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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金秋十月，随着天府书展气氛的日益
火热，成都乃至整个四川的文化氛围越来
越浓厚。10月18日晚7点半，浙江大学
数学教授、作家、旅行家蔡天新将做客“名
人大讲堂”，以《秦九韶、道古桥与中国剩
余定理》为题，在四川省图书馆登台开讲。

秦九韶（1208年—1268年）出生于普
州（今资阳市安岳县），是南宋著名数学
家。“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认为，“秦九韶
是他那个民族、他那个时代，并且确实也
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秦九
韶精研星象、音律、算术、营造之学，所著
《数书九章》，被收入《永乐大典》和《四库全
书总目提要》。其中许多计算方法和经验
常数至今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意
义，被称为“算中宝典”，代表了当时中国数
学的先进水平，在世界数学史上占有崇高
地位。对秦九韶有着系统研究的蔡天新，
自己有着怎样的创作，也令人好奇。

此次蔡教授入川期间，恰逢天府书
展，他除了在四川省图书馆登上名人大
讲堂讲秦九韶外，还将前往眉州东坡书
院（17日下午2点半）、方所（17日晚上7
点半），谈童年、大学与故乡，做客四川大
学和成都七中与师生分享。

蔡天新的著作
曾被莫言、杨振宁点赞

蔡天新著作甚丰。他在《数学与人
类文明》中跨越不同的地域和种族，依次
探讨了数学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并
各有侧重，包括埃及、巴比伦、希腊、中
国、印度、阿拉伯。在近代文明时期，他
考察了文艺复兴的艺术与几何学、工业
革命与微积分、法国大革命与应用数学
的关系。对现代数学与现代文明进行阐
述和比较，是本书的一个特色。在古典

部分，着力发现有现代意义的亮点。该
书曾入选“全国青少年百种优秀图书”。
2019年，所属课程“科学与人类文明”获
得国家教学成果奖。在《数学传奇：那些
难以企及的人物》中，他用诗一样的语
言，向公众介绍历史上伟大的数学家的
事迹，获得“2018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该书得到过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
学奖得主杨振宁先生的好评：“这是一本
极好的科普读物，有动人的故事，有深入
的见解，有诗意的感触，也描述了数学王
国的美丽与辉煌。”

2020年8月，蔡天新所著《小回忆》
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个

“小回忆”，是作者从出生到15岁考上大
学前的记录。他把一个男孩所看到的那
个岁月，逐次在我们面前展开。这个在浙

江黄岩县城出生、文质彬彬而又想入非非
的男孩，经历了七个村庄和一座小城镇的
艰难生活以后，又返回县城，其间的故事
向我们展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南
方乡村的生活图景。书中穿插了男孩成
年后，看到外面的世界，并与他的童年作
出比较，剖析自己个性中的缺陷及其成
因，使细致的观察和广阔的视野交融。

20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蔡天新
《欧洲人文地图》和《美洲人文地图》，这
是一部有关欧洲45个国家和美洲38个
国家和地区的游记随笔集，一套了解西
方文化的小系列。不同于一般的游记，
蔡天新的随笔将现世和历史以及人物相
关联，将欧洲、美洲各国的特色及历史文
化融于一体，既有客观的描述，也有主观
的感受；加之作者笔触细腻，思维开阔，

涉猎甚广，使得他的随笔集有料有趣，是
一套了解西方历史文化的通俗作品。蔡
天新还主编了《地铁之诗》《高铁之诗》等
诗集。

一个数学教授兼诗人
解读秦九韶会讲些什么？

一个人能同时精通文理，在数学和
文学两个领域都有造诣，是非常罕见
的。蔡教授对秦九韶这位先贤有着浓厚
的解读、推广热情和独到分析，他的演讲
也令人格外期待。

如果你对秦九韶这位天才数学家感
兴趣，欢迎报名参加这次名人大讲堂，近
距离聆听蔡教授的精彩解读。本次活动
将面向社会征集120名现场观众和4名
传习志愿者（以最终主办方电话或短信
通知为准），热爱数学文化的小伙伴们快
来拼手速，赶快报名吧！

为传承弘扬四川历史名人精神品
格、气质风范，彰显历史名人当代价值，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四川
省自 2017 年 3 月启动实施四川历史名
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以来，先后公布两
批20位四川历史名人（第1批：大禹、李
冰、落下闳、扬雄、诸葛亮、武则天、李白、
杜甫、苏轼、杨慎，第 2 批：文翁、司马相
如、陈寿、常璩、陈子昂、薛涛、格萨尔王、
张栻、秦九韶、李调元）。

“名人大讲堂”是由实施四川历史名
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
办、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封面新闻、华西
都市报）、四川省图书馆承办的重要文化
活动，受到广大粉丝追捧。自2018年11
月正式开讲以来，“名人大讲堂”已经邀
请到包括李敬泽、阿来、郦波、于丹、梅铮
铮、方北辰、孙小淳等历史人文、自然科
学等领域专家与观众坐而论道，成为一
张靓丽的文化名片。

浙江大学数学教授、作家、旅行家蔡天新

东方古代数学有怎样的魅力？
快报名“名人大讲堂”，听浙大教授、诗人蔡天新深解秦九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琴

9月25日，原创工业史诗题材电视
剧《火红年华》登陆CCTV-1，“好人好马
上三线”的三线精神鼓舞人心。9月30
日，以抗美援朝战争中长津湖战役为背
景的电影《长津湖》上映并引发观影热
潮，打破多项中国影史纪录。

两部主旋律作品收获众多喜爱绝非
偶然，皆因以真实人物为原型、再现过往
的艰苦与不易。从《长津湖》中的保卫祖
国到《火红年华》中的建设祖国，无数中
华儿女不懈奋斗、前赴后继的奋斗精神，
其根源，是对于祖国深深的热爱。而随
着这两部作品的持续热播和热映，这份
爱国之情还延伸出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
心，鼓励当下青年持续奋斗。

以真实人物为原型
展现有血有肉的人物群像

近日，以抗美援朝战争中长津湖战
役为背景的电影《长津湖》引发观影热
潮。《长津湖》以真实人物为原型，影片在
塑造人物形象上下足了功夫，使这部战
争片看起来有血有肉。另一边，《火红年
华》同样以真实人物为原型，展现不怕困
难的三线建设者形象。

编剧兰晓龙用 5 年时间写完了 13

万字的《长津湖》最初剧本。他曾创作
过《我的团长我的团》《士兵突击》《生
死线》等经典军旅影视作品，很多网友
将其视为军旅作品的质量保证。在尊
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影片创造了以
伍千里、伍万里为代表的一系列人物
形象。在这个基础上，再放进宏大背
景和历史人物，如抗美援朝第一个特
级战斗英雄杨根思、冰雕连英雄群像
等，最终构成了艺术形象和历史人物
的虚实结合。

《火红年华》编剧格非透露，剧中大
多数人物，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原型。他
从2011年开始动笔到2014年完成第五
稿，在这期间，阅读了差不多2000万字
的相关资料，面对面采访了600多人，采
访笔记累计 120 万字。在采访中，逐渐
立体地浮现出夏方舟、秦晓丹、乔佳丽、
陈国民、季成钢等角色。

对于鲜活人物的重要性，陈凯歌在
受访时曾这样说：“战争电影倘若不能塑
造出让观众印象深刻的人物，是很难成
功的。因为在不知道为何而战、与谁作
战的情况下，创作者和观众都是没有情
感寄托的。如果没有鲜活的人物，战争
场面拍得再多，观众可能都不太在意。
只有当观众觉得电影中的人物值得追
随，战争电影才有了意义。”

调动上千人员、寻找大型机械设备
主创克服重重困难贴近真实

在拍摄中面对重重困难，却又想尽
办法克服困难，并高质量地完成拍摄，是

《长津湖》与《火红年华》的又一共同点。
提及《长津湖》拍摄的艰难，于冬以

“千难万难、千险万险”来形容。影片开
始拍摄时，处在疫情刚刚稳定的阶段，大
家对电影市场免不了有些担心。博纳影
业集团董事长于冬介绍说，“我们每一个
镜头、每一场戏都是要砸钱的，因为这场
战役的每一场戏，几乎都需要调动千人
以上的拍摄团队及群众演员。举个例子
——坦克，我们造的坦克道具是能跑起
来的，坦克在拍‘仁川登陆’时是全新的，
但后面要砸烂，一个协调不好，拍摄顺序
一错，坦克就没了。”

对于《火红年华》导演王文杰来说，如
何展现出“三线建设”时的大场景，是在拍
摄中最难的问题。电视剧刚开始时，陈国
民与夏方舟关于技术问题交流时出场的吊
车，也来之不易，“那个年代的一些大型基
建设施设备，现在不太能够找到了。”据悉，
剧组为了最大程度真实还原当时场景，从
全国各地去寻找六七十年代的大型设备，
连影视城存留的，也都找来租来用。最终，
才有大家看到的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

从保卫祖国到建设祖国、以真实人物为原型

解密《长津湖》《火红年华》共同的DNA

《长津湖》剧照

《火红年华》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