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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华罗庚一生对人才培养有重要启示意义。华罗庚在他的著作中，实事求是

地指出了中国人在数学方面的贡献，这是我们编写中学数学教材、大学数学教材

时应充分注意的原则。在诠释学习方法时，强调学而要用，用而要创，创而要新，

学无终结。在诠释研究方法时，强调研究的对象不同，应用的数学方法也就不同，

研无止境。在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上，强调脚踏实地、步步踏实，一步一步前进。

在管理科学上，强调要适应我国经济和工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尽量采用最现代的

方法，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要从理论的高度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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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数学家、数学教育家华罗庚是创新人才的典型个案。作为杰出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华罗

庚传奇人生对人才培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其学术成就和不平凡的成功之路发人深省。

一、华罗庚的传奇人生

华罗庚 （１９１０—１９８５）１９１０年１１月１２日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其父华瑞栋早年参加过辛亥革

命，曾经商一段时间，后来落破了。其母是一位善良贤惠的家庭妇女。有关华罗庚的传记很多，篇

幅都较长。其中，出版较早且影响较大的有华罗庚的学生、杰出数学家王元撰写的 《华罗庚》①，顾

迈南著的 《华罗庚传》②，以及孟宪明撰写的 《华罗庚传》③，赵宏量编写的 《回忆华罗庚》④，丘成

桐、杨乐、季理真主编的 《传奇数学家华罗庚———纪念华罗庚诞辰１００周年》⑤等。本文以丘成桐先

生的文言评价为核心表述，从如下九点来诠释华罗庚传奇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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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献给数学

华罗庚小学毕业后，进入家乡的金坛中学，从此喜欢上了数学并表现出在数学方面的才能，因

此得到早年留学法国、归国后在金坛中学教数学的王维克老师的鼓励和精心培养。王维克是华罗庚

的启蒙老师。

１９２５年，华罗庚在金坛中学毕业后，为早日养家糊口而进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学习。后因交不

起学费而辍学回家。他一面帮助父亲在 “乾生泰”小杂货店里干活、记账，一面刻苦自学。

１８岁时，华罗庚染上伤寒，病愈后留下左腿关节变形的终身残疾。他想：“我别无他择。干别的

工作要到处跑，或者要设备条件。我选中数学，是因为它只需要一支笔，一张纸———道具简单。”①

于是，华罗庚决定把一生献给数学。

华罗庚开始他数学生涯时，仅有一本代数、一本几何和一本５０页的微积分书。他反复钻研，不

断加深理解，搞懂了最基本的数学概念和定理。

（二）崭露头角

华罗庚在１９岁时写出 《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一文。１９３０年，上海

《科学》杂志第２期刊登了这篇文章，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看后对这篇文章很赞赏，很快

就邀请华罗庚到清华大学。可以说，熊庆来教授是发现华罗庚的第一位伯乐。

２１岁的华罗庚进了清华大学，任数学系助理员。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旁听。他最先感兴趣

的是研究数论并得到熊庆来教授的鼓励。华罗庚在清华大学的四年中，在数论方面发表了１０余篇论

文，还自修了英语、法语和德语。２５岁时，华罗庚已成为蜚声国际的青年学者，由助理员破格提升

为助教、教授。之后又被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聘为研究员，并于１９３６年夏天由该会资助到英国剑桥

大学留学。

１９３５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教授诺伯特·维纳 （ＮｏｒｂｅｒｔＷｉｅｎｅｒ，１８９４—１９６４）访问中

国，成为清华大学的客座教授。华罗庚系统地听维纳教授授课，并能深入理解。维纳注意到华罗庚

的潜能，并极力向当时英国剑桥大学著名数学家哈代 （ＧｏｄｆｒｅｙＨａｒｏｌｄＨａｒｄｙ，１８７７—１９４７）推荐。

诺伯特·维纳是发现华罗庚的第二位伯乐，功不可没。

（三）剑桥访学

１９３６年，华罗庚前往英国剑桥大学访学，他参加了一个包括英国著名数学家哈罗尔德·达文波

特、哈代、李特尔伍德和法国数学家埃斯特曼、汉斯·海尔勃洛恩等人在内的有名的数学家小组。

华罗庚在剑桥大学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堆垒素数论。堆垒素数论涉及将整数分解成某些别的整数的和，

华林问题、哥德巴赫问题等都是这一领域的著名问题。

华罗庚对华林问题和哥德巴赫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的研究结果将其欧洲同事的工作囊括其

中，由此得出著名的华氏定理。在剑桥大学的两年中，他就华林问题、他利 （Ｔａｒｒｙ）问题、奇数的

哥德巴赫问题写了１８篇论文，先后发表在英国、苏联、印度、法国和德国等国家的杂志上，其中就

包括 《论高斯的完整三角和估计问题》。这篇论文为华罗庚在数学界赢得了世界荣誉。

（四）艰难创新

１９３７年夏天，日本全面侵略中国，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与南开大学１９３８年迁到昆明，合并为西

南联合大学。该年，华罗庚由美国回国，其间，他除了担任西南联合大学的数学教授外，还兼任中

央研究院院士和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在昆明郊区的一个小村庄里，这位国内外负有盛名的大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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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一家七口人挤住在两间小厢房里。晚上，华罗庚在昏暗的菜油灯下进行研究；白天，他拖着病腿

外出上课，用微薄的薪水养活全家。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华罗庚先后撰写了２０余篇论文，并

于１９３８年完成他的第一部著作 《堆垒素数论》。

何鲁 （１８９４—１９７３），四川广安人，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教育家。他力荐华罗庚发表 《堆垒素

数论》，是发现华罗庚的第三位伯乐。１９３８年，《堆垒素数论》原稿送到中央研究院，无人能审甚至

连原稿也丢失了。这本书稿后来被送到当时的教育部，交部聘教授何鲁主审。何鲁冒着酷暑，在重

庆一幢小楼上挥汗审读。审阅中不时称赞叫绝，一再说：“此天才也！”何鲁阅后不仅为该书稿作长

篇序，还坚持给华罗庚授予数学奖。１９４１年，华罗庚成为当时中国第一位数学奖的获得者。

（五）成名回国

１９４５年下半年，华罗庚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到苏联访问。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华罗庚就与苏

联数学家维诺格拉陀夫院士开始通信，他们关于三角和方法的理论进展显著地改变了解析数论整个

领域。为褒奖华罗庚的贡献，苏联杂志 《报告》从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４１年每年都刊登华罗庚的一篇论文。

１９４７年，苏联科学院出版了他的成名作 《堆垒素数论》。

１９４６年秋，华罗庚应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魏尔教授的邀请访问美国。在美国的四年，华罗庚先后

担任普林斯顿大学客座讲师、伊利诺伊大学教授等。这期间，他研究的范围扩大至多复变函数论、

自守函数和矩阵几何。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华罗庚毅然放弃了伊利诺伊大学终身教授的职务，并带领全家登

上一艘邮轮于１９５０年２月动身回国。途经香港，他给留美的中国留学生写了一封公开信，动员大家

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是年３月１６日，华罗庚到达北京，回到清华大学担任教授。

（六）突出贡献

回国后，华罗庚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

校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数理化学部副主任、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职务。他为

中国数学科学的研究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对多复变函数论特别是典型域方面的研究是他对数

学的突出贡献之一。

早在１９４４年，华罗庚就指出，四大类典型域的研究可以归化为矩阵几何的研究。从那时起，他

就系统地建立了四大类典型域上的解析函数的调和分析理论。这些工作不但有其函数论上的重要意

义，而且对于李群表示理论、齐性空间理论以及多复变函数、自守函数理论等都十分重要。他在这

些方面所引入的度量被称为华罗庚度量。

（七）卓尔不群

１９５７年１月，华罗庚以 《多复变函数论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的研究论文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

学一等奖。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华罗庚撰写了两本关于数论方面的书：１９５３年，《堆垒素数论》中文版

出版；１９５７年，６０万字的 《数论导引》出版，其中有大量以前未公开发表的结果以及三角和方面的

基本材料、华林问题和他利问题等。

国际性数学杂志 《数学评论》１９５９年２月号高度评价 《堆垒素数论》：“这是一本有价值的，重

要的教科书，有点像哈代与拉伊特的 《数论导引》，但在范围上已越过了它。这本书清晰而深入浅出

的笔法也受到称赞，推荐它作为那些想研究中国数学的人的一本最好的入门书。”据不完全统计，数

十年间，华罗庚共写了１５２篇论文、９部专著和１１部科普著作。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６５年，在 《数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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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评论华罗庚著作与论文的文章多达１０５篇。①

（八）培养新人

华罗庚除致力于数学研究外，还非常注意发现和培养有志于献身数学科学的青年人，积极倡导

在中学生中开展数学竞赛。在华罗庚的培养下，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出类拔萃的人才不断涌现。

在他的学生中，万哲先在代数方面有成就，陆启铿在函数论方面有创造，王元、陈景润等人在数论

方面有重要贡献。１９６３年，华罗庚和万哲先合著出版了 《典型群》一书。该书成为训练数学研究人

员的教材。

１９５８年以后，华罗庚将优选法、运筹学等研究成果应用于工农业生产。他带领一支小分队深入

生产第一线，传播、推广优选法与运筹学。在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和降低消费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效

果。他撰写了通俗易懂的 《优选法平话及其补充》《统筹方法平话及补充》两本科普读物，以自己的

言传身教带动大批数学家将数学理论有效地应用于生产和生活实践。

（九）从实以终

１９７９年，华罗庚再次到美国访问，历时８个月。他以伯明翰大学为基地，在美国各地讲学。其

间，华罗庚还应邀到法国、荷兰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访问了一个多月。美国伯明翰大学授予其客座

教授，法国南锡第一大学授予其名誉博士。在即将结束欧洲之行时，华罗庚对新华社记者说：“在我

几十年从事数学研究的生涯中，我最深的体会是：科学的根本是实。我已是古稀之人，但仍以此告

诫自己。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愿一辈子从实以终。”②

１９７９年冬，华罗庚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邓颖超以 “老同志，新党员”相勉励。华罗庚在

《破阵子·奉答邓大姐》一词中感慨道：

五十年来心愿，　　　　　　老同志，深愧怍；

三万里外佳音。 新党员，幸勉称。

沧海不捐一滴水， 横刀哪顾头颅白，

洪炉陶冶砂成金， 跃马紧傍青壮人，

四化作尖兵。 不负党员名。③

１９８５年６月１２日，华罗庚访问日本，在东京大学讲学完毕时，心脏病突发，结束了献身数学事

业、创新不止的传奇一生。

二、华罗庚的主要学术成就

数学界的同行给予华罗庚很高的评价和赞扬。著名数学家劳埃尔·熊飞尔德评论：“由于他工作

范围之广，使他堪称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数学家之一。”李普曼·贝尔斯赞扬 “他是绝对第一流的数学

家，他是作出特多贡献的人”。罗兰德·格雷汉的评价是：“受他直接影响的人也许比历史上任何数

学家直接影响的人都多，他有一个普及数学的方法。”④ 当代世界杰出数学家丘成桐教授以简洁优美

的文字评价华罗庚：“先生起江南，读书清华。浮四海，从哈代，访俄师，游美国。创新求变，会意

相得。堆垒素数，复变多元。雅篇艳什，迭互秀出。匹夫挽狂澜于既倒，成一家之言，卓尔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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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何人也，其先生乎！”①

华罗庚逝世之后，得到了高度评价。聂荣臻写道：“罗庚同志是国际上杰出的数学家，一生精勤

不倦，奋斗不息，即使在受到严重挫折、屈辱时，他为学术，为祖国的赤诚之心，丝毫未减。他在

数学上的造诣之深世所公认。他治学严谨，强调学以致用，堪为学界的楷模。他使数学密切结合国

民经济的发展，为国家的四化建设作出重大贡献。”② 习仲勋写道：“华罗庚同志是一位自学成才的

科学家，他在数学理论研究领域里才华横溢，造诣很深，成就突出，在国内外科学界享有很高的声

誉。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从五十年代末期起，把数学方法创造性地应用国民经济领域，创建了优

选法、统筹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③

笔者将搜集到的华罗庚的主要著作进行整理，分为学术经典、科普精品、综合名篇三大类汇集

如下。其中，有些书有多家出版社出版多次加印，是名副其实的畅销书。这项整理我们参考了 《华

罗庚的数学生涯》。④

（一）学术经典

主要是指华罗庚具有学术创新的专业性著作，这些是数学领域的经典之作。

１． 《堆垒素数论》：１９４７年出俄文版，１９５６年出英文版，１９５９年出德文版和匈牙利文版。中文

版分别由中国科学院出版 （１９５３年）和科学出版社出版 （１９５７年）。

２． 《数论导引》：１９５７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３． 《多复变函数论中的典型域的调和分析》：１９５８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４． 《指数和的估计及其在数论中的应用》：１９５９年出德文版，１９６３年出中文版 （科学出版社），

１９６４年出俄文版。

５． 《典型群》（与万哲先合著）：１９６３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６．《数值积分及其应用》（与王元合著）：１９６３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７． 《高等数学引论》：１９６３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一册，１９８１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二册，１９８４年科

学出版社出版余册。《高等数学引论》（共４册，王元校），２００９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８． 《从单位圆谈起》：１９７７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９． 《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与王元合著）：１９７８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１０． 《二阶两个自变数两个未知函数的常系数线性偏微分方程组》（与吴兹潜、林伟合著）：１９７９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１１． 《优选学》：１９８１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１２． 《华罗庚文集》（英文版）：１９８２年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

１３． 《数学模型选谈》（与王元合著）：１９９１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二）科普精品

主要是指华罗庚为普及数学知识、推广数学的应用，专门为中学生以及人民大众撰写的科学普

及著作。

１． 《给青年数学家》：１９５６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２． 《从杨辉三角谈起》：１９５６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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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数学的性质与作用》：１９５９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４． 《从祖冲之的圆周率谈起》：１９６２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５．《数学归纳法》：１９６３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６． 《谈谈与蜂房结构有关的数学问题》：１９７９年北京出版社出版。

７． 《从孙子的 “神奇妙算”谈起》：１９６４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８． 《统筹方法平话及补充》：１９６５年中国工业出版社出版。

９． 《优选法平话》：１９７１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署名齐念一；《优选法平话及其补充》：１９７１年国

防工业出版社出版。

１０． 《聪明在于勤奋 天才由于积累》：２００６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三）综合名篇

综合名篇主要是指跨学科、跨领域、综合性和普及性的著作，有极高的收藏价值，是难得的传

世精品。中国数学教师包括高等学校、中等学校、职业学校等各类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应当认真研

读华罗庚的著作 《华罗庚科普著作选集》和 《华罗庚诗文选》。

１． 《华罗庚科普著作选集》：１９８４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２０１９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再版这本书

时，取名为 《大哉数学之为用：华罗庚科普著作选集》。

２． 《华罗庚诗文选》：１９８６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三、华罗庚杰出成就的教育启示

（一）编好教材

数学教材的编写者，要认真读一读华罗庚的著作。华罗庚给中学生讲数学的小册子有：《从杨辉

三角谈起》《从祖冲之的圆周率谈起》《从孙子的 “神奇妙算”谈起》《数学归纳法》等。从标题就可

知道，华罗庚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数学的成就。就连 《数学归纳法》中也有一个小标题：李善

兰恒等式。①

总之，华罗庚在他的著作中，都实事求是地指出了中国人在数学方面的贡献。这是我们编写中

学数学教材、大学数学教材时应充分注意的原则。

华罗庚编写的教材 《高等数学引论》，从１９６３年第１版到现在已经多次再版了。这是中国人自

己编写的经典的高等数学教材。

对于教材，无论是中小学教材还是大学教材，大家都要有敬畏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编撰教材，

必须专业；不是什么内容都可以进入教材，必须精选；不是什么出版社都可以出版发行教材，必须

权威；不是什么机构都可以变更教材，必须统筹。

近百年来，中国人在小学、中学、大学读书时使用不少西方的教材。在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

有的学科几乎完全使用苏联的教材。引进先进的数学文化完全有必要，但不能 “完全照搬”而忘记

了我们的祖先。这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当然，中国的数学家也编写了不少极其优秀的数学教材，但很少持续地修订并再版。笔者认为，

华罗庚编写的数学教材是能与中国古代的数学名著 《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数书九章》一样是具

有生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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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而有感

笔者很欣赏华罗庚的数学著作中经常诗歌与文字结合。１９５９年５月２８日，笔者作为成都石室中

学高中三年级学生，看了华罗庚在 《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 《大哉数学之为用》，很有感触，认识到

学好数学用处太大了。于是，就写了一首小诗：①

学好数学用处大

从前咱们受欺压，列强嘲笑不发达。　　　只见树木不见林，以点代面闹笑话。

拨开乌云见晴天，智慧聪明并不差。 实践检验为标准，不要变成睁眼瞎。

全面研究各科学，切莫丢瓜拾芝麻。 多多进行深研究，结论最好不早下。

分析综合齐使用，既要演绎也归纳。 一孔之见不固执，实事求是不浮夸。

认识论要搞透彻，灵活应用辩证法。 宇宙秘密待发现，数学语言来表达。

世界不断在发展，不要静止看待它。 精确定量要科学，工具钥匙作用大。

不被现实所迷惑，头脑清醒本质抓。 困难曲折不要怕，辛勤劳动定结瓜。

事物彼此有联系，形而上学不得法。 必然超过笛卡尔，高斯欧拉在话下。

笔者深受华罗庚的影响。读中学就有此雄心，还是有用的，能促进创新。虽然笔者的第一专

业是物理学，但在数学方面，也有些成果。物理与数学是两门大的学科，对于其他学科的发展都

有较大的启发性、工具性、渗透性。为此，笔者在撰写了 《牛顿力学的横向研究》之后，与大学

数学教师李以渝合作编著 《数学智慧的横向渗透》。② 又与中学数学教师合作撰写 《杰出数学家秦

九韶》。③

（三）学无终结

华罗庚在诠释学习方法时，强调学而要用，用而要创，创而要新，学无终结。华罗庚写道：

“有人说西方文明之飞速发展是由于欧几里得几何的推理方法和进行系统实验的方法。牛顿的工

作也是逻辑推理的一个典型。他用简单的几条定律推出整个的力学系统，大至解释天体的运行，小

到造房、修桥、杠杆、称物都行。但是人们在认识自然界而建立的理论总是不会一劳永逸完美无缺

的，牛顿力学不能解释的问题还是有的。用它解释了行星绕日公转，但行星自转又如何解呢？地球

自转一天二十四小时有昼有夜。水星自转周期和公转一样，半面永远白天，半面永远黑夜。还有一

个有名的问题：水星进动每百年４２″，这是牛顿力学无法解释的。”④

笔者在认真研读牛顿的 《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爱因斯坦的 《相对论的意义》《爱因斯坦文集》

（三卷本）的基础上，撰写了 《牛顿力学的横向研究》⑤，在物理学和数学方面都有一些研究结果。

这直接受到华罗庚的启发。笔者在中学时代就阅读了华罗庚的著作 《给青年数学家》，知道了认真研

读经典著作的重要性，知道了独立思考的必要性，知道了自修学习的方法论，真正是终身受益。

为什么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产生在英国，而没有产生在中国？这是 “李约瑟问题”

的核心思想。１９８０年，笔者在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自然辩证法室从事研究，在四川大学物理学教授

吕子方先生研究 “落下闳与太初历 （三统历）”的基础上，完成了一篇论文：《中国古代物理中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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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观测与逻辑体系及对现代物理的启发》①。１９８２年，这篇论文在 “中国物理学会第三届代表大会

上”作了大会报告，并得到钱学森先生的肯定。②１９８２年，为了完成这篇论文，笔者学习了计算机

编程，自己独立编写了计算 “连分数－渐进分数”的程序，并学习了华罗庚先生 《数论导引》的有

关章节。笔者具体验证了 “落下闳算法”（“通其率”）的正确。

“落下闳系统”包括：制作浑天仪，提出浑天说，创立 《太初历》，发明通其率。“落下闳系统”

以天体的运行周期的实际观测，以及推算这些运行周期的最小公倍数——— “上元积年”和 “太极上

元”，来建立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独特体系，包括二十八宿的空间系统与二十四节气时间系统的对应与

联系。

落下闳知道他对二十八宿的观测是近似的，知道他推算的 《太初历》也是近似的。他说：“后八

百岁，此历差一日，当有圣人定之。”③这些思想方法，与现代物理思想息息相通。这充分表明：中

国古代科学中有自己独特的系统观测和算法的逻辑体系，在中国古代科学的基础上，可以通向近代

科学。笔者以一种 “独辟蹊径”的方式回答了 “李约瑟问题”。

在 “落下闳系统”的基础上，不能建立类似牛顿力学的物理体系，因为牛顿力学强调 “质点－

轨道”模型，是决定论。在 “落下闳系统”的基础上，可以建立类似量子力学的物理体系，因为量

子力学强调 “频率－能量”模型，是非决定论。周期的倒数就是频率，“落下闳系统”的物理思想是

量子力学的 “古代原型”。

２０１９年，最新的天文观测计算表明：宇宙空间是正曲率的，宇宙是一个封闭的三维球面。“可观

测宇宙只是整个宇宙的一个空间区域，目前我们定义为以地球为观测中心，半径约４６０亿光年的一

个理想球体。”④ 即宇宙是一个 “浑天”模型。

笔者用英语撰写 《落下闳系统与托勒密系统的比较》，１９８５年在 “第１７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

作报告。《“缀数求π”新解》，⑤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作报告，并收入程贞一教授主编

的论文集。这些研究成果完整记载于 《世界杰出天文学家落下闳》⑥ 和 《通天彻地落下闳》⑦ 中。这

都是受华罗庚先生提倡 “学无终结”“研无止境”的启发。

（四）研无止境

华罗庚在诠释研究方法时，强调：研究的对象不同，应用的数学方法也就不同，研无止境。华

罗庚写道：

“即使研究这样小的原子核的结构也还是少不了数学。描述原子核内各种基本粒子的运动更是少

不了数学。能不能用处理普遍世界的方法来处理核子内部的问题呢？情况不同了。在这里，牛顿的

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遇到了困难。在目前人们应用了另一套数学工具。如算子论、群表示论、

广义函数论等。这些工具都是近代的产物。即使如此，也还是不能完整地说明它。”⑧

笔者学习了华罗庚为中学生撰写的几本数学的科普书。在认真研读钱学森撰写的 《星际航行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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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之后，笔者不断探索一些应用高等数学方法解决的问题，能不能应用比较初等的数学方法解决。

笔者发现应用 “切线变换和切线坐标”的方法能够得到一些新的物理方程和新的数学公式。

华罗庚曾经提醒研究者不要 “闭门造车”“孤陋寡闻”，他写道：“我敢说他想出的东西很可能别

人在几十年以前就已经想到了，很可能还停留在几百年以前或几十年以前的水平上面。这种情况说

明他的劳动是白白的浪费，当然更谈不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了。”①

受此教诲，笔者将 《切线变换和切线坐标》文章初稿送给四川大学数学系的胡鹏教授审阅，虚

心求问：数学界有没有学者已经提出这种方法，并得到 “天体运行统一的能量方程”。胡鹏教授还将

笔者的文章寄给他的好友，南京大学天文学系的易照华教授审阅。得到的答复是：这篇文章应用的

方法有创新，前人没有发表过这样的推导结果。这样，我才将论文寄出去，发表在 《力学与实践》

的创刊号上。② 后来又应用这种算法发表了 《引力定律的新研究》③，并应用新方法为中学生写了一

本科普著作 《力学与航天》④。

（五）珍惜时间

华罗庚对于珍惜生命、珍惜时间，提出了独特的时间整体观。为什么要爱惜时间？怎样爱惜时

间？他说得非常明白：

“爱惜自己的时间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也爱惜旁人的时间。自己多花一小时备课，可以省下听课

者每人一小时。那是很上算的事。对这样的时间不能吝惜。在集体中，经过全面考虑，要乐于抢着

找重担挑，抢着做他人的 ‘垫脚石’。”

“对整个的社会来说，时间是整体。但是它是由各个个体的一分一秒所积成的。我们不能仅仅满

足于个人时间的充分利用，还要顾大局，使旁人的时间也要用得更有效，业余也是如此。‘张家长，

李家短’，乱说一气，言不及义 （特别是不谈政治，不谈专业），耗人时间，挑拨关系是一种要不得

的态度。谈谈思想，谈谈学问，交流经验，相互学习，是一种值得提倡的态度。因为前者是抵消力

量，后者是增加力量，对社会主义有完全不同的作用。

总之，业余时间和工作时间一样是十分宝贵的。但运用之妙，存乎于心———一心一意为人民

的心。”⑤

华罗庚一生学术成果丰硕，研究水平一流，科普著作精彩，社会贡献巨大，得到世界学术界一

致的公认。这与他高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他爱惜时间的高尚品德，抢着做他人 “垫脚石”的

献身精神，密不可分。这是华罗庚最有意义的人生智慧，值得我们效法。

（六）脚踏实地

华罗庚的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都强调脚踏实地、步步踏实，要一步一步前进，而且要尽快地

一步一步前进。他写道：

“同样的时间，同样的精力，如果脚踏实地做去，有可能把自己提到更高的水准。越级而进和钻

牛角尖，只会把自己送进不可自拔的泥坑。”

“唯有按部就班地前进，唯有步步踏实地钻研，才可化雄心为现实。在这样基础上生长的雄心，

才不是幻想，才不是白昼梦。”⑥

·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⑥ 华罗庚．华罗庚诗文选 ［Ｍ］．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１２８１２９，２１６２１７．

查有梁．天体运行的能量方程 ［Ｊ］．力学与实践，１９７９（１）．

查有梁．引力定律的新研究 ［Ｊ］．大学物理，１９９６（２、３）．

查有梁．牛顿力学与星际航行 ［Ｍ］．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１．笔者遵照钱学森的建议，第二版改

书名为 《力学与航天》，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华罗庚更强调：要尽快地一步一步前进。他写道：

“我所谓要循序渐进，打好基础，并不是叫大家老在原地方踱步打圈子，把同一类型的书翻来覆

去看上很多遍。譬如过去有些人研究数学，把同样程度的几本微积分都收集起来，每本都从头到尾

看，甚至把书上的习题都重复地做几遍，这是一种书呆子的读书方法，毫无实际意义，这样做当然

就会违反了 ‘快’的原则。我个人的看法是：打基础知识的时候，同一类型的科学，只要在教师的

指导下选一本好书认真念完它就可以了 （在这样基础上再看同一类型的书时只不过吸收其中不同的

资料，而不是从头到尾的精读）；然后再进一步看高深的书籍。循序渐进决不能意味着在原来水平上

兜圈子，而且要一步一步前进；而且要尽快地一步一步前进。”①

在华罗庚论学习方法的启发之下，笔者大学时就开始在假期里看 “高深的书籍”，例如，恩格斯

的 《自然辩证法》。大学毕业之后，系统地研读有关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经典著作。遵照华罗

庚提倡的方法，将这些学习成果应用于其他领域，探索教育学这门既古老而又年轻学科的基本原理。

１９８６年发表了 《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与教育科学》。１９９０年此专著获 “全国首届教育科学优秀

成果二等奖”。１９９３年笔者发表 《系统科学与教育》，得到钱学森的肯定，为当今的教育改革提供了

新的理论基础。１９９９年发表 《恩格斯与物理学》。② 笔者与查莉芬、张小涛合作，历经３０多年，上

百次的修改提炼整合，不断改进，终于完成 《华罗庚先生的 〈学法九章〉》。③

（七）改进学法

钱学森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２００５年，钱学森向温家宝总理提出

的一个问题。中小学教育是基础教育，是学生 “打好基础”的时期，谈不上目标就是培养杰出人才。

钱学森之问是：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１９５６年，华罗庚在 《聪明在于学习　天

才由于积累》一文中，似乎已经发现并回答了 “钱学森之问”。他写道：

“我接触过不少大学生，他们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要和书上有不同的看法。这样，他们实际上变成

了一个简单知识的传声筒。我们有些大学里过去实行过所谓包教包懂的制度。一次不懂便去问老师；

两次不懂再问；三次不懂又再问，一直到会懂为止。这虽然是个省力的办法，但可惜任何学问都是

包不下来的。如果老师连你怎样做研究工作全都包下来了，那他就不需要你再做这个研究工作了。

导师的作用在于给你指点一些方向和道路，免得去瞎摸，但在这条路上具体有几个坑，几个窟窿，

那还得你自己去体验。何况我国目前科学上空白点很多。谁也没有去研究过的项目，你到底依靠谁

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依靠你自己在现有的知识基础上去创造，去深思熟虑。”④

我们的大学教师要研究一下：钱学森、华罗庚等杰出人才是怎样在大学学习的？这些杰出人才，

又是怎样在大学里教学的？这些杰出人才，给大学生、研究生编撰的教科书又是怎样的？他们是怎

样培养研究生的？这对于将来中国涌现出大批杰出人才是不可缺少的实际案例。

华罗庚先生所提倡的关于读书和做学问的方法，简单明了：

“由薄到厚，由厚到薄。”“埋头苦干是第一，熟能生出百巧来。”“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

分才。”“聪明在于学习，天才由于积累。”“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按照我们中国古人强调的 “学思结合”“知行统一”“格物致知”“道法自然”去实践学习，这就

是优质学习的普遍规律。

·１２·

①

②

③

④ 华罗庚．华罗庚诗文选 ［Ｍ］．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１２６１２７，１２８．

查有梁．恩格斯与物理学 ［Ｍ］．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１９９９．

查有梁，查莉芬，张小涛．华罗庚先生的 《学法九章》［Ｊ］．数学教学，２０２０（８、９）．



（八）尊重前辈

１９８０年，华罗庚回到他的母校：江苏省金坛县 （今常州市金坛区）初中。他给学生讲道：“从初

中毕业到当大学教师，我前后大约用了６年半时间，通常初中到大学毕业要用８年。从这一点同学

们可以看到，学习要自己努力，努力就可以很快上去。”①

在那时，他的老师王维克是留学法国的学者，当金坛县初中的校长，非常关心培养华罗庚。继

任校长韩大受先生，为人很好。后来，熊庆来教授推荐华罗庚到清华大学的故事，尽人皆知了。华

罗庚的求学经历，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很有启发性。

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１９３０年在 《科学》杂志上看到华罗庚撰写的论文 《苏家驹之

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他就认定 “能写出这样的数学论文一定是个人才”，他当

即作出决定把华罗庚请到清华大学来。那时，华罗庚只有一张初中毕业的文凭。新中国成立之后，

华罗庚从美国回到中国，并担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感念熊庆来知遇之恩，邀请远

在法国访问又生病残疾的熊庆来教授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任职。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华罗庚最先提出要为熊庆来 “落实政策”，使熊庆来成为第一批在报

纸上正式平反的科学家之一。在举行熊庆来骨灰安放仪式时，华罗庚触景生情，百感交集，写下一

首诗 《苦迪师》。② 我们要像华罗庚那样尊重前辈。

华罗庚的一生，创造了多项奇迹，至少有五个前无古人的 “大亮点”，或者说，至少有五个光辉

闪闪的 “一瞬间”：

其一，主要通过自修，从初中毕业到当大学教师，用了六年半时间；其二，１９岁发表第一篇数

学论文，第二篇就得到熊庆来的称赞；其三，３７岁完成第一本有创新意义的著作 《堆垒素数论》；其

四，毛泽东、周恩来鼓励肯定他在数学理论和应用上的重大贡献；其五，带病推广统筹优选，工作

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九）穷理寻真

万哲先院士回忆华罗庚时说：“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对研究工作要求很高，强调要选有意义

的问题做，要有新的想法，要创造，不要依样画葫芦。一旦学生有了新的想法，取得点滴成果时，

他就鼓励。他还经常告诫学生，不要眼高手低，只要练好扎实的基本功，做到 ‘拳不离手，曲不离

口’，踏踏实实地工作，收获就会到来。”③

１９８４年，华罗庚在 《自勉》一诗中写道：

从实从严，不骄不躁。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锲而不舍，蹊径自辟。

独立思考，穷理寻真。④

华罗庚对于在管理科学中，怎样选择科学方法，提出四点：“第一点，科学方法要适应我国经济和

工业生产的实际情况；第二点，应该尽量采用最现代的方法；第三点，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第四点，

要从理论的高度进行分析。”⑤接着，华罗庚提出在管理上用得着的方法可以概括为３６个字：

·２２·

①

②

③

④

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合办公室．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 ［Ｍ］．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４８．

金雅芬．华罗庚治学思想精粹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１４８１５０．

丘成桐，杨乐，季理真．传奇数学家华罗庚———纪念华罗庚诞辰１００周年 ［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０：３９．

⑤ 华罗庚．华罗庚诗文选 ［Ｍ］．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４９，２７６２７９．



大统筹　广优选　联运输　精统计

抓质量　理数据　建系统　策发展

利工具　巧计算　重实践　明真理

华罗庚 “三十六个字”的方法概括，最后一个是 “明真理”。读了华罗庚的著作之后，笔者认识

到真理是什么了。真理至少有四条标准：内在逻辑要连贯一致、外在实践要整体证实、群众感受要

合情合理、历史检验要认同正确。① “怎样获得真理？”也有四条：站在巨人肩上、博采众家之长、

提炼核心概念、原创新的思想。

最后，本文以华罗庚１９８５年的一段话为结束语：“青年人羡慕老年人有知识、有能力、有经验，

但这是可追的；老年人羡慕青年人有朝气、身体健康，思想活跃，这是老年人不能再获得的。所以，

历史总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辈新人胜古人。”②

（责任编辑　李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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