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之舞——记数学家吴文俊院士 

 

作者：王静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9-11-12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09/11/225676.html 

 

   1、2、3、4、5、6、7，经过作曲家之手，变幻出扣动心弦的乐章； 

   0、1、0、1、0、0、1，经过计算机专家之手，除了计算还可做画

笔； 

    1、2、3、4、5、6、7, 经过数学家之手，精确解读、解答、解决

世界的变化与玄机。 

   多么伟大而简洁的符号！这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发明！这创造引

领人类实现理想梦境！ 

…… 

    终于，在 20 世纪的一天，当中国的学生接受高等数学教育时，

尤其是数学专业学生在学习时，会惊喜地发现，在现代数学的发展过

程中，中国人的名字出现了，这个名字便是“吴文俊”！在数学发展

的史册中，“吴文俊”是屈指可数的由方块字组成的几个名字之一。 

    吴文俊，不仅在数学王国的拓扑学发展中树起一座“吴示性类”

的里程碑，还发明了“吴公式”，使数学机械化的百年梦想得以实现。

在这个数与形的奇妙世界里，他举手投足的每一个动作，都给人深刻

的印象。他的推理，震动着、激荡着数字王国里善于精算和推演的人

们。他舞动着带有显著中国思维特征的长袖，击鼓长鸣于数字长河，

引领一代人向更高、更好迈进。 

    他是中国当代数学的标志，不仅代表着中国人的数学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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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意味着当代中国数学行走在世界数学科学的前沿高地。 

   …… 

  “示性类”，在普通人眼里是个让人一头雾水的词，在汉语词典里

也压根儿找不到这个词，而这个词与吴文俊和他的领路人陈省身却有

着千丝万缕的情缘，只要谈他们的数学成就，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示

性类”是数学科学里一个普通的常用词，也是拓扑学专业的一个术语。

科学家们对它常有这样一番解释： 

    如果你有一块橡皮泥，在橡皮泥上扎个小孔。然后，不论你如何

揉搓，这块橡皮泥如何不断改变形状，小孔都会一直存在于橡皮泥上。

这就是橡皮泥的“拓扑”性质。从专业角度来解释则这样说，“几何

图形在连续变形下的不变性”就是“拓扑”。那么，当许多物体都具

有了拓扑性时，对之进行分类，并把其中的特征表达出来，某些部分

就叫“示性类”，即表示其某些特征并根据这样的特征分类。 

    数学家说，人类文明发展已有几千年历史，对于自然界物质世界

普通的、简单的、基本的问题大多都已解决，剩下的都是很复杂的关

系问题。物质拓扑性之中的“示性类”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著名

数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惠特尼的乘积公式是“示性类”最基

本的理论，需要一部专著才能证明表述清楚，而吴文俊仅用了 1年时

间就弄清楚了其计算方法，并掌握了建立这种公式的途径。 

    这在数学界让人不可思议，也许，这正是吴文俊的过人之处。 

    实际上，对于吴文俊而言，弄清楚惠特尼的乘积公式并非轻而易

举。1947年，吴文俊跟随陈省身抵达北京后，在清华大学与陈省身的



另一名中央研究院的学生曹锡华同住一间宿舍。曹锡华知道，吴文俊

每天攻关至夜深，感觉证明成功后方才睡觉。可一觉醒来，他又发现

证明有错，便重新开始。到下午，吴文俊又对同事说，“证明出来了”，

可很快他又会发现，证明出现了漏洞，继而又开始熬夜。如此反复了

不知多少遍，终获成功。 

 …… 

    人们或许不知，数学家们不仅善于对现实世界进行计算和推理，

还是一群对未来充满着梦想的奇人。他们常期待并用实际行动改变世

界上的一些事情。大约 100年前，数学家就希望机器能够像人的大脑

一样学习和推理，能够证明数学定理，即实现数学的机械化。 

    然而，在数学发展的漫长历史中，积累了无数的几何定理。这里

面有许多巧夺天工、意味隽永的杰作。由于传统的兴趣和应用的价值，

初等几何问题的自动求解，遂为数学机械化的研究焦点。但自塔斯基

的引人注目的定理发表以来，20 余年过去，初等几何定理的机器证

明，仍然没有令人满意的进展。在经过许多探索和失败之后，数学家

们悲叹：光靠机器，再过 100年也未必能证明出多少有意义的新定理

来！ 

    就在数学家们近乎绝望的时代，吴文俊在封闭的中国，一脚踹碎

了数学机械化的障碍。他采用自己创造的“吴消元法”，也称为“多

项式零点集”方法，解开了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死结。 

    虽然“吴方法”在数学人眼中，如此简单、明了，可关于数学机

械化本质上的关键性问题，即数学机械化的两个核心问题——“多项



式零点集”和“非退化条件”，吴文俊也并非一蹴而就、一夜之间完

成的。他虽功底深厚，也必须狠下苦功。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

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如果遵循这位儒学大师的教导，60 岁的吴文俊完全可以回家颐养天

年了，何况他在学术上早已功成名就，完全可以舒适地安度晚年。可

就在这个年龄，吴文俊为了数学的机器证明，开始起步学习计算机编

程，因为数学机械化的实现，必须熟练掌握计算机语言并善于编写程

序。这对于一位 60 岁年龄的人而言，没有毅力，没有决心，有谁敢

动这个念头？ 

    计算机的大部分程序是数值计算，但数学机械化程序是符号计算，

符号计算相比数值计算，困难得多，且上世纪 70 年代，计算机设备

还处于十分粗糙的阶段，符号计算的语言在那个年代还没有出现。后

来，美国人工智能之父麦卡锡(McCarthy)，为了研究符号计算，发明

了一种语言——Lisp，并因此而获得了图灵奖。吴文俊为了实现数学

机械化的构想，需要先列表，把大整数变成多项式，之后才能真正开

始编程序。其中，每一步都非轻而易举之事。 

    在这段时间里，中科院系统与数学院年龄略长的一些人都记得这

样的情形，在研究数学机械化过程中，吴文俊着实“狠下了一番笨功

夫”。他日夜演算推导，演算中出现的多项式，经常有数百项甚至上

千项，需要几页纸才能抄下，稍有疏漏，演算则难以继续。他就这样，

数月如一日，坚持奋战。 



    在理论和纸上的演算得出结果后，数学机械化必须在计算机上验

证，才能真正证明其可行性和正确性。为此，吴文俊学习了计算机的

Basic语言。当他基本上能一次编写 4000~5000行的证明定理程序时，

飞速发展的计算机技术已将 Basic语言淘汰，换成了 Algol语言。他

只好又从头学起，等到他熟悉之后，计算机语言又改成了 Fortran语

言，他编好的程序再次作废。计算机语言更新之快，让很多人认为，

编程序只适合于年轻人做。然而，60岁的吴文俊没有放弃，硬是拼下

来了。 

    当时的数学所只有一台 HP-1000 计算机，使用时需要排队预约。

为了验证自己的理论，吴文俊书包里揣着一个馒头，每天早晨 7点多

就来到机房，等管理人员开门后，就一头扎入进去，一般 10 小时后

才出来。傍晚回家，吃完晚饭他就抓紧时间整理编写结果，2小时后，

再回研究所进入机房，工作到午夜或凌晨。第二天，同样如此。几年

后，人们发现，这位年龄已过 60 岁的院士是研究所上机时间最长的

人。因为那时这台唯一的计算机有专人管理，每次使用都有时间记录。 

    就这样，他发明并使用他的“吴方法”，成功地实现了数学家们

的一个百年梦想。他幽默地总结说，“数学适合笨人来做”。其实，数

学需要既智慧又勤奋的人。 

  

《科学时报》 (2009-11-13 B2 科苑走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