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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了数学人才培养的走向

中国教育报：您是世界著名的大学者，为
什么会想到创办一个中学生的数学奖？14
年来，丘奖的参赛学生的水平如何？

丘成桐：坦白地讲，14 年前中国高中生
的数学程度很差。因为高考不考微积分，奥
数也不考任何用微积分做的题目，导致高中
生基本都不懂微积分。美国一些中学很早就
讲微积分。微积分是所有科学包括数学的基
础，不懂微积分就等于很多东西都不懂。那
时，中国留美学生在学业上遇到困难，也是因
为很多基础课程没有学好。现在中国高中生
的水平就要好很多。

中国教育报：与奥数等其他比赛相比，丘
奖还有什么不同？

丘成桐：奥数就是考试，丘奖其实不算是
考试，是做一个论文。奥数是出个题目给你
做，丘奖是自己出题目自己做。这是一个很
重要的能力，做研究总是要自己找题目，人
家给定的题目就不是研究了。真正的科学研
究就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东西。

但面向中学生，不要求他们做出惊天动
地的结果。即便在历史上，这也很少有。在
现有研究基础上，加上一点儿原创性的想
法，就很好。

我们也不收取任何费用，相反还要给获
奖学生奖金。奖金都是我们自己向私人朋友
募捐的。

中国教育报：14 年来，丘奖对中学教育
产生了什么影响？

丘成桐：我们是允许境外学生参加的。
开始美国的学生比较好，大概过了五六年时
间，中国的学生变得越来越好了。因为这个
奖办得不错，很多中学开始改变训练学生的
办法。我们鼓励中学老师帮忙，让学生知道
什么是好的数学，什么样子是做研究。丘奖
花很少的钱，实际上影响了中国拔尖数学人
才培养的走向。

丘奖后来增加了物理、生物、化学和计
算机这几个学科。这在 10 多年前是不可能
做到的，因为这些学科都要做实验。那个时
候没有中学生自主做实验的场地，现在不一
样了，很多中学很有能力，他们的仪器设
备、老师水平都提高了很多。

丘奖允许老师指导，但学生要独立做绝大
部分工作。进入决赛的项目需要公示。获奖
之后，如果有质疑，评审委员会也会复议，最后
慎重决定。我们要学生懂得，诚信很重要。

天才并非天生

中国教育报：求真书院的招生方式，和
丘奖一样吗？

丘成桐：不一样。丘奖是论文评审加口
试，不算是考试。求真书院是考试，而且我
们要考一些相当不容易的题目，相当于大学
二年级的水平，所以中学生要想搞懂的话，
是要花时间学习和思考的。除了数学以外，
还要考物理。我们不考刁难的问题，只要学
生肯花功夫好好地学都没问题。奥数总会考
一些刁难的问题，校外培训班就教你办法，
不停地练习，背熟了，才能考过。我们不做
这样的事。

中国教育报：丘奖也好，求真书院也好，
获奖或考进来的学生大都是城市名校的。农
村普通学校的天才会不会被忽视了？

丘成桐：我们求真书院有一个从偏远地
区来的学生，学得很好，但他也是因为很多老
师的扶持才做得好的。每一个有天赋的小孩
子都是要有人帮的。我们这个小孩子不在名

校，但他很聪明，通过网络请教我们中心的一
位教授。他来到求真书院这边，我们的教授不
但每个周末跟他讨论学业，还请他回家吃饭，
当自己儿子一样。

其实，没有好的导师带领，不可能突然冒
出来一个天才数学家，这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发
生过。数学的发展已经有 2000 多年了，古往
今来有很多大数学家参与其中，他们都是天
才。比如高斯、欧拉，他们累积下来的学问怎
么可能不费功夫就学得会，所以一定要有好老
师教导才行。

天才并非生下来就是天才。从古希腊到现
在，至少有几百个伟大的数学家累积起来的学
问。可能你接受能力比其他人强，但是你不经
过好好地听，好好地学，根本做不到。

做学问自然有高低

中国教育报：可以认为求真书院是丘奖的
延续吗？

丘成桐：丘奖是花几个月的工夫来做的。
一个目的是要提升学生对科学的兴趣，同时也
要培养他们与其他同学的合作能力。学生5月
报名后，花三四个月准备，到9月时把他的整个
东西拿给我们看。评审委员会是由一流科学家
组成的。第一届时，哈佛、剑桥、斯坦福的大数
学家都来了，也让学生与一流的科学家有所接
触。这个做法跟美国英特尔奖（现美国科学天
才奖）比较接近。我的两个儿子参加了英特尔
奖（当时称西屋科学奖）的比赛，我感觉对他们
整个人生的走向都有所改变。

到了大学以后，我们就不再做中学数学奖
的这类方法，我们真正教他基本功。所以我们
求真书院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花两三年工夫将
他们的基础全部搞好，这就需要不同的团队和
老师的投入。三年以后，也就是基础搞好以后，
再根据研究兴趣和需要帮他们找不同的方向。

丘奖还有个好处，学生能够学懂他学科以
外的事情，懂得做研究是什么意思，学会和同
伴相处，学会一起做研究。我们的培养思路
是，中学时培养兴趣，大学时培养能力，到了
研究生就做研究。

中国教育报：许多人抱怨，相对国外而言我
们缺乏的是给每个孩子适合的教育。

丘成桐：中国很多人动不动就说你不公
平。做学问本来就有高低，因为有些人兴趣大，
有些人更努力。你不准人家努力，不准人家去
念更高深的学问，道理何在？

我们中国人讲公平，但也要理性，要让每
一个人都考上名校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是钱的
问题，坦白地讲，中国现在奖学金多如牛毛，
孩子念得好就有机会获得奖学金，根本不会成
为一个家庭负担。

但是解决“卡脖子”的问题，最终还是要
靠极其少数的顶尖领军人才。教育也要面向这
些人，提供适合他们快速成长的土壤。

要从心里面喜欢教学生

中国教育报：您在求真书院的科学史讲座，
在网上直播很火，每次同时有一两百万人在线。

丘成桐：我是诚心地去培养孩子们，花很多
功夫来教他们的。我觉得，这是对孩子最好的事
情。跟培训机构不一样，我们就是为了学生的前
途，而培训机构就想怎么赚最多的钱。偏远地区
的学生也很重要，大家要共同关注和努力。

中国教育报：一名获得丘奖铜奖的学生反
映，他大部分的数学知识都是自学，在可汗学院
网站找的课。为什么在中国找不到这样的资
源？

丘成桐：目前来讲，美国优秀的学者还是比
中国多得多，他们也有时间。很多美国学者从

心里面喜欢教学生，将自己的东西放在网上，可
以免费用。中国尚且达不到，一个是好的学者
不够，一个是不愿意花时间。

有一次我写信给一些院士，觉得中国大学
的教科书不大好，希望他们能介绍一些参考
书。其实一两句话就写完了，结果差不多过了
大半年，有院士回复我：我收到了这封信，我不
晓得这是不是你。我明白他的意思：你丘成桐
这么一个著名学者，怎么问我这么简单的问题
呢？当年我建议所有大教授都要给本科生上
课，教育部很高兴，但也有学者不高兴，怕他们
要多花时间上课。

国外有个好的做法，每年审核教授的时
候，都要问你对大学生中学生的教育做过什么
事。申请科研经费的时候，也提这个问题。你
可以回答什么也没做，但你不能不理睬。几十
年来，这已经成为一个习惯。学者们不敢讲教
中学生是一个浪费时间的事情，所以才会出现
这样的现象，网上很多资源是免费的，他们觉
得有意思、有价值。

做事不能急功近利

中国教育报：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的人
到国外求学，却再也没有像杨振宁、李政道那样
拿到诺贝尔奖。原因是什么？

丘成桐：我们太过急功近利，要很快看到
成果，不能够等。四大发明是中国人发明的，
但最后做得更好、更尖端的，却是外国人。就
火药而言，诺贝尔本身就是做火药的。现代人
有的没有耐心，做到一点儿以后就赶快捞一点
儿，赚一点儿钱。

坦白地讲，有的学者也是这样子，一成名就
不想做研究了。到国外拿到终身教职以后，有
些就不太用功了，做还是做，没那么拼了。相
反，有的学者做成功以后，还会一直做下去，因
为这是他的兴趣所在。

中国教育报：我们采访了一些青年数学家，
他们觉得坚持这条道路是不容易的，很多时候
会动摇和迷茫。愿意做科学家的年轻人也在减
少，您怎么看？

丘成桐：还是刚才讲的，急功近利。我认
识一个中国学者，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去美国留
学的，当时很出名，还和我一起写过一篇很不
错的文章。没想到，他拿到终身教职以后，就
基本上不做了。他觉得舒舒服服的，一辈子的
愿望就实现了，学问做得好不好，对他来说不
重要了。

中国教育报：企业应如何支持好基础科学
研究？

丘成桐：国外公司支持基础科学，比中国要
多得多。最著名的是 AT&T，支持贝尔实验室
出了很多重要的基础科学家，很多拿了诺贝尔
奖，其中中国人就有高琨、崔琦、朱棣文。诺贝
尔奖是不搞工程的，都是基础科学。IBM 在量
子计算投资有 30 多年了，到目前为止至少
1200 个科学家在做。假如平均每个科学家要
花20万美元的话，这是很大的一笔投资。中国
公司能够花这么多钱，投入到现在还基本上没
用的事情（量子计算）上吗？但是如果量子计算
做出来了，对整个计算的方法和工程就是革命
性的改革，所以IBM愿意投资。

做学问要有真正的兴趣

中国教育报：有人做过调查，在学习的幸福
感方面，小学生是明显高于中学生的。学习兴
趣为什么会随着年级的升高越来越低？

丘成桐：我们求真书院招来的主要是高中
生，也有初三学生。第一次考试，有2个初三
学生考得很好。第二次再考的时候，有5个初
三学生都很好，其中有2个是所有人里面的最

高分。我想主要是初中的时候，家长没有放这
么大的压力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还有空间自
由地呼吸。到了高中就困难了，开始研究怎么
高考，怎么考奥数，他本来剩下的兴趣都没有
了。

中国教育报：很多青年学者可能觉得生活
或者是经济上的诱惑比较多，您怎么看？

丘成桐：要看你的人生目标是怎样的。现
在有的人目标就是有钱，能够炫耀乡里。一些
学者也是这样，能够评上教授，能够拿个院士，
好像就是最大的光荣。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失
去了对学问的兴趣。我有一个美国朋友，在华
尔街利用数学优势赚了一大笔钱，前几年就有
300 亿美元的身家。但他还是有兴趣做学问，
有一次我去演讲，他听了以后有想法，就跟我交
流，手写了8页纸，有很多公式的。这是真的对
学问有兴趣。

培养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

中国教育报：您原来说中国本科生在一些
基础能力上有欠缺，经过这么多年是否有了改
变？

丘成桐：前几年我也讲，这几年来中国数学
家做出来的方向是哪些，这个方向的学生就会
多一点儿。但是，有些很重要的方向，中国基本
上还没有人涉足。所以我们派学生出去，就是
希望学到我们中国还没有的。

总的来讲，我们有一定的缺憾，但是也有一
定的成功，到了今天，我们还是不错的，希望能
很快补足不足的地方。比如，我们的师资还是
不足，要尽量引进好的师资。有了好的师资、好
的环境以后，同时家长愿意配合的话，我想是很
快可以改变的。现在，很多家长还是鼓励学生
去念能够赚钱的学问，去清华北大也是以经管
和计算机为主，希望生活能够更好一点儿。

中国教育报：跟美国顶尖高校的同龄人相
比，求真书院的学生水平怎么样？

丘成桐：求真书院的学生不错，我们 80 多
个学生，当然不可能每一个都是最好的，但把大
部分学生培养成一流数学家是没有问题的。他
们的学习方向、学习态度都不错。我们也常常
带他们去国内外其他地方走走，让他们见识一
下，这很重要。

中国顶尖的学生不会比任何地方差，但是
比美国学生好多少就很难讲。比如哈佛
大学，它集中了全世界最好的学生，总能
挑几个了不起的学生，这一点我们还做
不到。但是总体来讲，不比他们差是没
问题的。

中国教育报：从丘奖到求真书
院，甚至包括青年数学家培养，您有
没有一个整体的规划？

丘成桐：现在来讲整体规划就很
简单了，就是我们要培养世界第一流
的数学家出来。世界第一流的
数学家当然要从小孩子开始培
养。从前我没有这么多的精
力，当时中国的情况也不
允许。上世纪 90 年代，
学生家长想的就是出国，
现在很多学生愿意留在中
国，跟从前不大一样。同
时，20 多年前美国的培
养方法比中国好得多，现
在我们慢慢改进了许多，
所以是有能力在国内培养
的。从有能力培养到完成
培养，这中间需要的是时
间，但是我想这个时间应
该到了，也就是说可以做
得成了。就用这五六年工
夫，将“好苗子”培养起
来。

中国教育培养出大师中国教育培养出大师，，自信从何而来自信从何而来？？何时能够实现何时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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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丘成桐中学数学奖

丘成桐坚持并倡导“培养和发
现人才应从中学开始”的教育理
念，将国际化竞赛的组织、选拔模
式引入中国，发起并设立了丘成桐
中学数学奖。它区别于普通科学竞
赛，面向全球中学生，倡导创新思
维和团队合作，舍弃试卷和标准答
案，让学生以提交研究报告的形式
参与竞赛，旨在推进中学科学发
展，激发和提升全球华人中学生对
科学研究的兴趣和创新能力。

目前，丘成桐中学科学奖已经
从14年前单纯的数学奖，发展到
今天数学奖、物理奖、化学奖、生
物奖、计算机奖和经济金融建模奖
并重的知名中学生科技奖项。

2010年
丘成桐大学生数学竞赛

丘成桐发起、设立了丘成桐大
学生数学竞赛，竞赛侧重从几何与
拓扑，代数、数论与组合，概率与
统计，应用与计算数学，分析与偏
微分方程5个方向全面考查学生在
本科阶段的数学基本知识与基本
功，按照国外一流大学的研究生资
格考试标准选拔优秀数学人才，旨
在激励广大学子在数学基础知识、
综合能力及学术修养方面全面进
步，助力中国大学数学教育发展。

竞赛设立至今，累计600余所
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大学
12000余名大学生报名参加比赛，
获得奖励学生600余名。

2018年
丘成桐数学英才班

清华大学设立“丘成桐数学英
才班”，招收不超过 15 名数学英
才。英才班由丘成桐担任首席教
授，依托清华大学数学系和数学科
学中心的一流数学师资和全校的优
质教学资源，为学生制定个性化培
养方案，同时，遵循青少年心智成
长规律制定综合素质培养方案，实
施学业导师和生活发展导师的双导
师制，确保学生健康成长。

2021年
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
培养计划

经教育部批准，清华大学自
2021年起开展“丘成桐数学科学领
军人才培养计划”，面向全球招收中
学阶段综合优秀且具有突出数学潜
质及特长的学生进行选拔及培养，
从本科连续培养至博士研究生阶
段，致力培养未来数学及相关领域
的领军人才。2021年4月20日，清
华大学求真书院成立，丘成桐出任
首任院长。求真书院致力为“丘成
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的
高标准实施、高质量推进提供全方
位的支撑和保障。

2021年
丘成桐女子中学生数学
竞赛

为培养女性数学家，鼓励更多女
生投入数学学科的学习，清华大学举
办首届“丘成桐女子中学生数学竞赛”
（以下简称“竞赛”）。竞赛由丘成桐发
起，面向全球女子中学生。

竞赛奖项命名为“诺特奖”，
以纪念伟大的女性数学家埃米·诺
特，她在抽象代数和理论物理学上
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她建立了环、
域和域上的代数理论，为抽象代数
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推动抽象代数
成为一门数学的独立分支，被誉为

“抽象代数之母”。
（本报记者 梁丹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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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8年设立丘成桐中学数学奖 （后
更名为丘成桐中学科学奖，以下简称“丘
奖”），到 2021 年清华大学成立求真书
院，10 余年来，著名数学家、清华大学丘
成桐数学科学中心主任丘成桐教授在顶尖
人才培养上用力颇多。在多个不同的场
合，丘成桐都表示，清华求真书院的师资
水平不比哈佛大学差，完全可以自己培养
出世界一流的数学家，甚至成为世界数学
的领导者。

2021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清华
大学时指出，中国教育是能够培养出大师
来的，我们要有这个自信。纵观丘成桐 10
余年来在中学和大学教育上的探索，可以
看出其培养出世界一流数学家的决心和信
心。丘成桐说，从有能力培养到完成培
养，这中间需要的是时间，“我想这个时间
应该到了”。

丘成桐为何如此自信？2021 年年底，
清华大学静斋，中国教育报记者对丘成桐
先生进行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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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 供图

清华大学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