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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东路55 号有这样一个园

区，容纳了四个科研院所，承载着

近百年的科学发展历程，这就是中

国科学院基础科学园区。2018 年伴

随着遍布园区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

究所(简称物理所)“网红”井盖的

刷屏，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社会公众

走进基础科学园区，近距离感受科

学的魅力。在这个园区里，与物理

所仅一步之遥的中国科学院数学与

系统科学研究院(简称数学院)也早

已开始探索着科学普及之路。在

数学院主楼的大厅里，挂着 5 位数

学大家的照片，他们也是数学科

普的前辈。至于他们是如何为公

众传递数学这门最基础学科的精

髓，这就要从数学院的科普传统

讲起了。

2019 年 12 月 23 日晚，由科技

部引进国外智力管理司、中国科学

院科学传播局、北京科学技术委员

会支持，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承

办的第45 期沙龙活动温暖开讲，这

是科学咖啡馆本年度的收官之作。

活动由科技部引进国外智力管理司

邱成利处长主持，非常荣幸地邀请

到了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

究院林群院士担任主讲人。林先生

致力于研究计算数学，特别是微分

方程的高效率，高性能算法。近二

十多年来，他一直从事微积分的科

普教育工作，前不久入选“典赞·

2019 科普中国”十大科学传播人

物。这期咖啡馆活动中，林先生不

讲数学，不讲科研，只想讲讲数学

科普能手的故事。

大道至简

数学院大厅照片栏里的 5 位数

学家就是故事的主人公。他们是华

罗庚、关肇直、吴文俊、冯康和陈

景润。林先生说起他们时饱含深

情，在林先生眼中，他们不仅是数

学届泰斗级人物，更是数学科普的

开拓者。

关肇直先生是林先生在中国科

学院的第一位老师，他研究的是最

抽象的泛函分析，这门

无限维空间的学问太过

抽象，让林先生在研学

了一年之后仍然百思不

得其解。有一次，林先

生在陪老师回家的路

上，趁机向他表达了自

己的困惑。对于如何学

习泛函分析，老师只说

了一句话——“ 泛函分

析就是平面几何， 不

信，你回去做做看。”林先生回到办

公室后，验证了泛函分析的定理，

果真如老师所说，林先生用“晴天

霹雳”形容当时的感受。此后，关

肇直先生的学习方法、科学观点影

响了林先生一生。科普的第一要点

就是揭示科学的本质和精髓，正如

在纪念关肇直先生的一篇文章中所

言“关先生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吴文俊先生堪称数学科普的典

范。他有本著名的小册子《几何定

理的力学证明》，把几何中几个著名

定理，转变为力学中的重心观察，

这种将数学和物理两个学科结合起

来、但又简易很多的证明方法令人

意想不到。当华罗庚先生看到这个

小册子时，感叹：吴文俊的这本小

册子胜过数十篇论文。科普的第二

林群院士主题报告现场

“我们最好把自己的生命看作前人生命的延续，是现在共同生命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后人生命的开

端。如此延续下去，科学就会一天比一天灿烂，社会就会一天比一天更美好。”

—— 华罗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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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在于如何创新方法，如何探索

新路。吴文俊先生主张中国数学要

发扬自己的传统特色，要有自己的

方向，不能只跟在别人后面跑。

林先生提到的第三位数学科普

前辈是冯康先生。他是中国计算数

学的先驱和创始人，对中国计算数

学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有很

多开创性的举世闻名的成果。很多

人说起他的科研成果，就直接会提

到他做的数学科普。冯康先生的绝

妙口才，在他为物理学家做完科普

报告后，甚至被这样评价：冯康当

选学部委员不需要别的材料了，凭

他的演讲就够水平了。科普的第三

要点即把握学不分科，能从跨学科

交叉交流中传道受业解惑，才是真正

将科学和传播融合起来。

深入浅出

林先生讲到的第四位科普能手

是陈景润先生。提起陈景润，他在

《中国科学》发表的“1+2”详细证

明，曾引起世界的巨大轰动，被公

认是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大贡

献，是筛法理论的光辉顶点，国际

数学界称之为“陈氏定理”，至今

仍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保持

世界领先水平。陈景润成名后，给

青年学生做演讲，他的选题却不是

关于自已的数论工作，而是选择将

他工作中最费时的部分拿出来做解

释，比如行列式计算、多项式求

根、还有三角公式等等，在场听众

惊讶于为什么陈老师会选择讲这么

浅显的内容？陈景润先生答道：

“我讲的是我自己不需要去想的部

分，如果向大家传达的内容自己还

要思考很久，那讲给别人听， 别人

一定也听不明白。”科普的第四个

要点，既然选择为公众普及科学知

识，所普及的内容就一定是自己胸

有成竹、出口成章的，如果自己还

需要思考研究，也就不必拿出来做

科学普及了。

最后一位主人公是大家耳熟能

详的华罗庚先生，他又是怎么做科

普的呢？林先生讲到有一次他开完

会乘坐出租车，司机问他：“您这

么大年纪了，不在家带孙辈，还到

处跑，是做什么工作的？”林先生

答道：“做数学的。”想不到司机立

即蹦出一句：“ 哦，0.618。”0.618

是黄金分割比例，千万人中的一位普

通司机一说数学就能讲出华罗庚的

0.618，可见华先生在推广优选法的

时候将此传递给万千百姓，世上是

否还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把

0.618 黄金比例分割科普得让出租车

司机都能记住呢？国外对华罗庚有

这样的评价：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像

华罗庚那样拥有几百万的科普听

众。科普的最高境界，

就是把一个概念传递到

世界每一个角落，无论

是哪个国家，无论是哪

个行业的公众，都能被

普及、被认知。

永无止境

科 学 探 索 永 无 止

境，科学传播未有尽

头。林群院士为大家讲

述的5 位数学大家，都是20 世纪二

三十年代的科学家，可见科学传播

并非仅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如今很

难想象，那个年代的环境和条件，

连做科研都举步维艰，更何况公众

科普。“科普也要创新啊！”这句林

先生主题报告的结束语，无论是亚

洲还是欧洲、无论是过去还是现

代、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科学的

跨学科交叉融合无处不在，创新也

无处不在。历史是瞬时的结合，创

新是时速的变化，当下科技工作者

的科学传播工作正在以更丰富的形

式、更宽广的渠道普及大众，提升

国民的科学素养。

活动的自由交流环节有嘉宾问

林先生，从科学传播的角度看，如

今我们能做的科普互动展品应该突

出什么特点？林先生认为，做科研

讲究厚古薄今，要从历史上挖掘学

科的本质。而做科普，要与时俱

进，在传播的推进中融合时代的背

景、结合中国的特色，做适合中国

孩子的科普互动展品，只有独创品

牌才能屹立不倒。

林群院士带来的数学院科普传

统故事让在座的嘉宾意犹未尽，大

家感慨于85岁高龄的林先生对科普

教育事业的初心不改。让普通受众

也能理解和运用微积分是林先生的

心愿，为此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

热情。他曾说：“教学不能脱离科

普，科研也不能脱离科普，因为科

学最终是要面向大众的。”没错，

科普是科学家的职责之一，归根到

底，要将知识逐渐传承给新一代，

科技创新和科学传播将是科教兴邦

的必经之路。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田春璐 成 蒙 魏红祥 供稿)
科普活动与会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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