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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俊数学与天文丝路基金研究计划启动 

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吴文俊院士最近宣布从他所获奖金中拨出 50 万元作为“数

学与天文丝路基金”启动经费，用于鼓励并资助有发展潜力的年轻学者从事有关古代中

国与亚洲各国（重点为中亚各国）数学与天文交流的研究。 

吴文俊院士获得的国家最高科技奖的两大成就是拓扑学和数学机械化研究，其中数

学机械化是他在 70 年代以后开拓的一个既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又有浓郁的中国特色的

数学领域。吴先生说过：“几何定理证明的机械化问题，从思维到方法，至少在宋元时

代就有蛛丝蚂迹可寻”，他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受到中国古代数学的启发”。中国古

代数学在中世纪曾领先于世界，后来落后了。今天我们要赶超，除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

同时也应发扬中国古代科学的优良传统。吴文俊的数学机械化理论，正是古为今用的典

范。吴文俊先生本人这样做，同时也大力提倡年轻学者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科学的优良

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做出自己的创新。 

要继承和发扬，就必须学习和发掘。中国古代有许多杰出的科学成果在 14 世纪以

后遭到忽视和埋没，有不少甚至失传了。其中有一部分重要成果曾流传到亚洲其它国家，

特别是沿丝绸之路流传到中亚各国并进而远播欧洲，促成了东西文化的结合与近代科学

的孕育。因此，澄清古代中国与亚洲各国特别是沿丝绸之路数学与天文交流的情况，对

于进一步发掘中国古代数学与天文遗产，探明近代数学的源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

现实意义。这方面的研究以往由于语言和经费等困难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开展，而推动

这方面的研究，是吴文俊先生多年来的一个宿愿。这次他设立“数学与天文丝路基金”，

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为了具体实施“吴文俊数学与天文丝路基金”的宗旨与计划，根据吴文俊院士本人

的提议，成立了由有关专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将负责遴选，指派优秀年轻

学者赴中亚、日本与朝鲜等地区专门调查考察和研究古代中国与这些地区数学与天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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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情况，以及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典籍流传这些地区且幸存至今的情况，同时争取与有

关科研、教育部门联合规划，多渠道多途径地选派和资助人员到上述地区访问研究，或

培养能从事本项研究的专门人才。 

吴文俊数学与天文丝路基金学术委员会于 8 月 12 日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

研究院举行了首次会议。学术委员会初步拟议，吴文俊数学与天文丝路基金的资助对象

应为自愿立志从事有关研究，有强烈的科学敬业与奉献精神的年轻学者，他们应具有坚

实的现代数理基础，同时通晓古代数学与天文史，并能学习掌握前往地区的古今语言文

字，从而能直接查阅当地数学与天文的第一手原始资料。 

吴文俊数学与天文丝路基金，是一项有鲜明特色和深远意义的研究计划。吴文俊院

士认为，万事开头难，基础理论研究贵在投入与坚持。他相信：该基金一定能开一个好

头，使这项古为今用的研究得以推动并深入开展下去，日后必将开放奇葩，结出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