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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8 日早上，突然看到吴文俊先生 7 日不幸逝世的消息，我感到十分震

惊和悲痛。我一时难以接受这位对数学充满激情、饱含智慧、乐观向上的著名

科学家离开了我们。

这几天，我经常思念吴先生，夜里常常辗转反侧，久不成寐，和吴先生交

往的往事不时涌上心头。

今年 3 月初，我因一篇回忆科技工作往事的文章送请吴先生指教。吴先生

不仅及时核正，而且在退回文章时，亲笔给我写了一信 ：

总理，您好！

最近一段时间杂七杂八的事特别多，一时没有写信给您，请多原谅。

我觉得，中国的古代数学成果集中表现在《九章算术》一书，该书可能成

于汉初，但其材料应是长时期的积累，其中有些成果的取得有些不可思议。

以后有机会再向您请教。

　　                                                                                吴文俊

2017 年 3 月

接到吴先生的信，我既兴奋又感动。先生虽九十八岁高龄，但思维清晰，

对中国数学史细推不断，总有新见解，让我感佩不已。我想尽快择机看望先生，

当面聆听教益。

4 月初，泰国公主诗琳通访问中国期间，赠送我一些芒果。我立即想到吴

先生。4 月 8 日，我派工作人员将芒果转送给吴先生。在联系过程中才知道先

生于 3 月下旬因病住院，工作人员将芒果又送到医院，并转达了我的问候。

谁知这竟然成为我对先生的最后一次问候。事后我得知，在吴先生神志清

鞠躬尽瘁，死而不已
                                ——追忆吴文俊先生

温家宝

感谢《中国科学报》授权本刊转载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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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时，家人向他转达了

我的问候，老人还说“谢

谢”。但没能再见上先生

一面，是我终生的遗憾。

吴文俊先生是我国

最具国际影响的著名数

学 家 之 一。 他 1940 年

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

1949 年获法国国家科学

博士学位，1951 年回国

工作，是中科院资深院

士。他长期从事数学前

沿研究，对数学的核心

领域拓扑学做出了重大

贡献，开创了数学机械

化新领域，对数学和计

算机科学研究影响深远，

获得国内外多项荣誉桂

冠。1956 年他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00 年获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开始联系科技工作，经常在一些会议或活动场合

见到吴先生。他谦虚儒雅的风格、敏捷的思维、开朗乐观的谈吐、锐意创新的

精神始终为人们所称道。有时，他的寥寥数语经常给我以启发和思考。1992
年 8 月，我到中科院数学所、应用数学所和系统科学所调研时，比较系统地了

解了吴文俊先生和他从事的研究领域。那次调研使我深切地体会到，数学是整

个自然科学的基础。数学的思维在于创造。数学等基础科学研究应该为我们国

家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作出贡献。

我印象还深的一件事是：2002 年 8 月，第 24 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

我出席了大会开幕式。会议期间，作为大会主席的吴先生呼吁中国数学工作者

不仅要振兴、更要“复兴中国数学”。他说 ：“中国古代的实数系统是世界上最

早的，是中国的独特创造，这一创造在人类文明史上居于显赫的地位。欧洲直

到 19 世纪才发现这个问题，而且引进的实数系统，比我们中国古代当时的实

数系统还要差多了。我们的数学不光是要振兴，还要‘复兴’。”他说，这对弘

扬中国古代的数学研究成果，启发中国数学未来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到国务院工作后，还曾两次到吴先生家登门拜访。言谈话语间，他所流

露出的爱国情怀和严谨治学的态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2004 年 10 月 31 日，我到中关村看望吴先生。在简朴的小客厅里，我握

着吴老的手说 ：“我是来看望您的，也是来充电学习的。”

我问吴老最近在研究什么？

已经 85 岁的吴先生思想十分活跃，他兴致勃勃地谈起科技发展的观点和

吴文俊给温家宝信的影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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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的研究方向。

他说 ：“从‘文化大革命’以后，我的研究方向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是

受中国数学的启发。中国传统科学中，也有珍贵的宝藏。要把东西方优秀的成

果结合起来，为我所用。学习中国数学的历史，我发现中国数学发展的途径、

思想方法和现在的科学理论是相反的，是根本不相同的。中国是算法式的。算

法是你做了第一步，就知道第二步该怎么做，做了第二步就知道第三步该怎么

做。而西方的现代数学，每一步的证明都要经过思考，走了第一步不知道第二

步怎么做。我受了这个启发，就想是不是在数学的许多领域也可以按照中国这

种算法的方式。这在现在的实现条件，就是我们有计算机。”

我说 ：“有人这么概括说，计算机和数学的结合是思维和工具的结合，是

科学和机械的结合。”

吴先生说 ：“对。纯数学和应用数学也能结合在一起。这两者之间没有鸿

沟。我主张基础科学也要面向现实、面向社会，要力争为社会经济生活服务。

这 20 多年差不多都是沿着这条路在走。突破就是要找到一个能用算法实现的

途径。”

在这次拜访吴先生回来的路上，我回味着他的话时在想 ：“不断探索、寻

求突破”不正是吴先生学术生涯的写照吗？在多个研究领域中，他正是凭借锲

而不舍的精神，以卓越的研究成果树立了推进拓扑学发展和实现数学机械化这

两座学术丰碑。

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于吴先生在拓扑学研究中承前启后的独特贡献，拓扑

学和数学的其他分支结合得更加紧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应用而生。许多著名

数学家从他的工作中受到启发或直接为研究的起始点，获得一系列重大成果。

受计算机与古代传统数学的启发，1977 年，他在初等几何定理的机械化

 2002 年 8 月，吴文俊在北京举行的第 24 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