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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数学需耐得住寂寞”
——专访重庆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张文萌教授

文/图 本报记者 沈静

人物介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
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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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可以说人
类的每一次重大进步背后都有数学的
强有力支撑。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发
明了蒸汽机，没有数学又哪里会有现在
先进的汽车自动化生产线；现在的信息
化革命，如果没有数学，又哪里能使信
息可以如此快速地交换。数学是一种
工具学科，是学习其他学科的基础。基
础数学就是专门研究数学本身的内部
规律，或许你还不了解基础数学，但是
研究基础数学的专家你肯定知道不少，
如华罗庚、陈景润等，在重庆师范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就有这样一位兢兢业
业、潜心研究的数学系教授张文萌。

川大基地班培养的教授

看似虚无缥缈的数学专业，却给人
新奇之感，对于多年前即将高中毕业的
张文萌而言，数学专业是填报大学志愿
的首选专业。从小喜欢数学且成绩优
异的张文萌如愿考进了四川大学数学
基地班，开始系统化地学习数学。

“当时的川大基地班，与现行的强基
计划类似，它是国家人才培养基地，专门
为国家培养基础学科人才。”张文萌说，

“那也是基础学科受到重视的开端，最初
的科技创新是以模仿为主，比较粗放，随
着科技发展，时代进步，国家越来越重视
基础学科，包括数学、物理。”

据了解，从1991年开始，国家选择
了一批代表当时我国较先进水平的、在
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和起骨干带头作用
的数学和自然科学一级学科专业点，先
后分五批建立了106个“国家理科基础
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其中
数学专业分布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四川大学等多个学校的数学院系，
数学基地班培养的学生具有扎实的数

学基础，掌握的基础数学知识面很宽，
后续学习、教学和科研能力强。张文萌
从这里毕业后，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和
博士研究生，探索数学的奥秘。

美国数学家哈尔莫斯说：“纯粹数
学（基础数学）可以是实际有用的，而应
用数学也可以是优美高雅的。”张文萌
教授说：“我在重庆师范大学数学科学
院从事数学教学科研工作，现在无论是
应用数学还是基础数学的科研环境都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很多领域，
如信息科学、医学等，之前不重视数学
知识的应用，如今都发现了数学知识在
其中的重要性，这也是重庆师范大学牵
头成立国家应用数学中心重要前提之
一。”应用数学的强大离不开扎实的基
础数学研究，张文萌教授正是从事这方
面工作，他说：“现在的科研项目可分为
横向项目和纵向项目，横向项目是与企
业合作应用研究的项目，纵向项目是从
事基础理论研究的项目。现在我主要
从事纵向项目研究，如承接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的项目等。”

孤独的坚守

基础学科研究需要什么样的人？

他们似乎是为科学研究而生，他们喜欢
它，擅长它，全身心地投入它。他们从
科研中找到自己的理想，并通过努力追
求自己的价值。面对记者提出“什么样
的人适宜从事数学研究？”张文萌说：

“研究数学需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枯燥，
才能有所收获。”

做基础数学学科研究非常无聊，
需要独立思考问题，在孤独中坚守或
许会出现的胜利曙光。“在博士毕业
前后几年，特别是国外那几年，每天
只有思考、锻炼、吃饭和睡觉，生活很
枯燥。”张文萌回忆起当时的生活，向
记者诉说着那个时候的工作情况，单
独的办公室、独自长期思考是重复率
最高的词汇。

好成绩从来不是触手可及的。十
余年间，张文萌申请国家优秀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的资助也是经历了三次失败，
第四次才取得成功。他说：“申请失败
也算不上什么困难，只能说我水平不
够。不要灰心继续努力嘛，等水平达到
了就上了。”正是因为良好的心态与坚
持不懈的努力，张文萌才能针对线性化
和不变流形这两个动力系统理论中的
基本问题，在光滑性和谱间隙等方面取
得一系列的重要成果。

“耐得住寂寞，特别是好成果，需
要长时间深入思考，勇于开拓和创
新。在读博士期间，特别是跟着导师
时，可能感觉自己做得还不错，毕业
后，自己独当一面时，沿着之前的套路
研究，很容易思想固化，需要自己开拓
新方向。”张文萌说，这是研究中比较
痛苦的事，查阅海量的最新文献，勇于
跳出自己的舒适圈，这是做研究必须
走的一段路程。他也鼓励所有做科研
的青年教师和学生，要沉得住气，耐得
住寂寞，有抵挡挫败感的健康心态，才
有好成绩。未来，张文萌教授也将继
续行走在科研这条路上，不断攻克更
多的数学科研难关。

基础学科有引领作用

提起科技进步，大家第一反应是人
工智能、量子通信等高科技，这些产业
都需要数学等基础学科作有力支撑。
基础性研究的成果是大量的论文，大众
或许看不懂，更没有人工智能、量子通
信等科研项目直观，现在越来越多有识
之士认识到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一样
具有重要性。

从“短平快”的角度来看，基础学科
显得有些“无用”。可正如诺贝尔化学

奖获得者罗杰·科恩伯格所言：基础学
科在当下并没有即时应用，但在未来会
解决很重要的问题。对国家未来的科
技发展而言，让更多年轻人愿意坐“冷
板凳”，使他们能够安心做研究，无疑具
有重要意义。

“如今有一些专家批判基础研究
不关心应用学科，只在自己的领域做
研究，但我认为，应该允许一部分做基
础学科研究的学者脱离当下的应用前
景，根据自己的兴趣做研究。比如牛
顿，在三百多年前研究万有引力，当时
该理论在实际中的应用十分有限，而
更多的只是人类对大自然的好奇。真
正大规模应用万有引力理论是在基础
研究之后的两三百年。”张文萌说，只
要基础研究揭示了自然的本质规律，
就一定会有所应用，只是距离应用的
时间有长有短。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作为一名数学专业教授，张文萌教
授不知被问过多少次“如何才能学好数
学？”“首先要有兴趣，这是一个前提。”
张文萌如是说。

“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可能是因为
自己对数学有足够的兴趣，还有一定悟
性，学习数学相对比较轻松。”张文萌介
绍，在他念初中时，老师讲课进度还没
有自学快，他做完书上的练习题，感觉
还不够，购买课外练习册做有难度的题
成了一种常态。

大学选择数学系，表明同学对数学
有兴趣并有一定悟性了。“学习没有捷
径，只有多努力，但学习多少时间才算
努力呢？一天三五小时，就被称作努力
学习了吗？有一种说法是一周学习70
个小时才算合格，可以参考一下。”张文
萌说道。

深耕总有所获

张文萌加入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
人才协会，至今已聚在一起讨论交流过
几次了。“我认为成立协会很有意义。
协会把各行各业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
让大家相互认识，做一些交流和科普性
活动，在活动中，大家提出各种想法，试
着找到可以合作的机会。”张文萌说，之
前做基础数学研究，对于其他行业所期
望解决的数学问题不了解，没有渠道接
触相关行业的专家，通过协会可以发现
其他行业对基础数学的需求，从中找到
研究方向。

找到研究方向对于科研人员来说
存在迷茫和疑惑。作为一名科研新人，
头绪众多，思维找不到方向，如同黑夜
里看到天空中有很多星星，但又都很遥
远，不知道该去追逐哪一颗。“刚开始工
作，思想不成熟，不知道未来该做什么，
特别是看见其他有些方向发展前景一
片向好，我有点蠢蠢欲动，但是前辈建
议我，不要羡慕别人的‘星星’，要勇于
发现自己的优势，找到属于自己的‘星
星’。”张文萌建议青年科研人员，选定
专业并坚持科研，特别是在博士毕业前
后三五年，这8~10年时间是从事科研
的青年人创新点子井喷时代，如果信心
不够坚韧，频繁换方向或者换思路，会
浪费宝贵的时间。

张文萌，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国
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重庆市
“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科技创
新领军人才，重庆市青年专家工作室
领衔专家，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
协会常务理事。承担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项目（排名第2）1项，主持面
上项目和青年项目各1项。在Adv.
Math. 和Math.Ann. 等 SCI 刊物发
表论文10余篇，成果获教育部自然科
学奖一等奖（第2完成人），重庆市十
佳科技青年奖。

张文萌教授鼓励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在自己的专业里深耕才有所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