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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知道，我对科学研究的了解是不全面的。也知道，搞

科学极重要的是独立思考，各人应依照各人自己的特点找出最适合的道路。听

了别人的学习、研究方法，就以为我也会学习研究了，这个就无异于吃颗金丹

就会成仙，而无需经过勤修苦炼了。

今天把我五十年来的经验教训，所见所闻、所体会的向你们介绍，目的在

于尽可能把我的经验作为你们的借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的个人应当想

出最适合自己的有效方法来。

1   我第一点准备和同志们谈的问题是速度、是效率

速度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保证。例如说像我这样又老又拐的人，我在

前头走你们赶我不费劲，一赶就赶上，而我要赶你们，除非你们躺下来睡大觉，

否则我无论如何是赶不上的。现在世界上科学发展很快，我们如果没有超过美

国的速度和效率就不可能赶上美国。我们没有超过日本的速度和效率，我们就

不可能赶上日本。如果我们的速度仅仅和美、日等国一样，那么也只能是等时

差的赶，超就是一句空话。所以说，我们应当首先在速度和效率上超过他们。

但要我们的速度和效率超过他们有没有可能呢？这似乎是一个大问题，其

实不然，我在美国呆过，在英国呆过，也在苏联呆过。我看到他们的速度不是

神话般地快不可及。我们是赶得上超得过的！我们许多美籍华人，如果他们的

速度不能超过一般的美国人的话，也就不会成为现代著名的科学家了。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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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努力下功夫，赶超是完全可以的。就以我自己来说，我是

1936 年到英国的，在那里呆了两年，回国后在昆明乡下住了两年，1940 年就

完成了堆垒素数论的工作。1950 年回国后，在 1958 年之前，我们的数论、代数、

多复变函数论等等都达到了世界上的良好的水平。所以经验告诉我们，纯数学

的一门学科有四五年就能在世界上见头角了。你们现在时代更好了，中央粉碎

了“四人帮”，带来了科学的春天。在这样的条件下边，我敢断言，只要肯下功夫，

努力钻研，只要不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我们是能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特

别是我们数学，前有熊庆来、陈建功、苏步青等老前辈的榜样，现在又有许多

后起之秀，更多的后起之秀也一定会接踵而来。

2   消化

抢速度不是越级乱跳，不是一本书没有消化好就又看一本，一个专业没有爬

到高处就又另爬一个山峰。我们学习必须先从踏踏实实地读书讲起。古时候总说

这个人“博闻强记”“学富五车”。实际上古人的这许多话到现在已是不足为训了，

说某人念了多少多少书，某人对世界上的文献记得多熟多熟，当然这不是不必要

的，而这只能说走了开始的第一步，如果不经过消化，实际抵不上一个图书馆，

抵不上一个电子计算机的记忆系统。人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会创造，在于善于吸收

过去的文献精华，能够经过消化创造出前人所没有的东西。不然人云亦云世界就

没有发展了，懒汉思想是科学的敌人，当然也是社会发展的敌人。

什么叫消化？检验消化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用”。会用不会用，不是说空话，而

是在实际中考验。碰到这个问题束手无策，碰到那个问题又是一筹莫展，即使他能

写几篇模仿性的文章，写几本抄抄译译著作，这同社会的发展又有什么关系呢？当

然我不排斥初学的人写几篇模仿性的文章，但决不能局限于此，须发皆白还是如此。

消化，只有消化后，我们才会灵活运用。如果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我们，我

们就会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解决问题，贡献力量。客观的问题上面不会贴上

标签的，告诉你这需要用数论，那个是要用泛函，而社会主义建设所提出来的

问题是各种各样无穷无尽的，想用一个方法套上所有的实际问题，那就是形而

上学的做法。只有经过独立思考和认真消化的学者，才能因时因地根据不同的

问题，运用不同的方法真正解决问题。

当然，刚才说消化不消化只有在实际中进行检验。但是同学们不一定就有

那么多的实践机会，在校学习的时候有没有检查我们消化了没有的方法呢？我

以前讲过，学习有一个由薄到厚，再由厚到薄的过程。你初学一本书，加上许

多注解，又看了许多参考书，于是书就由薄变厚了。自己以为这就是懂了，那

是自欺欺人，实际上这还不能算懂。而真正懂，还有一个由厚到薄的过程。也

就是全书经过分析，扬弃枝节，抓住要点，甚至于来龙去脉都一目了然了，这样

才能说是开始懂了。想一想在没有这条定理前，人家是怎样想出来的，这也是一

个检验自己是否消化了的方法。当然，这个方法不如前面那种更踏实。总的一句

话，检验我们消化没有，弄通没有的最后的标准是实践。是能否灵活运用解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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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也许有人会说这样念书太慢了。我的体会不是慢了，而是快了。因为我们消

化了我们以前念过的书。再看另一本书时，我们脑子里的记忆系统就会排除那些

过去弄懂了的东西。而只注意新书中自己还没有碰到过的新东西。所以说，这样

脚踏实地地上去，不是慢了而是快了。不然的话囫囵吞枣地学了一阵，忘掉一阵，

再学再忘，白费时光是小，使自己“于国于家无望”事大。更可怕的是好高骛远。

例如中学数学没学懂，他已读到大学三、四年级的课程，遇到困难，但又不屑于

回去复习，再去弄通中学的东西，这样前进，就愈进愈糊涂，陷入泥坑，难于自

拔。有时候阅读同一水平的书，如果我们以往的书弄懂了，消化了，那么在同一

水平书里找找以往书上没有的东西就可以过去了。找不到很快送上书架，找到一

点两点就只要把这一两点弄通就得了，这样读书就快了，不是慢了。

读书得法了，然后看文献，实际上看文献和看书没有什么不同，也是要消

化。不过书上是比较成熟的东西，去粗取精，则精多粗少。而文献是刚出来的，

往往精少而粗多。当然也不排除有些文章，一出来就变成经典著作的情况，但

这毕竟是少数的少数。不过多数文章通过不多时间就被人们遗忘了。有了吸取

文献的基础，就可以搞研究工作。

这里我还要强调一下独立思考。独立思考是搞科学研究的根本，在历史上，

重大的发明没有一个不是通过独立思考就能搞出来的。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不

接受前人的成就而“独立”“思考”。例如有许多人，搞哥德巴赫猜想，对前人

的工作一无所知，这样搞，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独立思考也并不是说不要

攻书，不要看文献，不要听老师的讲述了。书本、文献、老师都是要的，但如

果拘泥于这些，就会失去创造力，使学生变成教师的一部分，这样就会愈缩愈小，

数学上出了收敛的现象。只有独立思考才能够跳出这个框框，创造出新的方法，

创造出新的领域，推动科学的进步。独立思考不是说一个人独自在那里冥思苦

想，不和他人交流。独立思考也要借助别人的结果，也要依靠群众和集体的智

慧。独立思考也可以补救我们现在导师的不足。导师经验较差，导师太忙顾不

过来，这都需独立思考来补救。甚至于像我们过去在昆明被封锁的时候，外国

杂志没处来，我们还是独立思考，想出新的东西来，而想出来的东西和外国人

并没重复。即使有，也别怕。例如说，我青年时在家里发表过几篇文章，而退

稿的很多，原因是别人说你的这篇文章那本书里已有此定理了，那篇文章在某

书里也已有证明了等等。而对这种情况是继续干呢？还是就泄气呢？觉得上不

起学，老是白费时间搞前人所搞过的东西。当时，我并没有这样想。在收到退

稿时反而高兴，这使我明白，原来某大科学家搞过的东西，我在小店里也能搞

出来。因此我还是加倍继续坚持搞下去了。我这里并不是说过去的文献不要看，

而是说即使重复了人家的工作也不要泄气。要对比一下自己搞出来的同已有的

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他们的比我们的好，这样就学习了人家的长处，就有进步，

如果相比之下我们还有长处就增加了信心。

我们有了独立思考，没有导师或文献不全，就都不会成为我们的阻力。相反，

有导师我们也还要考虑考虑讲的话对不对，文献是否完整了……。总之，科学

事业是善于独立思考的人所创造出来的。毛主席指出，研究问题，要去粗取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