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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家说，数学研究是继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之后的第三种研究

方法。近代、现代的许多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往往是人们先用

数学算出了它，然后才有了科学发现。海王星和冥王星的发现是如此，

火箭的上天也源于数学上的“第一宇宙速度”。大到宇宙形态，小到

基因组合，数学都可以通过计算来认识世界。于是，有人说，上帝是

按照数学语言来创造世界的。 

    今年 2 月 19 日， 81 岁高龄的数学家吴文俊从江泽民主席手中

接过国家最高科学奖的证书，此刻，这位年过八旬的数学家的数学人

生又一次放射出最明亮的光辉。 

    在一个下午，我走进了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走近了满

头华发的吴文俊先生与他的年轻的助手，走近了吴先生的数学人生。 

2001年 2月 1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江泽民主席亲自颁发

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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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引起了“拓扑学的地震” 

    吴文俊谈笑风生，性格开朗。可吴先生说他从少年时代起，很多

年一直是个沉默寡言的人，甚至可以整天不说一句话。可是，这样一

个人却有着别人所不及的数学天资。 

    吴文俊先生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战的炮火中度过的。1940 年他

从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毕业，到处奔波才在郊区的中学找到了一个位

置。此后整整五年，没有接触数学研究。抗战胜利后，吴先生由亲友

推荐结识了陈省身先生。此时，拓扑学正在兴起，被称为现代数学的

王后，陈省身先生把他引上了拓扑学的正途。在陈省身身边一年多的

时间里，吴文俊展露了颖异的才华，极受陈先生赏识。 

    1946年，吴文俊考取了留学生，来到法国，两年之后获得法国国

家科学博士学位。法国是拓扑学的中心，吴文俊在这里御风而飞，渐

入境界。1950年, 吴文俊提出“吴示性类” 和“吴公式”，将拓扑学

中示性类的概念由繁化简，由难变易，并给出了示性类之间明确的关

系和可以计算的公式。吴文俊抓住本质的鲜明工作，如同拨云见日，

为拓扑学开辟了新的天地，被称为 “拓扑学的地震”。 1951年吴文

俊回到祖国，继续拓扑学方面的研究，又作出了“吴示嵌类”的发现。 

    因在拓扑学方面的重要成就，吴文俊获得了 1956 年度的第一届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5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这一年他

38 岁，是当时最年轻的中科院学部委员。1958 年，吴文俊应邀在世

界数学家大会做示嵌类方面的报告，这在数学界被认为是很高的荣誉。 

    拓扑学至今仍是数学的主流之一，并有着广泛的应用。而吴文俊

的成果成为影响深远的经典性成果，引发了大量的后续研究，其中一

些至今仍居世界领先地位。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从他的成果中受到启发，

或直接以他的成果为研究的起始点。 

 

连接古代与未来——开辟数学机械化的新领域 

    数学机械化思想的提出和成果铸就了吴文俊数学人生的第二块

里程碑。 

    这源于两次偶然的机遇。一次是在无线电厂的劳动，一次是对中

国古代数学的重新认识。 

    “文革”期间吴文俊在北京无线电一厂劳动，但这里并不做无线

电，而是转向制造计算机，在这里吴文俊第一次了解了计算机，并感

到了计算机的巨大威力，认为计算机是一个了不起的工具。 

    1974年，吴文俊开始涉足中国古代数学史，渐渐地深入进去，他

对中国古代数学有了一个重要发现，就是贯穿中国古代算术的思想是

机械化的思想，是非常符合现代计算机的思想。这促使他想二者合一，

解决一些数学问题。他开始选择了初等几何定理证明作为尝试。经过

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的艰苦工作，机器证明定理终于取得了

成功。 



    1984年，年轻的中国数学家周咸青去美国丹佛参加“全美定理机

器学术会议”，在会上他提交了一篇《用吴方法证明几何定理》的论

文，同时在现场用电脑进行演示，短短的十几分钟证明了几百条几何

定理，整个会场顿时哗然。 

    “吴方法”的神奇之处在于，可以让电脑代替人脑去进行几何定

理的证明，这样对于人脑来说，原本很复杂和繁琐甚至不太可能的计

算和推理就变得轻而易举了。把这一方法运用到各种科研和技术领域

中，就能显著提高工作效率。 

    后来，吴文俊在他的阅读中零星地读到，在他之前，世界上也有

数学家提出过减轻繁重脑力劳动的想法，像解析几何的发明者笛卡尔

等，但他们或是没有进行过尝试，或是迷失了路径。而吴文俊以他敏

锐的目光在世界电脑发展初露端倪之时，立即把电脑与自己所研究的

中国古代算术思想联系起来，开辟了一条与西方迥然不同的数学机械

化道路，开创了机器定理证明的时代，国际上称为“吴文俊方法”和

“吴消元法”。吴文俊的名声又一次鹊起，1986年，吴文俊第二次应

邀在世界数学家大会上介绍这一发现。 

    这里不应该忽略的是吴文俊对中国古代数学史的贡献，西方人一

直对中国古代数学存有偏见。他对古代数学史进行了整个检查后，却

有了一个重要发现：就是中国古代数学自成一体，不仅与西方理论是

完全不同的两套思路，而且对现代数学也有启迪。1977年，吴文俊发

表了《中国古代数学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明确指出近代数学之

所以能发展到今天，主要是靠中国（式）的数学而非希腊（式）的数



学，决定数学历史发展进程的主要是靠中国（式）的数学而非希腊（式）

的数学。1987 年，他发表了更加重要的《中国传统数学的再认识》，

引起了数学界的极大兴趣。这是对数学史正本清源的研究。据说，一

向谦虚谨慎的吴文俊也口吐“狂言”：“我是真正理解中国古代数学的

第一人。” 

 

80 岁的童心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 

    已年逾八旬的吴文俊先生至今仍活跃在数学机械化研究的第一

线，他主要的精力是致力于数学机械化的应用。 

    在吴文俊的培养带领和影响下，中国有了一支高水平的数学机械

化研究队伍，在国际上被称为“吴学派”。 

    目前，“吴方法”已经在高科技领域开始了成功的应用。运用“吴

方法”，北京大学的科学家使得可视电话的传输效果比传统传输方法

大大改善；而正在研制的新一代数控机床将更加精巧、灵便，可加工

更为复杂的曲面，被科学家称为“21世纪的机床”。北京理工大学的

科研人员已经将“吴方法”成功应用到一种常见的机械结构“四连杆”

的设计制造中，现在已经可以向工厂推广进入产业化阶段了。 

    吴先生说，数学机械化的研究目前仅仅处于起步阶段，主要局限

于代数几何、微分几何等领域，如何扩大数学机械化的范围，将是今

后需要长期探索的问题。 

     采访结束，问及吴先生为何如此高寿，仍精力过人，答曰：没



有心理负担，没有烦恼。 

    而他的学生对此解释有二：一为家族遗传，一应归结为吴先生个

人修养。吴先生挚爱数学，一心只在学术，一生淡泊名利，不计成败

得失。虽为学术大家，但谦虚谨慎，毫无霸气，为人正直，平易近人，

而且不失天真之心，令人可亲可敬。 

（本文照片除署名外，均由数学机械化研究中心提供。） 

 

    资料： 吴文俊 1919 年 5 月出生于上海，1940 年毕业于上海交

通大学数学系。1946年赴法国 Strassbourg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

1957 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0 年被第三世界科学

院选为院士。1952年至 1979年任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副所长、研究员。

1979年至现在任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名誉所长、研究

员。从 1956年到 1997年，他曾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第

三世界科学院数学奖、陈嘉庚数理科学奖、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

科学家奖、国际 Herbrand自动推理杰出成就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