学研究。田刚院士最后以一副数学对联结尾，希望更多的有志

之士，加入到数学研究的行列之中。

针对热心观众的提问，田刚院士也进行了细致的作答。对于我国中学生在世界数

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屡获佳绩，却至今无人获得菲尔兹奖这一问题，田刚院士表示，

奥数竞赛和做数学研究是两回事，竞赛是在指定时间内解出一道给定的题目，而

做研究需要自己去开发问题，对时间要求没有那么严格。我国已有很多数学家做

出了优秀的数学研究成果，相信在不长的时间内一定能够拿到大奖。比起得奖，

对数学发展更重要的还是产生一些对人类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工作。

对于接触一个相对新的数学领域的学习方法，田刚院士建议，打好基础对学

习新领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先读一些相关领域的书籍了解基本概念，再根

据兴趣读一些论文，可以通过设法推广延伸，深入理解论文的结果和方法，

多思考，努力解决一些问题，做研究一定要有耐心，不必太过担心效率。

对于家长在家庭生活中如何有效培养、建立孩子的数学思维，田刚院士表示，

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做数学游戏，阅读数学启蒙书等，让孩子多接触与数

学相关的东西，从而培养数学抽象思维能力以及思考问题的能力。

对目前中国基础教育中数学发展的优势以及有待进一步深入推进的方向，田

刚院士表示，近十几年来，中国数学有了很好的发展，国家实行的各项人才

计划对我国数学人才队伍建设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我国经济水平、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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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水平和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对激发年轻人学习数学的热情和兴趣有很大帮助。但是较

之欧美等世界发达国家更为丰富的人才来源，我们还需努力吸引更多国外的数学人才，以扩

大我们的国际影响力。

田刚院士的讲座以精彩的图文、生动的语言，展示了一幅美妙绝伦的数学内外的画卷，在画

卷中人们看到数学从远古走来，带着数千年的变迁与辉煌，创造着不朽的文明篇章，留给数

学家无限荣光，同时留给人们无限启迪。相信今后会有更多数学爱好者走上探索数学的道路，

用自己的才华和智慧在数学的美妙世界中探索，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