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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学不好数学’的说法没有依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独家专访数学大师丘成桐

从卡拉比-丘流形概念的
提出到正质量定理的证明，从
哈纳克不等式的重要突破到镜
像对称理论的进一步阐释，数
学大师丘成桐用半个世纪的时
间，在现代数学的夜空中划出
了属于东方智慧的璀璨轨迹。

1949年生于广东汕头的丘
成桐，被誉为“当代最具影响
力的数学家之一”。他在27岁
就完成了对世界级数学难题
卡拉比猜想的证明，为现代数
学和物理学开辟了新的研究
方向。随后，他在微分几何、
代数几何等领域不断突破创
新，建立起以其名字命名的多
个数学定理。

1982年，丘成桐获得被誉
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
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的华
人数学家。此后，他又先后获
得麦克阿瑟奖、克拉福德奖等
五项大奖，成为世界上唯一一
位囊括六项顶级科学大奖的数
学家。

2022年，丘成桐宣布从美
国哈佛大学退休，全职回到中
国，受聘成为清华大学讲席教
授。如今，75岁的他仍在为推
动中国数学教育发展、培养数
学人才而不懈努力，期待有更
多中国数学家能在国际舞台上
绽放光芒。

2024 年 10 月 31 日，丘成
桐在清华大学静斋接受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独家专
访。这座拥有 92年历史的建
筑如今成为他回到清华大学后
的办公室，也是丘成桐数学科
学中心所在地。在这里，这位
数学大师分享了他对数学兴趣
的源头，对基础科学发展的看
法，以及对中国数学教育的深
切期许。

数学大师丘成桐 受访者供图

丘成桐与老师陈省身（左）。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记 者 手 记

丘老的“坦白”
“承父母训诲，以长以成，一生未敢偏

离初志；法古今贤人，成不朽事业，兴中国
基础之学问也。”这是丘成桐在自传《我的
几何人生》的序言中，写下的话。

秋冬交替，清华园中建于1932年的静
斋古朴而静谧。在这座历经了 90 余年风
雨，得名于“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的
建筑里，记者见到了身着黑色毛衫、身材清
瘦、眼神中透着温和与睿智的丘成桐。

专访中，丘老向记者证实——“回国后
确实没有拿一分钱薪水。”他坦言自己“讲
话很直”，并用“坦白”一词开启了这样一段
答问：“我不追求住大房子，也不羡慕豪车，
每天吃得也很简单。”

而关于储蓄，丘老说：“大约 20 年前，
我的孩子们逐渐长大成人，我意识到我的
储蓄并没有特别大的用途，开始考虑捐赠
一部分出来。”

什么是最大的乐趣？丘老说：“对我而
言，学术研究就是最大的乐趣。在这个过
程中，培养年轻人，见证他们的成长，也让
我感到非常满足。我愿意将我的时间投入
到这些我热爱的事情上。”

记者：在数学及科学领域，性别差异一
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之前也有一些“女
生学不好数学”的声音。您如何看待？

丘成桐：我认为“女生学不好数学”的说
法没有任何依据。在我长达50多年的教学
生涯中，教过许多女生，不少都非常出色。
我也和许多优秀的女性数学家相识并合作
过，她们在学术方面也是一流的。

整体来说，女生在数学学习上没有任何
问题，但大学选择数学专业的女生却很少，其
中的原因之一是社会和家长总给女生贴上

“学不好数学”的标签，这就让许多女生丧失
信心和对数学的兴趣，认为自己不适合学习
数学，我认为这完全是心理作用。

为此，我于2021年发起了丘成桐女子
中学生数学竞赛，希望能让更多小学、初中
阶段的女生感受到数学的魅力，同时鼓励更
多女生投入数学学科的学习，助力培养更多
的女性科学家，打破社会偏见。

记者：参加“数学领军计划”的学生无
需参加高考，为什么有这样的设计？有人
担心这可能会影响教育公平，您怎么看？

丘成桐：在中国，两个最重要的考试是
中考和高考，这两个考试往往被认为是学
生生涯中最难的部分。准备中考和高考，
通常需要准备1年，这种长期的应试训练
导致一个问题出现：学生们不断地重复刷
题准备考试，使得他们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和兴趣。

学生们被训练得只擅长做题目，而没
有培养出对学问的真正兴趣。这导致的结
果是，尽管中国在国际学术论文发表数量
上可能领先于其他国家，但在人工智能等
关键领域，没有产生重要的创新和突破。
在教育的关键阶段，学生们的创造力被抹
杀了，这是我们想要改变的，学生的创造力
应该被尊重和培养。

“学生的创造性应该被尊
重和培养”03

记者：您一直致力于帮助中国培养数
学人才，并在清华大学倡导“丘成桐数学科
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初衷是什么？

丘成桐：2020年底，我提议的“丘成桐
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在清华大学
开始实施。我们想吸引国内最优秀的数学
人才，期望未来10年能有一批学生从这个
计划中成长起来。我们不是培养一般的数
学人才，而要培养“精英中的精英”，能带领
中国数学学科做世界最前沿的研究，推动
基础科学发展。

近年来，中国在应用科学领域已取得
显著成就，但在创新能力上和发达国家还
存在一定差距，主要原因就是在基础科学
的差距上。现实中，基础科学投入的产出
可能并不是立竿见影的，一般要5至10年
才能看到效果，所以大量的资金还是被投
入到能产生直接、短期效益的领域。

但基础科学又是科技创新的基石，对
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比如现在的量
子计算是基于爱因斯坦的理论产生的，AI
的发展也离不开数学领域的持续突破，发
展基础科学要有长远的眼光。

值得庆幸的是，国家对基础科学的重
视程度不断提升，我希望通过“数学领军计
划”帮助国家培养数学领域的顶尖人才，助
力基础科学发展。

记者：是什么激发了您最初对数学的
兴趣？您觉得数学在哪些方面很吸引您？

丘成桐：我对数学感兴趣很大程度上是
受到了父亲的影响。父亲对于希腊哲学有
着深厚的兴趣，而希腊哲学与数学有着密切
联系。尽管当时我还不太明白数学的真正
含义，但对数学有一种天生的仰慕之情。

13岁时，我发现自己对数学的兴趣更
加浓厚。数学是精确、严谨的，我深深被数
学所吸引，意识到数学对世界的描述经得
起时间考验，是唯一亘古不变且不会出错
的真理。同时，数学的广泛性也让我着迷，
它能涵盖所有蕴含规律的事物，其应用范
围之广也超过了其他学科。对我来说，数
学是真和美，没有什么能比数学更加纯粹
和恒久。

“没有什么比数学更加纯
粹和恒久”01 记者：在您看来，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帮

助解决一些长期以来困扰数学家的难题？
丘成桐：AI的优势在于强大的信息搜

集能力，它能整理和处理我们已知的信
息。然而，无论是自然科学的突破还是数
学上的突破，本质上都是观念的突破，而不
是单纯的数据搜集和计算。数据虽然重
要，但真正推动社会前进的是人脑对这些
数据进行分析和思考，从而产生新的观念。

大自然常常创造出人类无法想象的事
物。如果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就不会有真
正的突破。回顾19世纪，物理学家曾认为
人类已完全了解大自然，只需进行一些计
算就能找到所有答案。然而，相对论和量
子力学的提出彻底改变了这一观念。即使
到今天，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仍然不完全。

对于数学领域，AI可能有助于解决一
些理论基础简单或计算量较大的问题，但
到目前为止，最具创造性和突破性的想法
仍然无法依靠机器来实现。此外，机器计
算的结果也时常会出错，不能100%相信机
器的计算。

“发展基础科学要有长远
眼光”02

“‘女生认为自己不适合学
数学’完全是心理作用”04

“最具突破性的想法无法
依靠机器实现”05

数学家盼望的不是万
两黄金，也不是千年霸业。
毕竟这些都会成为灰烬。
我们追求的是永恒的真理，
我们热爱的是理论和方
程。它比黄金还要珍贵和
真实，因为它是大自然表达
自己的唯一方法。

——丘成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