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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年纪念

《数学文化》创刊十周年了！已经记不太清开始阅读这本期刊的具体时间，

但肯定是在她创刊后不久。数学是什么？一百个人大约有一百种回答，最常见

的如 ：数学是一堆难懂的符号公式，数学是一种科学语言，数学是一种工具，

数学是一门艺术，……等等。最早我是 1990 年代初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主办的《百科知识》杂志上张祖贵的文章《数学文化的内容及其价值》中读到“数

学文化”这个词的，文中写道 ：“古希腊强调严密推理、追求理想与美，数学

高度发达，才使古希腊具有优美的文学、极端理性化的数学、理想化的建筑与

雕塑，才使古希腊社会具有现代社会的一切胚胎。由于数学创造力缺乏，罗马

民族缺乏独创精神 ；罗马人能建造高标准的跑马场、宏伟的凯旋门，但罗马文

化实质上是外来文化。中世纪数学衰落，文化也一片黑暗。……作为人类理想

精神的体现，数学今天已成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有些数学成果对认识观、时

空观、伦理观、人生观都产生巨大作用”。 这段话使我对于“数学是文化”这

一观念十分认同，因此当我在互联网上发现《数学文化》期刊时，竟产生了似

曾相识的感觉。

2000 年被国际数学联盟定为“世界数学年”，其主要宗旨在于“使数学及

其对世界的意义被社会所了解，特别是被普通公众所了解。” 十年来，《数学文化》

的编者和作者为实现这一宗旨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一篇好的科普文章是用浅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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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众的语言描述深刻的、专业的科学理论，既不能故弄玄虚，又不能流于

媚俗，还要生动有趣、引人入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数学科普文章不

必像研究论文那样，需要对每一个细节严格证明，但至少要求作者对相关理论

具有深刻的理解。随着近年来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的交流方式越来越顺畅，

获取资讯的渠道也越来越便利。然而互联网上的大量信息难免鱼龙混杂，更不

乏以讹传讹的八卦段子。在国内的数学科普领域内，充斥着不少东拼西凑的假

冒伪劣产品，即使一些名家之作也难免有疏漏之处。因此作者必须尽量搜集第

一手资料，以严格的科学精神进行考证、分析、研究，并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在这一点上，写科普文章和写研究论文又有异曲同工之妙。《数学文化》刊登的

文章，大都是质量上乘之作，兼顾了科学性和可读性，凝聚了作者的心血。

我从《数学文化》的读者转型为期刊写作，继而应邀成为特约撰稿人，源自

一个偶然的机会。2012 年恰逢 1977 和 1978 两级大学生毕业 30 周年，由于某件

事情，我的母校复旦数学系 77、78 级被炒作成了“史上最牛班级”，各种传言沸

沸扬扬，甚至越传越离谱。后来在微信系群中同学们也不时谈论这个话题，对于

网间的传闻不甚感冒。有人建议我们应该写一写自己心目中的、亲历的复旦园和

数学系，因此我在 2015 年五、六月间写下了一万多字的博文《我的复旦七年》，

以此向那个伟大的年代致敬。该文初稿完成后，我先贴在微信系群里征求意见，

同学们纷纷补充细节，反复修改。我们一起回忆那个青春飞扬的年代和共同成长

的岁月，大家还将该文广泛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中，引起师长、同学、校友、同

龄人和后学强烈共鸣。后来有同学建议投稿纸媒，特别是在美国作大学教授的黄

一知同学为此多方联系，最后通过一位新闻系校友联系到了《数学文化》的编委

丁玖教授，经他将文章力荐到期刊并在当年的第 6 卷第 3 期发表。

《我的复旦七年》的写作和发表过程，是我近年生活中一段新鲜的经历、

一件有趣而难忘的事。记得当黄一知转达编委会的意向，问我是否愿在《数学

文化》发表时，基于几年来通过阅读对刊物的了解，我欣然同意并深感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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