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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要有活力　关键要给年轻人成长的空间
记者：我拜读了您近年来在国内发表的一些

演讲，发现您对高等教育、对人才培养的问题十

分关注。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肖杰也说，您对人

才培养的瘾头大得很。作为一位数学大师，为什

么对人才培养问题如此倾心？对中国大学的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您近来有什么新的思考？

丘成桐：人才培养是一个国家的命脉。无论

古今中外，国家的强盛都要靠人才，没有人才无

法成为一流大国。肖教授讲我瘾头很大，这跟瘾

头无关。在美国，各领域的领军人才很多，可他

们最担心的还是人才，年复一年不停讨论的问题

是怎样培养更多的人才，怎样让人才更好地成

长。这是美国强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从上世纪60年代到美国，至今已有40年

了。我发现美国大学的数学系基本上讨论的主要

问题都是怎么提拔年轻人，而且提拔的都是很年

轻的人。他们认为这关系到整个学校的前途，也

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前途。举例来讲，哈佛大学数

学系基本上是全世界公认的最好的数学系，最近

我们请了3位非常年轻的教授做终身教授，3人

的平均年龄不超过30岁。这样的例子在国外也

少有。可我们认为提拔年轻人是我们最重要的做

法，这使我们的数学系甚至整个美国的数学能够

始终不停地生长生存。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世界上有这样一个现象：很多重要的工作都

是科学家在20多岁的时候做出来的，许多大物理

学家、大数学家都是这样。一般来讲，一个数学

家、一个科学家主要的工作在40岁以前一定可以

看出来，很多是30岁以前就看出来了。如果到40

岁都看不出来的话，基本上他的前途就不太乐观

了。当然也有例外，但大部分一流的科学家在40

岁前，他们的成就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美国的大学之所以有活力，就是因为他们大

量地提拔三四十岁的年轻教授。年轻教授的薪水有

时候比资深教授还要高，有的高很多。我记得我28

岁的时候薪水基本上在整个数学系排名第三。美国

的大学愿意做这种事，因为他们认为年轻教授很重

数学大师丘成桐谈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
○ 清华大学新闻中心记者 卢小兵 学生记者 徐雯  王飞 

他为数学而生，他有大开大阖的气度，有直达本质的魄力，只要碰到难题，他就硬要把它砸开。这

是数学大师丘成桐的人生写照。

他说，1969年自己离开中国前往美国，40年来，中国的数学研究与国际先进水平一直存在着距离，

而他本人也一直为此感到遗憾。

他说，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让世界瞩目，可百年树人，做学问比经济发展要来得更困难，也更重

要。他希望自己能真正地做些事情。

他希望中国能有更好的学术氛围，让更多的年轻人尽快成长。就像年轻时痛痛快快做一场学问一

样，他希望不受外在因素的干扰，为中国一流数学学科的发展、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梦圆清华……

——题记

丘成桐 

哈佛大学William	Casper	Graustein讲座教授、数学系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

外籍院士。现任清华大学数学科学中心主任，清华学堂数学班首席教授。年仅33岁就获得代表数学界最

高荣誉的菲尔茨奖(1982年)，是麦克阿瑟天才奖(1985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克劳福德奖(1994年)、美国

国家科学奖(1997年)、沃尔夫数学奖（2010年）等众多大奖获得者。

2009年9月29日，首届清华学堂数学班开班，首席教授为菲尔兹奖和沃尔夫奖获得者丘成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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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同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的资深教授愿意

接受这个事实。他们愿意承认很多年轻学者所做的

学问比他们这些年纪大的重要，即便年轻教授做得

没有他们好，他们也愿意让一些位置给年轻教授，

从而让他们能够很好地成长。

中国需要充分认识年轻人的重要性。要认真思

考怎样去寻找他们、培养他们、吸引他们。20多岁

学问就做得很好的学者，我认为中国应该花很大功

夫去请他们回来。因为我们的学问是希望在中国做

而不是在国外做。很多伟大的华人科学家拿了诺贝

尔奖，都是在国外拿的，因为工作是在外边做的。

我总是希望在清华、在中国本土做这些工作，在中

国本土培养比在外边成长更重要。

要在本科阶段培养一批最好的学生
记者：2009年秋季学期清华启动“清华学堂

人才培养计划”，您亲自指导清华学堂数学班的

建设。您还出任了新挂牌的清华大学数学科学中

心主任。请问您对清华数学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有怎样的考虑和计划？您认为应该怎样推进年轻

的拔尖人才快速成长？

丘成桐：清华有全国最好的学生。我们希望

这批最好的高中生进入清华后，能够好好地在本

科阶段培养他们。所以我们在本科成立了这个比

较特殊的班级，教授他们扎扎实实的学问。

首先要在本科阶段培养一批最好的学生，让

他们能够继续努力下去。据我了解，中国某名校

的数学系每年约有150多个学生毕业，但真正能够

继续做纯数学的不超过两三个，从事跟数学有关

的专业，如统计等，加起来也不过七八个，不超

过10个，比例实在不高。

哈佛大学数学系每年有20多个本科毕业生，

百分之六七十都是继续做学问的，很多已经成为

国际上有名的大师，许多名校里的大教授都是哈

佛的本科毕业生。哈佛的博士生去年有12个毕

业，其中10个继续在名校里做教授或助理教授，

比例是12：10。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环境、学

术思想都完全不一样。我希望，本科生培养要能

够让他们真正学到一些东西，能够在国际上有竞

争的能力。

研究生培养方面，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确

实培养了几个很好的博士（数学学科），可是30

年来全国这么多人口才培养了几个，那是相差很

远、绝对不够的。因此也要重点培养研究生，让

他们尽快成长。成长起来的这些幼苗还要继续培

养，希望在清华这样的名校里能够保护他们，让

他们健康成长。只要能够真正让他们成长，我想

中国的数学很快就能上去。

举个例子来讲，清华5年前请来了几位法国教

授，他们在这期间带了六七个学生，带了两年，

又送到法国去将近3年，5年后他们写的论文就

是世界一流的。这表示清华的学生是绝对有能力

的，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好好带领他们。要让有学

问的学者带领他们，给予精心的培养。我们的学

生其实都很用功，都很愿意学，可是往往不晓得

怎么去学，怎么跟名师去走他的路。这批外国人

很好，他们专心专意培养学生，学生很快就成长

起来了。

不要以为自己穷就什么事也不能做
记者：在2009年12月17日第27讲“清华论

坛”上，您给学生演讲的题目很有意思——“从

清末与日本明治维新到二次大战前后数学人才培

养之比较”。为什么选这个题目？通过演讲您要

表达什么观点？ 

丘成桐：在19世纪以前，日本数学跟中国是

没法比的，但近100年日本的数学比中国要好得

多，培养了很多大师。为什么100年内他们培养得

这么成功？我想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很

重要的一点就是学术气氛。日本从英国学习绅士

COVER封面



31

的作风，就是要尊重对方。日本的学术界有他一

定的作风，值得尊重。

记者：怎么又联系到二战了呢？

丘成桐：日本人在二战的时候学问做得最

好，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二战后期日本可以说是

民穷财尽，可就在20世纪40年代，却产生了一大

批伟大的数学家。在最穷的时候能够发展出最好

的数学，所以我想我们应当晓得，不要以为自己

穷就什么事也不能做。

记者：我知道您对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的西

南联大时期很欣赏。

丘成桐：西南联大当然是很有学术气氛的一

个地方，培养了不少人才。不过你要知道西南联

大跟东京大学的分别。西南联大确实培养了一大

批年轻人，可是很多人最后成才是在外国不是在

本土。日本那一批是在日本做出来的第一流的工

作，而且是划时代的第一流的工作。

在有人才的地方培养人才
记者：您的恩师陈省身先生曾在清华任教。

您选择把清华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是否跟

陈先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华即将迎来百年

校庆，正在努力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您对

清华的发展以及清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做法有

何评价和建议？

丘成桐：我的老师陈省身是在清华成长的，

也在清华任过教。当时中国几个主要的数学大师

都是在清华成长的，包括华罗庚先生、许宝騄先

生，好几个都是。清华的传统很重要，清华的学

生也很踏实。我在国外碰到很多清华的学生，我

觉得他们很不错，态度很好。所以我想，既然清

华能够招收最好的学生，态度也不错，学风也不

错，希望能够帮他们一些忙。毕竟中国要成为人

才大国，只能够在有人才的地方培养人才。

记者：数学班目前第一届有16人，第二届有

14人，如果比较理想的话，您希望将来真正以数

学为终身职业的学生比例能达到多少？

丘成桐：哈佛数学系每届的本科生有20多

个，其中一半以上是出类拔萃的，有几个学生的

论文可以达到在世界一流杂志发表的水平。清华

能不能够做成，第一步我们先看看，希望能够做

成。这跟指导的教授有关，所以我们请了一大批

好的教授，也希望从海外请一批人来帮忙，希望

很快能够达到这个水平。

教师要真正花功夫去教学生　这是很重要的事
学生记者：您觉得学生在教学中应该扮演

什么样的角色，您对清华的学生有什么期待和寄

语？

丘成桐：学生应该多找老师谈谈嘛，我从

前在香港念大学的时候就常去找老师讨论问题。

要多看一些书，多跟老师探讨书本上的问题。中

国学生因为功课繁忙不大看课外书，要多看课外

书，多跟老师交流。其实来访问的学者，从外国

到中国、到北京来的访问学者很多，多找他们谈

谈，找名师谈谈，要找些有意义的问题。

学生记者：您刚才提到清华的学生到了哈佛

之后基础知识比哈佛的学生要差一点，请问具体

体现在哪些方面？

丘成桐：清华学生的基础知识没有美国学生

学得多。可能你们不大相信，美国的本科生其实

是很用功的，哈佛的本科生念书很多是念到晚上

12点才睡觉的，花很多时间在念书上，上课的时

候也老问老师问题。清华的学生我想一方面是学

习的内容、看的书跟他们不一样、科目不同，看

的课外书比较少。同时哈佛的老师大多是某一领

域的顶尖专家，学术水平非常高，所以能够讲清

楚学科的方向。不过清华学生有个好处，就是特

别用功。一个人的学习环境很重要。假如你的同

辈或者你班上的同学，有一个人很用功，在学

术上有出色表现的话，你会受到感染，觉得兴

奋，念书也会念得比较起劲；如果老师是比较

一流的大师，你念书也会念得比较勤奋，这都

有关系的。

学生记者：您刚才提到数学班要为学生创造

良好的环境让他们专心研究学术，那您认为有什

么措施能够保护学生，让他们在一个更好的学习

氛围中成长？

丘成桐：我想我们有很好的老师，我们要让

学生觉得对学习是有兴趣的，能够得到最好的指

导。我们平时负责教他们的都是专家，他们知道

这个科目是怎么教的，书和教材都要挑好的。一

个教师要真正花工夫去教学生，这是很重要的事

情。中国有些教授认为教学生不是他们的责任，

不愿意花时间在学生身上。我们这个清华学堂数

学班是希望教师亲自来教学生的，这是态度问

题。在哈佛大学，大教授、名教授都认为，教本

科生、从本科开始带学生，这是我们的责任，很

重要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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