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办了中国数学家的“摇篮”

熊庆来早年曾去美国、比利时、法
国留学，获理科硕士学位。20 世纪 30 年
代初，又去法国专门从事数学研究，

1932 年他代表中国第一次出席了瑞
士苏黎世国际数学家大会，1934 年，他
的论文 《关于无穷级整函数与亚纯函
数》 发表，并以此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
位，成为第一个获此学位的中国人。

熊庆来是我国近代数学的开拓者，
对中国近现代科学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
献。

他亲手创建了中国国立东南大学、
清华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等四所
大学的数学系，并编写了首批中文版的

《高等数学分析》等10多种大学教材。在
东南大学的第一年，熊庆来由于过度疲
劳而吐血，但他仍然顽强地伏在床上坚
持编写教义。

熊庆来还创办了我国第一个近代数
学研究机构——清华大学算学研究部。

他创办的数学系和数学研究部后来
都成为培养我国数学科学人才的“摇
篮”。

慧眼识别“千里马”

1931 年，熊庆来无意中读到一篇论
文：《论苏家驹教授的五次方程之解不能
成立》。他觉得作者华罗庚是一个数学界
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当他得知华罗庚
还只是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青年时，更
是大为震惊。为了扶持这位智力和毅力
都超越常人的人才，他毅然决定打破常
规，让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华罗庚进入
了清华大学数学系工作。

但当他收到华罗庚因无钱赴京而谢绝
了他的好意的回信后，又亲笔给华罗庚写
了一封信，说他非常欣赏华罗庚的才华，
既然华罗庚不愿意来清华大学，那么他会
在暑期的时候去金坛看华罗庚。

这封信深深地震撼了华罗庚，如此
爱才如命的教授，他还怎么能够忍心拒
绝呢，于是他从亲戚朋友处借来了路
费，踏上北去的列车。

华罗庚的到来，熊庆来非常高兴，
安排他当数学系的助理员。

为了让华罗庚尽快成长，熊庆来
说：“清华大学图书馆里的藏书很多，内
容也很丰富，你尽管阅读。同时，你也
可以去旁听一下数学系的讲课，这些课

对你会有帮助的。”
从此，华罗庚一方面兢兢业业地做

好助理员的工作；一方面抽出时间在数
学系教授们上课时参加旁听。

有一次，他对熊庆来说：“熊教授，
我想去听您的高等数学分析课。”熊庆来
摇摇头说：“这门课是跨年度的，你跟不
上呀！你从头去听初等微积分吧，争取
通过大学考试……”

华罗庚知道，由于自己没有高中毕
文凭，不能进入大学学习。于是，决心
自学数学理论知识。他每天只为自己留
下五六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其余的除了
工作就是去图书馆。

半年后，华罗庚的勤奋学习和惊人
成就逐渐展现出来，熊庆来根据实际情
况，邀请华罗庚去听他讲的解析数论。

除了细心攻读数学以外，华罗庚还
听从了熊庆来教授的建议，认真地学习
外文，有时间就去听学术报告。

华罗庚自学了英文、德文和法文，
并能够顺利地阅读外国数学文献。在短
短4年中，他还在国外数学权威杂志上发
表了十几篇有关数论方面的论文，引来
了清华大学教授们惊异的目光。

1936 年夏天，在杨武之的安排下，
经过熊庆来的推荐，华罗庚获得了中华
文化教育基金资助，被破格派往英国剑
桥大学深造。在欧洲留学期间，他在数
学上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其中因彻底
解决了欧洲数学之王高斯提出的完整三
角和估计难题而轰动了全世界。

华罗庚就是这样在“伯乐”熊庆来
的细心关怀和精心指导下，迅速成长为
一匹数学界的“千里马”。

卖掉皮袍资助学生

熊庆来全身心育才的言行，为我国
数学界创立了一种识才、爱才、育才的
优良传统。

1921 年，熊庆来在东南大学当教授
时，曾发现一个学生刘光极有才华，便
经常指导他读书、研究。刘光毕业时，
熊庆来又与另一位教授共同资助他出国
深造，并按时给他寄生活费。有年冬
天，因手头一时较紧，熊庆来便卖掉了
穿在身上的皮袍，如期将钱汇出。

家人劝他：“你不能这样，若冻坏了
身体怎么办？”

熊 庆 来 答 道 ：“ 刘 光 到 期 收 不 到
钱，便会猜测我是否遇到什么问题了，
那定会影响他的学业。”十年之后，刘
光偶然闻得此事，感动至极，顿时泪流
满面。

熊庆来慧眼识才，尽心育才，为我
国培养了一大批涉及各个科学领域的著
名科学家。如数学家陈省身、吴大任、
许宝骏、段学复、庄圻泰、华罗庚，物
理学家严济慈、赵忠尧、钱三强、赵九
章，化学家柳大纲等。他70多岁时，还
抱病指导两个后来也成为著名数学家的
年轻人：杨乐和张广厚。

熊庆来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数学界的
“伯乐”。

熊庆来 1893 年出生于云南省
弥勒县，是中国现代数学先驱、教
育家，他以“熊氏无穷数”理论载
入世界数学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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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科学家故事
弘扬科学家精神

李萍—北京:

李萍—北京:
图说，文里的图中有两处请删掉

曼彻斯特科学与工业博物馆 （The
Museum of Science and Industry in
Manchester，以下简称科工馆） 是世界最
大的科学博物馆之一，其前身是成立于
1969 年的西北科学与工业博物馆，后迁
至曼彻斯特老火车站旧址并于 1983 年重
新开放。为保护工业遗产、传承科学文
化，科工馆依然保持着世界第一条铁路

“曼彻斯特——利物浦铁路”起始站建成
时的旧貌。它的展品见证和记录了曼彻
斯特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兴起、传统产业
衰落、新时代转型的科技史，以与时俱
进的创新成就和创新精神激励着来访的
观众。

19 世纪初，凭借纺织业的飞速发
展，曼彻斯特崛起为一个工业城市。科
工馆内一台制造于 1900 年左右的提花织
机展现了 20 世纪初曼彻斯特的纺织技
术。法国人约瑟夫·玛丽·雅卡尔于 1804
年发明了使用打孔的纸版和钢针来控制
提花的纹版提花机，极大提高了生产效
率。科工馆这台提花织机可通过读取一
组具有不同穿孔组合的卡片来织造特定
图案。今天它仍可同时编织四根缎带，
展示了纺织业的创新智慧。由于提花织
机使用二进制系统来存储并复制信息，
被认为是现代计算机的前身。

面对经济和社会的衰落，在 20 世纪
后半叶，曼彻斯特力求重塑自我。后工

业化的曼彻斯特崛起为充满活力的思想
之城，在计算机、电子、先进材料、创
意产业和生物医学等领域显示出新的优
势。“婴儿”计算机即是曼彻斯特依靠科
技创新从工业城市向国际科学城市转型
的见证。科工馆展出了该机的复制品。
二战期间，英国亟需开发一种带有存储
器的计算机。曼彻斯特大学的一个科研
团队受屏幕显示原理启发，发明了电子
管创建内存的方法，并于 1948 年 6 月打
造出世界上第一台存储程序原型计算
机，取名“婴儿”。1948 年 8 月，“婴
儿”历时 53 分钟经过 350 万次计算后，
完成了 2 的 18 次方运算程序。在“婴
儿”计算机的基础上，当地科学家在
1951 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商用计算机

“曼彻斯特马克1号”。
科学的创新与发展，离不开实验设

备的助力。科工馆内展示了一台制造于
1947 年的 EM2 电子显微镜，它在纳米材
料科学研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显微镜
的分辨率与入射光波长有关，电子显微
镜电子束波长远小于光学显微镜可见光
波长，因此电子显微镜的分辨率 （0.2 纳
米） 远高于光学显微镜的分辨率 （200纳
米），可直接用于观察分子和原子形态。
在其后几十年中，电子显微镜成为曼彻
斯特科学家们研究石墨烯等纳米材料必
不可少的实验装置。石墨烯是一种由碳
原子组成、呈蜂巢晶格的二维平面薄
膜，只有一个碳原子厚 （约为 0.33 纳
米），这需要采用能观测到纳米尺度的电
子显微镜来研究它的微观结构。2004 年
曼彻斯特大学科学家安德烈·盖姆和康斯
坦丁·诺沃消洛夫使用普通胶带从石墨上
剥落了石墨烯薄片，并通过先进的电子

显微镜技术证实了它可以单独存在，两
人也因“二维石墨烯材料的开创性实
验”而共同获得了 2010 年诺贝尔物理学
奖。

科工馆将历史建筑与科技文物相结
合、不断增进科学文化与社会文化之间
的联系。作为启迪创新的实践者，它吸

引着当地和周边的顶尖科学家来此展示
前沿科技成果，启发各年龄段观众的好
奇心，让曼彻斯特在科学文化的滋养下
创新发展，成为创意产业和科学技术开
创性发展的枢纽。

（作者系中国科技馆观众服务部高级
工程师）

启 迪 创 新 的 实 践 者
□□ 苑 晓

图1.制造于1900年左右的提花织机
图2. 计算机保护协会于1998年制

造的“婴儿”计算机复制品
图3. 制造于1947年的EM2电子显

微镜
（本文配图由作者所摄）

熊 庆 来 ： 中 国 数 学 界 的 “ 伯 乐 ”
□□ 陈冠文

冬奥带火的不只有吉祥物冰墩墩和雪容
融，还有人们对冰雪运动的热情。赛事过
后，回归日常，我们如何把这份由冬奥带起
的运动热融入到学习和生活中呢？

让运动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滑雪滑冰的行为原本就起源于日常生
活，是冰天雪地里的狩猎、军事和交通，逐
渐演变为挑战极限的体育运动。绝大多数人
不会从事竞技体育，但是运动员不竭的热情
和顽强的拼搏，启发观众把“更快更高更强
更团结”变为一种生活哲学。

运动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能让人们更快
乐更聪明，更有创造力。科学家扫描运动前
后人的大脑，结果显示不同强度的运动都能
带来好处，提高大脑的认知功能，带来积极
正向的精神状态。实验研究还证明，有运动
习惯的人，大脑中和正面情绪相关的神经递
质水平会比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更高。

很多的科学家都热爱运动。袁隆平是游
泳健将，年轻时获得过武汉市第一名。钟南
山在1959年的首届全运会上取得400米栏冠
军，同时也打破了全国纪录。他八十多岁还
在家布置了健身房，练出一身腱子肉。他
说：“年轻人多参加竞技运动。除了对身体
好之外，也可以培养年轻人的意志以及坚持
和团结方面的素质。”

运动带来即时的快感，持之以恒挑战惰
性，日积月累锻炼韧性——这是从事任何事
情所不可或缺的宝贵品质。正如赛场上运动

员屡败屡战、沉着逆袭、挑战自我，无不有
赖于坚韧的毅力和良好的抗压力。

冬奥生动展现了运动员如何超越人体的
极限，对抗寒冷、对抗重力、对抗时间。对
每个人来讲，时间如同开弓之箭，不可回
头，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活出意义，是必须
思考并实践的人生课题。让运动融入生活，
不仅是有实际的价值，同时也有重要的精神
价值。开幕式上大雪花中点亮的奥运会火
炬，将会点亮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平凡不
等于平淡，平常也可以拒绝平庸。

赢得漂亮，输得美丽

这次冬奥会让我们看到，赞歌不只写给
胜利者，胜者为王，败者亦为勇士。

谷爱凌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
中，没有满足于稳夺银牌，而是在第三跳的
最后5分钟决定选择最难动作，完成两周空
翻转体 1440 度，惊险逆袭夺金！她事后
说，我没有想要赢谁，我只想要挑战我自
己。接下来，她在参加坡面障碍技巧决赛
时，以0.33分微小的差距得了银牌，她笑着
接受采访说：“真的很好玩，一直以来我都
在享受。中间摔了一跤不太好，最后还是学
习了、突破了，这样感觉非常好，第三跳时
我知道是最后一跳，释放了所有的能力展示
自己。”

苏翊鸣，曾经是《智取威虎山》里的小
演员，因为热爱冰雪运动走上了职业道路。
2月7日，在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决

赛中，他与金牌擦肩而过。但是他没有斤斤
计较得失。小苏的日籍教练佐藤在公开信里
也说，决赛之后他对结果表示尊重。苏翊鸣
以良好的心态参加了下一个比赛。2 月 15
日，还有三天满 18 岁的日子，在单板滑雪
男子大跳台决赛中一跳惊人，拿到了金牌！

赛场上，无论多完美的技术、多完美的
机制都免不了会出现争议或失误。苏翊鸣是
幸运的，很快就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而更多
的人见识了赛场的残酷，例如中国队的四朝
元老刘佳宇和蔡雪桐都曾经获得过世锦赛的
冠军，但种种原因与冬奥金牌失之交臂。赛
场如同人生的浓缩，岂能事事尽如人意，但
求努力不愧我心。挫折不能扭曲灵魂，更不
能放弃拼搏，既然活着就要以博大的胸怀、
深刻的智慧与冰雪共舞。

挑战极限，激发潜能

在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中，羽生结弦本
可以选择更容易得奖的技术组合，但还是孤
注一掷去挑战 4A，他说：“虽然没能成功，
我认为这是一届贯彻了挑战、充满尊严的奥
运会。”获得第 9 名的中国选手金博洋在采
访时还表达了对他的敬佩，他说：“我和羽
生结弦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尽管他在
比赛中失误令人可惜，但他不断突破自己，
一直在践行奥林匹克精神。”

四届冬奥会元老、32岁徐梦桃的半月板
被切除了70%，最终圆梦自由滑雪女子空中
技巧金牌。失利的美国运动员阿什利·考德威

尔亲密叫着：“桃桃，奥运冠军，我为你骄
傲。”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这包含着竞争
爱与友情的拥抱，体现了一种体育的精神。

正如作家史铁生在 《我的梦想》 里曾
写：“他知道奥林匹克山上的神火为何燃
烧，那不是为了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战败，而
是为了有机会向诸神炫耀人类的不屈，命定
的局限尽可永在，不屈的挑战却不可须臾或
缺。”

还有已经 50 岁、参加了八届冬奥会的
速度滑冰选手克劳迪娅·佩希施泰因，她
说：“我的双腿老了，但我的心还年轻，今

天成绩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来到了这
里，滑过了终点。”

有一位妈妈说：“我要让我的女儿看这
些比赛，运动员每次失败了总有勇气从头再
来，展示出的不只是一块奖牌，还告诉更多
的孩子们，不要怕压力，只要你专注努力，
都可以享受自己精彩的人生。”

我们是赛场的观众，却是自己人生的主
角。我们可以比自己跳得再高一点，飞得再远
一点，比自己昨天更进步一点。找到自己生命
里最重要的事并去尽情享受。当人生终结，我
们可以无愧地说，我努力过，我不遗憾。

与 冰 雪 共 舞 ， 让 冬 奥 精 神 融 入 日 常
□□ 李峥嵘

斐波那契数列——1，1，2，
3，5，8，13，21……数列的第一
项和第二项为1，后面各项为前面
相邻两项之和。它第一次为人们
所认识了解，始于意大利数学家
斐波那契的 《算盘全书》 中的著
名的“兔子繁殖”这一问题的提
出。其实，数学的魅力不限于纸
面。在研究自然界、人类以及社
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乃至在日
常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上，
斐波那契数列都一直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

自然界的巧合

徜徉野外，驻足郊边，我们
会发现斐波那契数列的身影随处
可见。它可以是冬日仙人掌小球
上的小金针，或多种食肉植物如
芦荟上的“斐波那契黄金角”螺
旋，或是外现于冬日城市街道旁
的枝丫树叶总数。向日葵里面的
花盘与瓜子形貌排列等，也因契
合传统的斐波那契数列的数学规
律，显现逐渐向外扩散的神奇状
态。这些神奇现象都可能是斐波
那契数列中传统数学美学的不同
形式的完美展现。我们有理由惊
叹自然界这些奇妙现象与斐波那
契数列的不谋而合。

品牌设计的不竭源泉

以我们广为熟知的苹果公司
的 LOGO 设计为例。事实上，苹
果公司的 LOGO，不仅仅只是一
个简单地被咬掉一口的苹果，含
于其中的圆形弧线、数学线条都
同时满溢着数学的严密性、逻辑
性。其中蕴含的“黄金螺旋”之
间的逻辑推导，亦以斐波那契数
列排列为它的核心依据。此外，
巴西 Boticario 公司的 LOGO 亦遵
循黄金螺旋的结构。《达·芬奇密
码》 中，黄金螺旋也作为了一个
重要的线索而露面。

由此可见，以斐波那契数列
为理念设计品牌，并将之应用
于产品之上，可以充分迎合多
数人的不同审美感受，予人以
柔和、亲切之感，从而使得整
个品牌的设计美感与公司的宗
旨、理念都能得到淋漓尽致的
完美呈现。

一门实用的艺术

在工业化进程中，有肇始于
斐波那契数列的时栅测量技术。
在管理学和运筹学领域，有基于
斐波那契数列的流量分析模型。
在现代信息电子技术应用领域，
基于斐波那契数列定律，提出了
半导体结构化的循环低密度奇偶
校验数编码的新颖构造方法。这一方法，实现了
超大中小规模集成电路上的便利，同时依然保持
了优异的纠错控制性能。

此外，在金融领域，斐波那契数列也在大放光
彩。可从重要的变盘点推算出未来的市场，而这
个数列应用到股票上叫斐波那契周期。我们完全
可以借完整的上涨、下跌两个不同波段时间运行
量的时间表图，精确推算未来一个波段行情当中
所有下跌、上涨两个不同波段的市场整体运行量
和持续时间。值得一提的是，斐波那契数列寻优
法正是现代金融学的基础。

斐波那契数列绝不仅仅是在象牙塔驻望着我
们。恰恰相反，它不仅与自然界合而为一，亦与
我们的生产、生活紧紧相依。你凝望着纸面上的
斐波那契数列，它同时也在你的周围凝望着你。

（作者单位系华中农业大学名师工作室数学文
化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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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4 日 ，
中国选手徐梦桃
夺得北京2022年
冬奥会自由式滑
雪女子空中技巧
冠军。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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