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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着从书“让数学成为国人文化的一部分”的宗旨，我们在本辑向读者展示“数学无处不在”。
在“数学的作用”栏目中《气候与环境预测和调控中的数学问题》一文展示了数学对于科学特别是气
象科学的重要性。
此栏目中的其他文章还讲述了数学许多重要而不太为常人所理解的作用，比如《神圣的秘密服务》、
《“均匀布点”的理论和应用》、《可能与不可能》等。
“数学的魅力”栏目的文章《数学：是什么，为什么及怎么样》、《美函数》、《从圆周率丌谈起》
等，让读者充分地认识到数学的魅力和使人为之倾倒的种种事实。
为了展示数学的人文性，《数学与人文（第6辑）：数学无处不在》“人文的数学”栏目的诸多文章
打开了一扇窗口，比如《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走出的数学家》、《怀念塞尔伯格》、《用行动支持数学
》等，以及反映著名文学家钱钟书独特视角的《说圆》和反映数学家真挚情感的《陈省身喜爱李商隐
（锦瑟）诗的故事》。
“思想的源泉”栏目将告诉你美丽的Calabi-Yau空间对于宇宙的意义、著名学者Hitchin和刘克峰教授
将给你讲述数学和物理思想相互激发的故事。
本卷特别推出了丘成桐教授专栏，介绍他获得沃尔夫奖的情况，他对于中国基础科学发展的看法，他
对于人文社会的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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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因为飞机和导弹的速度都很快，所以要很快算出来，算慢了就打不着了。
这个问题用老方法算不出来，或者算出来但所需时间太长了，所以要有新方法，这就要用到数论的方
法。
后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们用这个原理设计了指挥仪，还得了一个科学技术进步奖，我们发展了
理论方法，也写了一本书《统计中的数论方法》，1994年由英国的Chapman & Hall公司出版。
当时参加我们均匀设计讨论班的好多年轻人，现在在美国都有挺好的位置，因为他们会应用。
” 王元高兴地表示，现在，均匀设计的理论得到了国际国内更好的承认，国外统计百科全书和统计手
册都介绍了这种方法，但最重要的是国外的一个重要软件统计包，也把这种方法放进去了；美国福特
汽车公司也用这种方法发展了新型的汽车引擎，并将之作为公司电脑仿真试验的常规方法之一，方开
泰也两次应邀到福特公司讲解这种方法。
 三十年后，2008年，因合作研究“均匀试验设计的理论、方法及其应用”，王元和方开泰共同获得了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这就叫应用数学。
”王元说，“就是一个交叉，用各种方法来解决一个问题，问题解决了，再发展理论，就丰富了数学
学科。
先不谈发展方法，首先要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不了，后面的方法都是空谈。
这与纯粹数学差不多，纯粹数学是一个问题，我们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解决它，比如Poincare猜想
是一个拓扑学的问题，但最后是用分析的方法把它解决掉了，发展了数学，这就是交叉。
” “我们中国以前没有应用数学，1952年，我刚大学毕业时，还不怎么知道有应用数学这个东西，过
去我们中国数学家基本上是孤立地搞数学，也不知道交叉；1956年，钱学森从美国回来，第一次倡导
运筹学，我们才知道世界上还有应用数学这么一个东西。
现在，应用数学变得非常重要了，今天如果还有人认为应用数学不重要，那么这个人肯定非常愚蠢。
应用数学是很重要的。
”王元说。
 王元认为，微分方程的发明其实就是古典的应用数学，当时，Newton为解决天体运动而发明了微积分
，但现在的应用数学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很厉害，光是一个分支可能与数学就是
个兄弟的关系，比方说在国外大学，统计学是一个独立的系，不属于数学系；信息科学自己是一个信
息学院，但也是应用数学；计算科学也是如此。
 王元说：“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应该没有严格的界线，它们都是由问题带动而发展的，最早的数学来
源于外部，最早的几何学也是来源于外部，但随着数学科学的发展，数学内部产生出来的问题，也成
为数学发展的一种内在动力。
比如Goldbach猜想‘1＋1’的证明本身没有什么意思，证明它的意义在于通过它来发展数学，把数学
发展好。
” “数学不可能凭空发展，总要有个问题带动才能发展，所以交叉是对的；也就是说，用一种孤立的
方法来解决一个问题，有时是解决不了的，你必须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这就叫交叉。
” 谈到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即将成立的数学与交叉科学中心，王元提出两点意见： “
第一，搞数学也好，搞交叉科学也好，一定要用问题来带动，这个很重要，如果一个人脑子里已经没
问题了，那么他就很糟糕了，就完了。
当初华老先生就是由Waring问题带动的，我最早是Goldbach猜想带动的，陈景润是三角和带动的，所
以，现在的年轻人首先要有一个问题来带动，或者用实际问题带动，或者解决国家重大问题也可以，
我想航天部肯定搞得不错，以航天问题带动，把许多年轻人都培养出来了。
” “但选什么问题，需要有一个战略眼光，这不容易，你现在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已经八十岁了，
多年不做研究了，具体我也说不清楚，但年轻人要是完全没有的话，就很糟。
今天中国数学发展需要有领袖数学家。
” “第二，目标要搞清楚，现在我们的目标被转换掉了，将一个不是目标的东西偷换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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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怎么讲？
数学家由问题带动，我的目标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推动或改进。
现在的目标是什么呢？
中学生的目标就是考进北大、清华，进了研究领域后，目标就是当教授、院士。
这不叫目标啊！
一个人如果将这些东西当目标，就不配做一个数学家。
” “当然，这是一个导向问题，导向不对，怎么能怪年轻人呢？
不能一方面拿钱鼓励年轻人，一方面又叫人家淡泊名利。
评价方法是一个导向，要有正确的、符合科学规律的评价方法。
” 王元最后强调，今天的研究条件比过去好多了，但人是最重要的，要给大家自由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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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学无处不在》是一套以大学生和青年学者为主要对象的数学科普丛书，也适合中学数学老师与爱
好数学的同学，同时也是社会知识阶层的有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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