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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社会需要文理兼修的复合型人才
———林群院士访谈录

曹一鸣 张晓旭 周明旭

思 想
专 家 访 谈 主持人：申建春

Email:shenjch66@126.com

林群院士是我国泛函分析、计算数学研究领域

里著名的数学家、学科带头人。林院士在对微分方程

求解的加速理论的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卓越的成

果，形成了系统理论，被国内外同行公认为“开创性

的工作”，并被列为“当今最有希望的三种加速理论

之一”。

林群院士长期热心数学科普工作，为中学生作

科普报告。我们因为做一个“与数学家同行”的活动，

专门就有关问题对林先生做了一次专访，请他针对

当前高考文理不分科、如何对待信息技术的挑战、出

国留学等热点问题发表了看法。林院士深入浅出的

回答，让我们深受启迪。

访谈人：您在数学科普上有过很多努力和尝试，

尤其是在微积分教学方面。人人都知道，文理科学生

对数学和其他学科方面的要求是很不一样的。但最

近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关于高考不分文理科的政

策，您怎么看待这一改革？

林群，男，1935 年 7 月生于福建，1956年

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随即来到中科院数

学研究所。1993 年当选中科院院士，1999 年

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第九、十届全国

人大代表，现为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

院研究员。主要从事泛函分析、计算数学的

研究，通过计算方法内部结构的优化和新算

法的推出，将误差降到最小。新方法被应用

到核电站和堆石坝的计算中。1989 年获中国

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01 年获捷克科

学院数学科学成就荣誉奖章，2004 年获何梁

何利奖。

/22



年 月

思 想
专 家 访 谈

林群：我是从事数学研究的，其实文科也很好。

通常学校里文科老师的课讲得非常好，为什么呢？文

科的思维比较宽，能从更广的角度去看问题。大学数

学开始讲微积分时往往从 着-啄 语言开始讲，习惯了

从抽象到抽象，认为非常专业。但是文科的课通常不

是这么讲，是从故事、从思想开始的。

我经常讲，欧洲是先文艺复兴，后科学复兴。文

艺在前面，文艺复兴引起科学复兴，而不是科学复兴

在前，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文艺开导的话，文艺解

放不了，科学就解放不了。这里讲的就是思考问题的

广泛性，文科经常会出现新的思考的角度。我之所以

做实验选择在师范类学校，是因为理工科类学校都

觉得自己最了不起。其实是文科很了不起。你们在北

师大，文科那么好，你们学校的课讲得很好，对你们

的影响很大，你们学校的毕业生很受中小学、大学的

欢迎。

所以文理不分科，可以拓展我们理科生看问题

的角度，也会提高文科生的数学和科学素养。有一个

朋友告诉我，他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书，是

因为《战争与和平》讲的是怎么用数学，所以不能认

为小说就没有数学了。我有一个学生去了北京大学，

他打电话告诉我：“林老师，托尔斯泰真的讲了微积

分。”我就问托尔斯泰为什么会讲到微积分，他说因

为俄罗斯贵族有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会讲法文，另

一个是会微积分，所以托尔斯泰必须学微积分。俄国

还有一个作家用非欧几何写小说。为什么？因为俄罗

斯贵族必须学微积分。我们现在的领导人都是大学

毕业，多少也懂微积分，现在中国的领导人水平是很

高的，他们好些人都是工科类大学毕业。反过来看中

国的小说家，我们很钦佩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可

是我觉得他水平很有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得了，

可能外国人喜欢他。当然，得诺贝尔奖的人就和没得

过的人不一样，现在莫言讲话举足轻重。我每次都在

网上搜索莫言的讲话，他的话讲得真的很

好。

访谈人：刚才您也谈到，当高考不分文

理科以后，作为一个理科生，作为一个学数

学的，需要有一定的文学素养，看问题才可

以站得更高。现在还有很多偏爱文科的学

生或成人，比如像您刚才说的莫言，他们的

数学实际上是不好的，不喜欢数学甚至害

怕数学，数学上过高的要求是不是反而会

影响他们的成长？您刚才说托尔斯泰学过

微积分，理性思维对创作出的作品有很深远的影响。

是不是无论什么学生都应该学好数学？

林群：我对俄罗斯的印象很深。因为他们规定贵

族必须学微积分，俄罗斯的文学作品确实写得很深

刻，我们国家虽然也有很多作家和作品，但我觉得还

是不能与俄罗斯比，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像托尔斯

泰的不朽之作，我相信如果说莫言是中国第一作家，

那我认为和托尔斯泰比，差太远了。我想文学界也是

认可的，托尔斯泰的书是圣经。我问过山东一个文学

会的会长，他说当然是托尔斯泰。为什么呢，我现在

说因为他会微积分、会法文，他们贵族要求的。听说

有个孩子叫韩寒，很出名，小说写得很好，我觉得他

要是学了微积分会写得更好。我没看过他写的书，但

他如果学过微积分，可以写得更深刻。

我认为文科生也要学数学，数学人也要念文学，

否则思考问题时角度会站得很低。这是因为数学不

能看到全局，数学是一步一步推理，而文学是看整个

世界。所以西方会出现像达·芬奇这样伟大的画家、

作家。如果说像韩寒这些人能学习高等数学、微积

分，我觉得对他们也很有意义。微积分是无限的思

想，我们只知道有限的世界，如果文学家能知道无限

的世界，他写东西的视野就能够更开阔。

托尔斯泰的儿子在写回忆录时，说托尔斯泰做

了大量的算术题，研究微积分，恐怕他的研究是整体

的研究，因为苏联、俄罗斯的数学是很先进的。欧拉

是俄罗斯的数学家，在他所处的那个时期也是第一

号。彼得大帝非常注重数学，俄罗斯培养了很多领域

的第一流的大家。我们国家可以慢慢来，文科也注意

数学，理科也注意数学，我相信我们国家可以更上一

层楼。现在当然也不错。未来社会需要的是文理兼修

的复合型人才———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访谈人：现在的数学教学一直都有进步，希望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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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都能学好数学。您刚才提

到在中学的时候老师的教学方式对您的影响很大。

的确，对学生学数学来说，老师怎么教对学好数学是

非常重要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林群：我的中学数学老师都非常好。数学老师讲

了很多故事，使我们的数学学习兴趣非常浓厚。他讲

了很多数学家的故事，使我们无形中对数学家很敬

仰，这对我们后面的选择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年，

刚刚解放我就进入高中，很有幸受到中学老师学风、

教风的熏陶，打下了对数学训练的比较好的基础。

我的中学数学老师已经去世了，他不是做数学

的。由于他中学教学突出的成绩，他被调到福建师大

当教师。那个时候他最主要的特点是，一堂课一半时

间讲课，另一半时间讲故事。我想今后我们比较理想

的课堂教学应该是这样的，不要满堂灌，把学生搞得

晕晕乎乎的，而是让学生很轻松地得到很多知识，很

多启发，培养更多的兴趣。不只数学是这样，化学教

学、物理教学都有这个特点。原来我们以为化学是非

常繁琐的，各种化学方程式，但化学老师把化学讲得

生龙活虎，物理也是这样，我们班很多同学去学化学

就是因为受到化学老师的影响。我学数学，当然对化

学也非常有兴趣。我认为一所好的学校有好的师资，

至关重要。什么叫好的师资，恐怕不是满堂灌，而是

能够把长的课程说成很短，而不是把短的说成很长

的。现在包括大学的教师，都应该考虑如何把十行讲

成一行，而不是把两行变成十行。要把书讲薄，而不

是把书越讲越厚。这是一个教育方法的问题。

我看报纸上刊登的关于毛泽东的故事，是有人

访问邓稼先先生，邓先生讲的故事。有一次，毛泽东

接见很多科学家，见到一位著名的数学家，毛泽东

说：“我知道你是一位数学家，我很怕你。”大家都很

惊讶，毛泽东怎么会怕他。毛泽东说：“因为我怕数

学，老师老让我做题，我说我做也可以，但是老师你

得回答我的问题。你看这么多鸡兔同笼的问题，可是

我在乡下这么久，从没看到过把鸡和兔养到一起，难

道不怕它们打架么？”老师回答不上来他的问题，就

不让他做题。所以你看，老师出的题都不符合自然界

的规律，完全是人造的，是为了考学生，甚至是为了

难倒学生而硬编出题目来，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

故事，爱迪生是一个发明家，他发明了电灯。然后数

学家就想计算电灯的体积，但是很难算。数学家想了

一个办法，这个灯泡形状的曲线很难描述，能不能写

成初等函数，因为初等函数是可积的，结果不行。于

是又找了很多方法计算，甚至将灯泡看成球去计算，

也不理想。爱迪生说“你们真傻，我把水灌进去，再倒

出来就是了”。这说明我们的思维必须更广阔，必须

从更高的角度去看问题，从自然界、从公众的角度去

看问题。

现在我们的教学有些问题，有时在非常好的学

校，学生可能对知识掌握得并不那么好，而差一点学

校的学生自己学可能效果也不差。这可能就是因为

好学校的老师认为自己讲得很好，因此一直不断地

讲，没有给学生留下思考的机会。

访谈人：现在教学上的手段也比原来多了。计算

机已经非常普及了，不少中小学生的课堂里也都有

了。计算机进入中小学课堂，一方面给学生提供了更

多的学习资料，另一方面家长也会担心，会不会影响

学生的学习。您认为该怎么样处理这样一个问题？

林群：我们现在的学生都是很好的，计算机可以

帮助他们自学，从这个角度看计算机是很好的。比

如，我问 π，他上网一查就知道。我们现在做研究，想

知道特征值，在网上一查，全世界文章中涉及的特征

值都可以知道，从这点看还是很有用的。所以我觉

得，学生如果自觉，计算机就不会对他产生负面影

响，就有好处。如果不自觉，当然就会出问题。北京大

学有个学生中学时在奥数竞赛中拿了金牌，上了大

学后就只玩游戏，不上课，结果只好退学了。所以对

这个问题，怎么用很关键，用得好就有好处，尤其是

中小学生，用不好就有坏处。用得好就会促进学习，

如虎添翼。用不好你就会去玩游戏，玩物丧志。现代

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是不可阻挡的，而且总体还是好

的。我对这个没有深入的研究，也没有全面的理解。

我认为有了计算机的帮助，可以更多地学习思想、学

习概念，计算的东西尽可能多地交给计算机。

访谈人：其实中学生还有一个担心就是，您说的

这些计算机可以做的事情在中、高考中不能考查，所

以他们就想还是要练好题目才能在中考、高考中得到

高分。现在还不允许考试的时候使用计算机和计算器。

林群：我觉得这方面应该开放。不只是计算机，

任何书都应该可以带进考场。如果老师的题目出得

好，就不会受这个的影响。在课堂上可以用计算机，

走上社会在实际工作中都离不开计算机、网络，为什

么考场就不可以呢？很多题目的关键点也不是靠计

算机可以解决的，我想关键点是需要深入地、反复地

思考。我不知道将来的发展，计算机会不会超过人的

智力，目前恐怕计算机还是不能代替人的思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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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好坏还需要讨论，但是它的发展和使用是不可

阻挡的，禁止是禁止不了的。我们已经离不开它了。

你们做了很多国际比较，我并不太知道国外怎

么教。现在英国老说中国好，我每天都看参考消息，

它上面就说英国觉得中国的灌输式教育最好，比他

们的启发式教育要好。他们认为启发式教育不好，灌

输式教育让学生一题一题地做，这样效率最好。美国

人则很能出奇招，美国人之所以可以获那么多诺贝

尔奖，是因为他们有冒险精神，有与众不同的地方。

其实也不能说他们不好，我们搞得很细也不能说就

多好，也不能说多坏。

访谈人：您刚才也谈到了我们现在的中学教育

的一些问题，还有说到这个国外的数学怎么教。以前

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有不少人出国去读研究生，现在

有不少中学生就出国留学了，留学越来越低龄化了。

您对这个现象怎么看？

林群：第一，大家都有钱了，这是最主要的。第二，

中国念书非常累。我前两天碰到的一个人，他把女儿

送出国去读书。女儿原来是北京 101 中学的，可能是

第一名，考上了北大。家里都觉得上北大挺好的，可

是这个孩子不愿意，她要出国去读书。她在国外一进

大学就做组织者，就参加社会活动，世界各地到处跑，

书不一定读得多，大学生就这样。她觉得这样对她的

成长有好处，美国大学培养的人能力强，不一定都会

培养出数学家、科学家，但可能成为社会家、联合国

的工作人员什么的，钱会赚得很多。你看我们的大学

生哪个能乱跑，乱跑就会被开除。但美国就可以，学

校很自由，学生有很多的自由选择和发展的空间，我

们的孩子也喜欢自由的学校。美国的大学甚至是中

小学的教学宗旨就是喜欢什么你就可以去做什么。

我们也有兴趣小组，但是家

长（其实我们教育中很多问题来

自于学生家长）认为如果中考、

高考不考，这些兴趣都行不通。

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考试？是

因为家长都想比，家长比较好面

子，总是攀比。我现在有个研究

生在生孩子，孩子在妈妈肚子里

的时候就要开始胎教。你看，学

区房最高炒到每平方米 30 多万

元，有些房子还根本不能住！这

些都是家长的推波助澜，对孩子

反而是不好的，这些孩子以后不

一定能学得好，是从小就用钱堆起来的。

出国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虚荣。你问问现在的

中学生，如果去美国读书不要钱，随便去，他们去不

去？肯定全部都去。奥巴马现在把政策也放宽了，更

多的有钱人愿意去了。其实中国的教育，特别是基础

教育的水平还是非常高的，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的。我

们的高新科技和国际上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不过这

个差距正在不断缩小。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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