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寄语

中行独复，以从道也———易经复卦六四

中国应用数学的发展思路

钟万勰
（大连理工大学）

中国崛起，中国应用数学不能无动于衷．可怎么体现出来呢？ 作者首先想到的是“根”．中华民

族历来重视历史文化，每年要公祭炎帝、黄帝等祖先；炎黄文化或华夏文化嚒．近代发展的数学是从

希腊传承下来的，Ｅｕｃｌｉｄ（欧几里得）几何等．教育部指导的大学工科数学教材，其中只提西方人的

成就，而看不到中国的，太泄气了．中华 ５０００ 多年的光辉文明，难道在数学方面竟然一无所成？ 当

然不是．中国传统称数学为算术，是讲究应用的，是要实实在在地算出数值来的．此即中国数学之根．
以吴文俊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数学家努力接续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在机械化证明方面取得了

前沿重要进展，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表明中国数学并非没有成就．中国崛起，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

实实在在地体现出来的，要多方齐努力．应用数学也应体现在其中．
当前已经处于计算机、信息时代．看起来非常精美的图像，其实全是离散表达的，也是数值表达

的，大势所趋不可违拗．中国的算术传统应在其中体现出来．机器人也是体现时代特点的重要方面．
机构动力学的计算要求解微分⁃代数方程（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ａｌｇｅｂｒａｉｃ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ＤＡＥ），成为数值计算的重

要任务，有许多著作研究，并且还有西方的著名程序系统．然而，基于中国古代数学家祖冲之计算圆

周率 π 的思路而导出的祖冲之类算法，其数值结果远远优于这些国外程序．表明中国数学之根，依
然可发挥重大作用，教学中不可略去，而应融合中西，贯通古今，呈现出中国数学的成分，应在世界

数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将自己的“根”略去不计，一味地“言必称希腊”而不尊重自己历史，人家怎么还会尊重你？ “人

必自重而后人重之”，很要紧．有人自称“脱亚入欧”，只因其文化没有根．华夏文化不可因一时科技

后进而轻言放弃，当然也应与先进科技交流，融合中西嚒．
中国自己是有根的．每年祭拜黄陵，不是做做样子，而是尊重自己历史；曾经立项：夏、商、周断

代工程，就是尊重自己文明的体现．中国崛起的根本应是华夏文明，而绝不是什么“脱亚入欧”．
祖冲之计算 π 的思路是割圆法，可推测为：平面上两点之间连接的短程线是直线．Ｅｕｃｌｉｄ 几何，

约束只要在离散格点处满足，用到动力学时已经不再是平面了，而是在动力学状态空间；其两个时

间点之间联接的动力学短程线，就该是最小作用量变分原理；短程线，故可称力学的几何化．在离散

时就成为“保辛”，也是中国的数学成就之一．中国数学似乎中断了的发展脉络得到了接续．而这方

面，西方人的理解是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解释为几何化本也可以；但从随后的发挥看，西方的理解

出现了偏差．



本文以下限于动力学论述．
离散后，西方权威提出“不可积系统，保辛近似算法不能使能量守恒”的误判．法国数学家 Ｐｏｉｓ⁃

ｓｏｎ（泊松）指出， ｎ 维位移的动力学系统有 ｎ 个首次积分；能量守恒包含于其中．能量，众所关注，但
也仅是其中一个首次积分而已．最小作用量变分原理导出的本是 ｎ 对正则方程，再没有多余的．最
小作用量不能用一个能量守恒来代替．ｎ 个首次积分本应全部守恒，问题在于分析解难以求出．未能

求出的分析解在离散时，并非就不重要了，只是未能分析求解而已．离散时要“保辛”是全面的近似

提法；而西方人只考虑能量保守，是不全面的，违反了最小作用量原理，也就离开了短程线的几何化

提法了．对此可质疑：这还是正宗的动力学吗？ 西方人并非神仙，他们也有误区的．
祖冲之方法论采用最小作用量原理，或保辛，其优越性远超西方人程序．而且祖冲之方法论还

可在众多约束动力学问题中发挥．中国人不必自惭形秽；打起精神，力争主动，在自己的基础上开展

研究，力争世界上的一席之地，有信心定有所成．干吧！
“行成于思，毁于随”．总也随别人走，能随出原创成果吗？ 不对头吧．原创是要闯出来，而不是

随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