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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步入耳顺之年的席南华，

身上有很多标签：中国科学院院士、原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以

下简称“数学院”）院长、晨兴数学奖

获得者、陈省身数学奖得主等。这些标

签背后，是席南华多年来在数学领域的

深耕和对数学纯粹的热爱。当被问到现

在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时，席南华毫不

犹豫地说：“帮助青年人成长，这是我

的责任。”

今年是席南华在中国科学院数学院的第 35 个年头，从学生到院士，从向往

远方的少年到高瞻远瞩的学科领头人，提到数学，席南华仍然难以掩饰内心

的激动。听他讲述欧几里得、黎曼、高斯和希尔伯特的故事，感叹算术、几

何和定理的魅力，听者在不自觉中便忘了时间的流逝。

匈牙利数学家阿尔弗雷德·雷尼曾说：“如果我感到忧伤，我会做数学变得

快乐；如果我正快乐，我会做数学保持快乐。”对此，席南华深感赞同：“做

数学是一件多好的事情啊！”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席南华毫不吝啬地向学生们讲述数学之美：课堂上、教

材里、讲座中……纯粹、热爱、陶醉于其中，席南华对数学始终如一。

席南华院士：研究数学是一件快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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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学纯粹的喜爱

上世纪 60 年代，席南华出生于广东省英德市，对于他以后要做什么，父母未曾有

过具体的规划，只是给他足够的空间，让他自己探索。“我父亲最大的愿望是希望

我能够把字练好，然后做一个秘书。”谈到儿时父母的期待，席南华幽默地调侃道。

席南华自小便对数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在求学的路上，他也像很多普通学子一样不

停受挫：高一那年，在父亲的鼓励下，他提前报考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少年班，但“考

得很糟糕”的他并未如愿进入少年班学习；高考时，席南华再次失利，与自己理想的

大学失之交臂，阴差阳错来到了湖南黔阳师范专科学校（后更名为怀化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现怀化学院）数学科读书；临近毕业，席南华的第一次考研也以失败告终。

但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中学教数学的席南华，并没有就此停止求学。“没有太多复

杂的原因，只是觉得我不该就此放弃在数学上的努力。”于是，他再次参加了研究

生考试，并顺利被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录取，师从代数群领域先驱曹锡华，逐梦之

路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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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南华曾回忆，到了这一步，自己依然很吃力：“我的论文写得很辛苦。我的很多

同学第一年就有论文发表，我读到第三年，论文也写不出来。”

3 年硕士研究生、3 年博士生、1 年半博士后，席南华从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最

后到研究员，该走的路他一步未曾少走。

“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人，能够在学术上取得一些成就，凭借的是对数学纯粹的喜爱

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席南华总是这样评价自己。但后来人们发现，这位总是自称“普

通人”和“不聪明”的数学家打破了“只有天才才能成为数学家”的“魔咒”，他

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纯粹的喜爱告诉了所有人：不是天才，也可以成为一名数学家。

享受“爬山”的乐趣

代数群与量子群研究是席南华最感兴趣的研究方向。1994 年，作为一名极具潜力的

青年数学家，席南华获得了首届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30 万元的基金，再加

上中国科学院匹配的 20 万元，一共 50 万元。这 50 万元的经费，席南华用了 10 年。

这 10 年，科学界内部正处于我国第三次科研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期间，科研人

员的个人工资与科研经费的多少密切相关。而在科学界外部，当时我国正经历改革

大潮，“淘金”几乎成为社会主流。

但在这 10 年间，席南华几乎是“销声匿迹”的，除了发表过 10 余篇论文，就连很

多圈内人都摸不清他具体在做什么。但席南华毫不在意，他的目光和注意力只聚焦

在那些基础和重要的困难问题上。“席老师是一位非常纯粹的数学家，是我职业生

涯中的标杆。”数学院 2018 级博士生、曾受教于席南华的桂弢这样说。

席南华将做数学研究的过程比作爬山，比起最终的结果，他更在意过程中的每一次

发现带给他的快乐：“就像在旅游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到达目的地。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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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去华山看日出日落，肯定是要先经过攀爬，才能到达山顶。但这是需要一个过

程的，在这个过程之中你将收获很多意外之喜，这不就足够令人开心了吗？”

时间从来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的人。席南华对仿射 A 型 Weyl 群证明了 Lusztig 关

于基环的猜想，是对代数群理论的重要贡献，这项长达 95 页的论文被美国数学会

以单行本形式发表，被认为是“highly nontrivial”（高度非凡的）；席南华另一项

有影响的工作的一部分被美国数学会最好的杂志 Jour. Amer. Math. Soc. 发表，这是

大陆学者首次独立在这个顶尖数学杂志上发表论文。与此同时，荣誉也纷至沓来：

2005 年，席南华获得第十届陈省身数学奖；2009 年，席南华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对席南华来说，数学是一位可以相伴一生的知己，数学研究也是一段要用一生去体

验的旅途。在实际的数学研究过程中，他也常常会遇到“到了山顶却看不见日出或

日落”的情况。对此，席南华表现得十分豁达：“出现了阻碍，可能意味着有更好

的东西在等着我，那些更出乎我意料的、更神奇的东西就会出现。”

为人师者，席南华常常用自己的经历鼓励那些不自信的年轻人要轻松、单纯地向前走，

他曾在与国科大本科生交流时说：“每个人人生的春天到来的时间不同，当别人的

春天到来、花开的时候，要相信自己的春天（也将会到来），和别人的成功比较是

没有必要的。就像世界上的动植物，那些草本植物是否开花、什么时候开花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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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有你的空间，别人的成功不是你头顶上的乌云，你有足够的空间发展，就像你

现在有足够的食物一样。我自己并不是名校毕业的本科和研究生，而当我成为院士

的时候，别人不知道我具体在做什么，只是觉得我很厉害。你只需要非常轻松地、

单纯地向前走，沿着自己的路，按照自己的兴趣认真地走下去。会有阴雨天，但这

个世界已经为你披荆斩棘了很多，世界创造了属于你的很多条件。”

培养数学人才的紧迫感

站在国际数学研究的最前沿，席南华心中有了更迫切的事情：为我国培养数学人才。

席南华曾应邀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德国波恩马普数学所等世界一流数学研

究机构访问交流。每次外出访问交流，席南华都默默记下国内外科研环境、评价体制、

人才成长和成果产出的差距。

2014 年，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开始招收本科生，席南华受邀担任国

科大副校长、数学院院长、国科大本科教学委员会主任。在学生到来之前，席南华请中

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调研了每个专业世界上 5 所最好的大学。拿到 30 万字的调研报

告后，席南华不禁暗自忧心：“我们和国外仍然有很大差别。”在他看来，我们注重知

识灌输，能力培养却不够；我们培养了很多专才，在思维能力训练方面却多有不足。

从学习兴趣、讲课风格、教材设定、考试到毕业答辩等各个教学流程，席南华都在

挑战传统的教育模式。“我希望自己能够用心把数学教好，让学生们真正懂数学。”

在席南华看来，教育就是要把学生的潜力挖掘出来，培养学生对于数学的热情，“有

了热情，学生才能够在日后长时间的学习中坚持下去”。

胡泓昇便是这样一位被席南华感染的学生，他还记得曾经有同学问席老师：“我们

学习数学有什么用？”席老师的回答，胡泓昇到现在仍记忆犹新：“他说，对于数学，

我们不要问有没有用，而应该问有没有趣！”席南华对数学的兴趣和认识深深地影

响着他的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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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上，为了让同学们能够对数学概念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平时不苟言笑的席南华

一改常态，在课堂上会不时地抛出一个段子、讲个笑话。

他将恋爱和高等数学中的线性方程式联系在一起，信手拈来的数学史和数学家的故

事，也被巧妙地穿插到了课堂的玩笑里。看到同学们奋笔疾书地抄笔记，席南华便

会提到俄罗斯数学家庞特里亚金：庞特里亚金从来不记笔记，因为他认为记笔记会

耽误太多时间。

本科生阚成章还记得他是如何被数学吸引的：“在上线性代数课的时候，我多次听到席南华老

师讲数学家是一个特别好的职业。相对自由，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想问题，吃饭、走路都可以想。”

如今的国科大校园里，智能教室已经普及，但为了保持数学课堂的系统性和连贯性，

席南华一直坚持板书教学。无论是多么复杂的推导过程，他都能够在不参考任何讲

稿的情况下完整地在黑板上推导出来。尽管他已经有了成熟的讲义和记录，但他认

为“一笔一画手写出的授课内容更能帮助同学们理解和记忆”。

不仅如此，他还竭尽所能地保护学生们的“单纯”。席南华认为，现在社会竞争很激烈，

学生压力很大，保持单纯并不是一件易事。“但学生越单纯，做事情就会越开心，

就越能更好地发挥出潜力。”因此，席南华经常在日常的教学中向学生们强调安心

做好当下的事情，而不是刚进入大学就要去想未来的出路在哪里。



物
访 

人 物
专 访  

Math
Interview

62 中国数学会通讯   2023 年第 4 期 

“把明天的烦恼带到今天来，会对学生的成长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席南华这样说。

将基础知识学扎实

即使是数学专业的学生也曾给席南华提过“基础数学有点枯燥”的问题，这个时候

他总会略显惋惜：“我很遗憾你没有领会到基础数学的美。”但席南华深知，这也

许不是学生的问题。

“缺乏好的教材。”席南华直言，课堂时间有限，在老师授课结束之后，教材就是

学生接触最多的资源。但如果教材仅仅由一堆支离破碎的知识简单堆砌而成，那么

学生在应付过考试之后就不会再进行翻阅。

因此，2014 年，在国科大授课伊始，为了给国科大的本科生们找到好的数学教材，

席南华将国内的教材全部购入并进行了比较，但仍旧没有找到让他满意的教材。“我

认为那些教材非常枯燥，只是一堆零碎知识的简单堆砌，看不到思维的脉络，也看

不到概念是如何形成的。”在席南华眼里，教材就如同房子的地基，“基础性的知

识不扎实，就很难再搭建高层建筑了。”

席南华始终觉得，老师和教材应该教给学生数学思维，数学思维的培养会对刚迈入

数学殿堂的学生们产生极大的影响。以其讲授的《线性代数》这一课程为例，席南

华选择了俄国著名数学家柯斯特利金编写的《代数学引论》作为主要教材。

“这本教材比国内的教材要难一些，但也更加具有逻辑性。”席南华评价道。然而，

在授课的过程中，席南华又发现了另一个问题——由于翻译等问题，俄语著述的课

本在语序和概念上不方便国内学生理解学习。

于是，席南华决定亲自写一本教材。他将自己上课时所用板书的讲义进行整理，为

国科大的本科生们编撰了一部教材，目的就是让学生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数学，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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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之美。教材的内容不仅来源于席南华自己的理解和思考，还有学生们提出来的

“意外的惊喜”以及青年助教老师们的“作业”。

“在《基础代数》的第一讲里面，有几个课后问题其实是在讲课的时候由学生提出

来的，我思考过后发现这些问题很新颖，就写了进去。”席南华说，“有些地方我

觉得可以改进，就交给助教们去思考，跟学生和助教的互动交流确实改进了一些经

典结果的推导方式。”

理解数学、认识数学

在世界最顶尖的数学圈里，最经典、最高水平的概念和理论都是由别人提出的，而

我们只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和创新。“我们只是在别人的园子里干活儿。”席南

华直言不讳，“如果我们国家也有一个像牛顿或者高斯一样的杰出人才，我们将会

非常自豪。而自豪感本身就能够激发很多能量。”

尽管已经在教学中做了很多尝试和改变，但席南华却发现，仅仅在大学里进行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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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培养还远远不够。

席南华曾作为考官之一给北京一所著名中学的学生们出了一份数学题，总共 11 个大

题，每题 10 分。然而，很多学生在做题之后就放弃了，卷子根本没交；交卷的学生

中最高分大概也只有 53 分。席南华对十几分以上的学生都进行了面试，经过面试和

一系列数学课程辅导，席南华敏锐地发现：这些学生中的许多人，他们的数学天赋

和对于数学的热情已经大打折扣，对数学的认识也已经走偏了。

这次经历更加坚定了席南华“让学生们重新理解数学”的初心。如何能让他们更多

地理解数学？如何能激发他们对于数学的好奇心和兴趣？如何能产生一种“热爱数

学”的文化氛围？这都是席南华平日里常思常想的问题。

好的科普作品，可以让公众更好地认识数学——这是在 2021 年，有人向席南华反映

国内的数学科普做得非常糟糕时，他的灵光一现。

“作者要把握好科普作品的篇幅和难度，确保读者能够轻松理解和吸收所介绍的内

容。此外，作者还需要注重科普作品的语言表达，以吸引读者的兴趣和注意力。”

对于做科普，席南华有着自己的理解。

确定了作品的“基调”和目标之后，2021 年年底，席南华便开始邀请数学院的同事

们一同进行《认识数学》这套科普丛书的筹备与编撰工作。经过一年的努力，初稿

于 2022 年年末送往出版社。在出版社的高度重视下，该书于 2022 年年底开始印刷，

并于 2023 年 1 月正式面世。

数学科普作品的内容不够丰富、内涵不够深刻等问题，都会限制公众对数学的深入了解

和认识，这也是席南华重点关注的问题。所以在《认识数学》发行之后，看到公众反响

良好，席南华感到十分高兴。“我们最初的设想可以说基本上都完成了！”席南华兴奋

地说，“这本书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问世，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数学院强大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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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数学研究者们的坚强后盾

2017 年 7 月至 2022 年 11 月期间，席南华担任数学院院长这一职务。作为一个综合

性的国家级学术研究机构，数学院涵盖了数学与系统科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会聚了

一批最杰出的数学科研工作者。数学院承载着国家的期望，当然也面临一些改革，

而改革需要方向。

“改革需要经过很多思考，需要进行很多探索和了解，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

作为院长，席南华深感责任重大，“但这是我的责任，我必须把这项工作做好。”

由于数学院的工作繁忙，为了更好地完成研究院的工作，席南华个人的研究“几乎

处于停滞状态”。

在席南华看来，基础数学的作用不只是体现在对科学技术的支撑上，它还有着更加

深远的意义。

一方面，基础数学是科技的底层，如果底层建筑不够扎实，上层的发展就会受到很

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基础科学里蕴含着非常好的思维方式，无论是数学、物理中

的批判精神，还是智力上所能达到的高度，都会在精神上激励社会。这也是数学院

重要性的体现。

令席南华感到欣慰的是，这几年在研究院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整个研究院的发展都

发生了质的变化。席南华欣喜地说：“这比我个人做出研究成果要有价值得多！”

在数十年光阴里，席南华始终用最纯粹的热爱投身于数学研究中，并一直以最单纯的心

态接触数学。于席南华而言，数学已经不仅是一门学科，更像是一种自然融入生命的生

活方式。他在闲暇的时候会阅读人文社科的书籍，会运动，也会去看芭蕾舞剧，但在做

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也会不自觉地想到数学。“这会让我感到非常充实。”席南华笑着说。

遇到难题不解时，他常说：“有些问题几千年都没解决，历史上那么多伟大的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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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没有解决掉它们，我觉得自己不比他们更优秀，所以又有什么好烦恼的呢？”乐观、

豁达，是席南华对于数学的态度，也是他经历人生中大大小小的困难和挫折时所持

有的人生态度。

在公众眼里，席南华是鼎鼎大名的数学家；在学生眼里，他是言传身教的导师；而

在他自己眼里，他只是一个在数学世界不停探索的普通人。

席南华对于广阔的科研世界从未感到过茫然或者手足无措，他谦卑地接受命运对他

的安排，“数学没有止境。我们只是在这个世界里不断发现，尽自己所能发现一点

真理，这就已经很令人高兴了。”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数学家，数学是我的兴趣和爱好，我很高兴它还可以成为谋生

的手段。”席南华如是说。

记者手记

有幸听过席南华院士两年的“线性代数”课程，也因他从国科大调离感到惋惜不已。

在许多同席南华接触不多的人眼中，这位院士或许有些不苟言笑，不善言辞。但课

堂上的他却并非如此。徜徉在数学海洋中的席南华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他会将生活

中的一切同数学联系起来，不管是恋爱、婚姻、饮食起居还是别的什么。席南华讲

到此前受邀观看《红楼梦》芭蕾舞剧的首演仪式，虽然演出非常精彩，但他的脑海

中却还是不断思考着各式各样的问题。所以或许在校园中、食堂里、教室门前那个

不善言辞的席老师也只是“走神”想着各种问题吧。

来源：本文原载于《国科大》杂志 原标题《席南华：研究数学是一件快乐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