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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培养一批顶尖人才。

两年前，为保障“丘成桐数学

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顺利开展，

清华大学求真书院成立，丘成桐担

任院长。他的目标，就是通过这个

培养计划，为中国培养一批能够引

领世界数学发展、能够改变基础科

学发展的顶尖人才。

为此，丘成桐前往全国各地走

访中学甚至小学，选拔综合素质优

秀且具有突出数学潜质及特长的学

生。他发现，历史上几乎所有数学

大师都是在十三四岁时开始发力。

苏联数学界一代大师、首届沃尔夫

数学奖获得者盖尔范德也曾提出，

对未来顶级职业数学家进行数学专

业培养，应当从 13—16 岁期间开始。

选拔人才后如何培养？激发好

奇心是第一步。在丘成桐看来，从

好奇心发展出来的科学，往往会拥

有比其他科学都要强大的影响力。

当年，人类研究电磁学是出于好奇

心；后来研究量子力学同样是出于

好奇心。时至今日，这两门学问仍

然居于重要地位。

为激发中学生对数学问题的好

奇心、对数学学科的探索欲，丘成

桐中学科学奖每年面向全国中学生

开展。此外，他还发起“丘成桐大

学生数学竞赛”，鼓励大学生自主

学习课堂内未涉及、教材上未覆盖

的基础数学，旨在让大学生培养起

真正做学问的能力，并达到世界顶

尖高校的数学学科博士生资格考试

的水平。

如何从根本解决
“卡脖子”问题？

作为应用数学的相关领域，人

工智能学科近来广受热议。丘成桐

认为，人工智能没有数学是完成不

了的；而数学学科在人工智能时代，

也将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面对“数学家会被 AI 取代”的

观点，他预测人工智能十年之内不

会对人类的社会结构产生大的影响，

大部分关于 AI 要取代人类的言论都

是“危言耸听”。“人工智能的局

限性在于它目前来说还只能把很多

现有的资料整合起来，融会贯通，

但是很难形成科学观念上的突破，

这意味着人工智能还无法像人那样

有原创性的思考。”

丘成桐还指出，要想在人工智

能领域实现真正突破，应用数学家

要对基础数学进行更深入的认识。

“应用数学的发展需要建立在基础

数学发展的前提下，并加强与工程

结合。”

“只有踏踏实实地做基础研究，

走出自己的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卡脖子’问题。”他说，“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中国核心数学的研

究水平开始追上时代，核心数学包

括数论、代数几何、微分几何和表

示论。如果政府能够制定有效政

策，大力支持这些研究方向，上下

一心，那么我们国家数学相关方

向就有希望在 5 年到 10 年后追上

欧美各国，但一定不会是件容易

的事情。而目前组合数学、概率

论和统计学还是短板，亟待充实。

另外应用数学的发展需要建立在

基础数学发展的前提下，并加强

与工程结合。人工智能这个学科，

真正创新仍然不多，究其原因是中

国的应用数学家对基础数学没有足

够深入的认识，在训练年轻的学生

时，必须要进行改正。”

对中国数学学科未来的发展，

丘成桐充满期待：“希望至少有十

间大学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至少

有一小批的年轻学子有志气成为世

界一流的学者，做出突破性的工作，

能够在学术界引领风骚，影响数学

未来几十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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