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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文化》从 2009 年创刊至今已走过了 10 年，这恰好是一个婴儿从呱

呱坠地成长为翩翩少年的时间。由于《数学文化》的主编、编委、编辑和作者

们的努力付出，《数学文化》已成为一本在中国颇有人气和很受欢迎的杂志。

在本文我想谈几点自己的感受。

作为编委，除了 2013 年因故没能到会外，我参加了《数学文化》其余的

全部 9 次编委会议，与两位主编参会的次数一样多，是所有编委中参会最多的

成员之一。可能有读者会打开每一卷的编委会照片，结果会发现两位主编自始

至终并未缺席，怎么能是也参加了 9 次会议？这里留个彩蛋，供大家找个乐趣，

或许细心的读者已经有所发现。此外，我作为组织方还承办过两次编委会，分

别是 2010 年在渤海之滨的秦皇岛，和 2016 年在坝上草原的张家口。在这两

次会议中，我的两个学生刘献军、王涛为会议的组织做出了大量工作。更为巧

合的是，我承办编委会议的次数与两位主编也相同，因此我们 3 人是承办编委

会议最多的人。

每年一度的编委会是《数学文化》的重要“节日”，编委们终于有时间放

下自己手头的工作，聚在一起商量杂志下一年的办刊、发行，探讨数学文化的

传播、普及，十分快乐。《数学文化》的编委们是一个非常有品位的群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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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除了有数学家的身份外，还兼有文学家、书法家、诗人等身份。比如罗懋康

教授为《数学文化》撰联、刘建亚教授书写的“造化经纬，筹量古今”字幅，

无论在数学，还是在文学亦或书法上，都有极高的价值。据我所知，汤涛教授

非常喜欢这幅对联，并将这幅字挂在他办公室最显眼的地方。在 2017 年南方

科技大学召开的编委会上，诸位编委、编辑曾有幸在这幅字下进行合影，可以

说是相得益彰。

《数学文化》具有非常强的包容性，有着广泛的作者和读者来源，他们的

教育背景与学术经历各异，上到科学大家，下到三教九流，感兴趣和关心的问

题也各不相同，这就促成了数学、自然科学、数学科普、数学教育、科学史等

多方向并进、互动的局面，体现出数学文化联系广泛性的特征，带动了相关学

科的发展。很多作者也参加过《数学文化》编委会议，这些高人、能人给杂志

带来了学识和聪慧，并乐意将此分享给众人，使得读者很容易将《数学文化》

当成亲人，感受到温暖。

值得一提的是，在《数学文化》的作者群中，有一支来自河北师范大学的

稳定力量。我的学生王淑红、阎晨光和王涛都曾给《数学文化》写过文章，有

的还不止一篇。比如王淑红与蒋迅合作，撰写了多篇精品文章，并藉此出版了

著作。更有意思的是，通过《数学文化》的联系，我还向汤涛教授输送了一个

学生。王涛 2015 年在我的指导下获得了博士学位，然后到南方科技大学数学

系跟随汤涛教授做博士后，2017 年博士后出站后进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

研究所工作，如今他已成为《数学文化》的特约撰稿人。

《数学文化》将数学的内涵与精彩展示给了读者，给他们带来了文化的愉

悦和享受。我代表河北师范大学订阅了 200 套，是《数学文化》封底集体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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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一集团军”的成员。我将这些杂志送给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

教师、教授、院长、校长、书记、公务员和其他人，每个人读完后都有收获。《数

学文化》装帧优美、图文并茂，最大限度地覆盖了读者。有的读者喜欢看内容，

还有的读者喜欢看照片，比如这个人可能喜欢看大胡子，看完后很有感觉 ；那

个人喜欢看字画，可能完全是在看书法……在这个过程中，读者不知不觉地接

触到数学，这难道不是一种更广意义上的文化吗？

总之，《数学文化》将数学和文化两个领域进行了缀合、弥缝，使之浑然一体，

精妙绝伦，是中国当代科学文化领域的标杆之一，引领着中国的数学文化从稀

疏到兴起并走向繁荣。今年恰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七十周年，也是《数学

文化》创刊十周年，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谨祝《数学文化》越办越好。

2018 年青海与汤涛、王涛（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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