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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研究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一门科
学……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和大量使用，随着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对数学提出了越来越多的
需求，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都有了极大的发展。

在中学里，数学是一门重要课程，它对于学习其
他课程，例如物理、化学，也有很大作用……我们认
为学习的好坏，主要在于是不是下了功夫，是不是付
出了大量的、艰巨的劳动。

在中学的数学里，代数和平面几何是基本的。
代数区别于算术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引入了字母来
进行运算，要掌握这个特点。要从个别到一般，从
具体到抽象，使认识不断深化……要弄清楚一些基
本的概念。例如平面几何里一个命题，什么是已知
的条件，什么是要证明的结论，这些首先要搞清
楚。每一步推理都要论据充足，十分严谨，绝不能
马马虎虎。

数学是一门着重于理解的学科，绝不能死记硬
背。要勤于思考，对一个问题要从正面、反面、各个
角度多想想，要善于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善于找出
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

不仅要学懂一些数学内容，而且要运用学到的
知识去解决问题。……解出一道较难的问题后，还
要想一想，这道题的难点和关键在哪里？应该从什
么地方入手？有没有其他解决的途径？哪种方法最
简便？这样就可以不断取得进步，提高数学水平。

不注重基本训练，一味钻偏题、怪题，钻牛角尖，
是十分有害的，要注意防止这种偏向。

要尊重老师的辛勤劳动，要认真地向老师学
习。拿我们的切身体会来说，在中学时，很多老师对
我们的教育和帮助，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在大学和
研究所学习期间，我国老一辈的数学家熊庆来和庄
圻泰先生，长期对我们在业务上进行指导和帮助，使
我们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迅速地走上了科学第一
线。我们现在做了一些研究工作，这里也凝聚着老
师们的辛勤劳动和心血。

（本文刊发于1977年8月29日《人民日报》第
二版，原题为《怎样学好数学》，内容有删减）

1956年，张广厚和杨乐一同考入北京大学数学
力学系 （学制 6 年），成为同窗密友。1962年两人
从北大毕业后，又一同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
所，成为我国著名数学家、中国函数论先驱之一熊
庆来的关门弟子。在熊庆来的指引下，两人选定函
数值分布论为研究方向。此后，杨乐和张广厚长期
合作，在函数值分布论方面取得世界领先的杰出
成就。

亏值和奇异方向是函数值分布论研究中的两
个主要概念。在众多常见且重要的函数中，绝大
部分函数取每个值的次数是相近的，仅存在少数
例外，这些例外的值就称为亏值；对函数的变化
情况进行研究时，在自变量的某些特定范围内，
函数取值特别多，变化异常剧烈，这种现象就称
为奇异方向。对这两方面的研究是当时国际函数
值分布论中的主要课题。

在杨乐和张广厚的成果出现之前，国际数学
界在半个世纪内都是将亏值和奇异方向作为孤立
领域进行研究，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张广厚和
杨乐经过长期苦心钻研，不仅解决了奇异方向的分
布问题，而且在普遍条件下解决了函数亏值总数的
估计问题。特别是他们不拘泥守旧，在亏值和奇异
方向这两个看起来差异很大的概念之间建立了有
机联系。

这一突破性的创新，获得了国内外的高度认
可。为了表彰他们在数学领域的杰出贡献，国际
数学界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命名为“张-杨定理”

（也称杨-张定理）。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博士研

究生）

杨乐、张广厚谈
怎样学好数学

张-杨定理：
一项惊艳世界的数学成就

王瑞霞

10月22日，著名数学家杨乐院士逝世。

提到杨乐，就不得不提到他的一项重要学术成就——“张-杨定理”（也称杨-张定理），也就不得不提到

河北籍著名数学家张广厚。

张广厚与杨乐合作，首次发现函数值分布论中的两个主要概念亏值和奇异方向之间的具体联系，被数

学界定名为“张-杨定理”。不仅如此，他还成功找出了亏值、渐近值和奇异方向三个重要概念之间的有机联

系，《中国科学》甚至特别为此项研究出了一期增刊。

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张广厚与陈景润、杨乐一样，曾是那个时代耀眼的科学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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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张广厚。

▲张广厚（左）与杨乐。

◀唐山市开滦二中东校区的张广厚纪念雕塑。（摄于2021年10月）
本版图片均由周瑞刚提供

■链 接

一个时代的科学明星

在唐山市开滦二中东校区，有一
座汉白玉半身雕像——一个眉头微
蹙 的 中 年 人 ，正 聚 精 会 神 地 伏 案
演算。

这座雕像所纪念的，就是该校校
友、河北籍著名数学家张广厚。

张广厚生于1937年，今唐山市古
冶区人。1962年，张广厚考入中国科
学院数学研究所，与杨乐一起师从数
学前辈熊庆来教授。研究生毕业后，
他留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从事
研究工作。

早在研究生时代，张广厚和杨乐
就开始合作研究全纯与亚纯函数族，
经过十几年的密切合作、艰苦攻关，
他们于1976年夏天，在函数论研究上
取得了系统性的重要成果。很快，他
们的研究便引起了国际数学界的重
视，被国际同行认为是这方面最具决
定性的成果之一，数学界将其定名为

“张-杨定理”。
对于这些抽象的基础数学概念，

普通人很难理解杨乐和张广厚所取
得的数学成就。但《人民日报》的一
条消息，却能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
当年他们所受到的瞩目。

1977 年 10 月《人民日报》头版刊
登了这样一条消息，标题是《根据党
中央关于恢复技术职称的指示 中
国科学院提升陈景润为研究员 提
升杨乐、张广厚为副研究员》。

在这篇报道见报后，1978 年 1
月，长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刊
登在《人民文学》上。

毫不夸张地说，和以“哥德巴赫
猜想”驰名中外的陈景润一样，杨乐
和张广厚也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
科学明星。

在一篇追忆杨乐的报道中，中国
科学院一位老同志回忆，当年他拿着
有数学所落款的介绍信去住旅店，都
会受到服务员追星般的激动询问：

“是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的那个数学
所吗？”

张广厚一直从事单复变函数论、
整函数和亚纯函数理论研究，对几个
重要概念即亏值、渐近值、奇异方向之
间的关系，给出了多种精确表达式。

在提出“张-杨定理”之后，1978
年，张广厚再次惊艳国际数学界。

“我猜测的关系是假的，现在你
成功地证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1978 年 4 月 13 日，瑞士苏黎世，
国际数学分析会议上，芬兰著名数学
家、近代函数值分布论的创始人奈望
利纳，对刚刚做完报告的张广厚深表
敬佩。

早在 1929 年，奈望利纳就意识

到，亏值和渐近值之间有联系，同时，
他进一步猜测，亏值也是一个渐近
值。但 10年后，他的猜测被否定了。
然而，令国际数学界甚至奈望利纳本
人都没想到的是，时隔多年，这样一
个难题，在张广厚千万次的论证中，
终于找到了合理的解决方法，以一项
题为《整函数与亚纯函数的亏值、渐
近值和茹利雅方向的关系的研究》一
举攻克。

当时，新华社、《人民日报》对此
曾以《张广厚又获世界水平的成果》
为题进行报道，《中国科学》甚至特别
为这篇论文出了一期增刊。

贫苦出身的数学大师

了解了张广厚在数学研究上的
杰出成就，很多人可能会想当然地认
为 ，这 位 数 学 家 一 定 从 小 便 天 赋
过人。

但事实上，这位大数学家，却曾
因数学成绩不及格而一度没有考上
初中。

唐山市开滦二中党委书记张际
松介绍，张广厚出身于唐山一个矿工
家庭，他在家中排行老大，有五个弟
弟、妹妹。由于家里人口多，父亲还
在一次事故中受伤，家境十分艰难。
为了帮助家庭维持生计，7 岁的张广
厚被迫辍学，在煤矿上当了童工。

1948年底，唐山解放。随着矿工
待遇的提高，家里经济情况得到初步
改善，张广厚才有了继续上学的机
会。但由于时间紧、基础差，张广厚
第一次考初中时，竟因数学不及格而
未被录取，只得回到“童工补习班”
复习。

在补习班时，每天天刚蒙蒙亮，
张广厚就赶到学校复习。傍晚，其他
同学都放学回家了，他仍然在教室里
做题。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他
终于以数学满分的成绩，考上了唐山

“东三矿”第一所中学——新生中学
（现唐山市开滦二中）。

靠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勤奋努力，
张广厚后来又顺利考上了当时的省
重点高中开滦一中高中部，而且还是
高中三年全校唯一一个数学次次考
试均满分的学生。

1956年，张广厚顺利考上了北京
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后，又报考中
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后留
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函数论室
从事研究。

“从 1966 年开始，张广厚的研究
工作和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
被迫中断了。”张际松介绍，张广厚先
后被下放到京西木城涧煤矿、安徽农
村和天津小站的解放军农场劳动
锻炼。

直到1972年，张广厚才重新开始
函数论的研究。

“当时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在形式
上恢复了研究工作，但大多数人仍心

有顾虑。”唐山市开滦二中校长唐贵
海介绍，此外，科学家的研究工作中
断了近6年，要攻克难关，取得富有意
义的成果，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

最难的是，他们当时几乎与国际
数学前沿领域的信息隔绝。那时，张
广厚好不容易拿到了一份只有 20 多
页的国外数学论文，他翻来覆去读了
半年多，由于翻动次数太多，书页白
色的边角都被手指磨黑了。

当时，张广厚的生活条件也颇为
艰苦。那时，张广厚一家四口住在一
间约18平方米的平房里。白天，他骑
自行车到所里上班、查资料，往返要
花费一个多小时。晚上，为了不影响
家人休息，张广厚常常要等到夜深才
开始工作，一工作起来，常常是通宵
达旦。

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张广厚克服
重重困难，最终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1976年，美国纯粹与应用数学代
表团访华。这个由多位著名数学家
组成的美国代表团，先后聆听了中国
数学领域的60多次工作报告。后来，
有两项“国际一流”的工作被代表团
在访华报告中“大书特书”——一项
是陈景润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
究，而另一项便是张广厚和杨乐的研
究成果。

提出“张-杨定理”后，张广厚又
开始了亏值、渐近值和奇异方向三者
联系研究。1978年春节期间，正是他
最后修改论文的关键时刻。大年三
十清早，他就把孩子打发到亲戚家去
过年，自己则在妻子王和枝的帮助下
查对资料、校对文稿，从早上6时一直
忙到大年初一凌晨 3时，才把五万字
的论文全部修改完成。

这一年的年夜饭，夫妻俩只吃了
点剩饭。这篇论文发表后受到了国
际数学权威学者的高度评价。

英年早逝的新中国第
一代数学家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数学
家，张广厚对新中国教育事业和数学
人才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

在从事研究的同时，张广厚一直
在抽时间撰写专著，系统总结自己20
多年的研究成果，以及国内外近50年
整函数与亚纯函数理论的一些重要
成果。

为了数学研究，张广厚始终在超
负荷工作。视网膜发炎、玻璃体混
浊，他捂住病痛的左眼继续工作。
1983年 3月，张广厚又被确诊了乙型
肝炎。

在单位安排他回故乡治疗和休
养的时间里，他仍拿出比健康人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坚持书稿的整理和修
改工作。1986年 9月，张广厚的专著

《整函数和亚纯函数理论——亏值、
渐近值和奇异方向》终于面世，该书

获第四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
奖。1994年，美国数学学会将其翻译
成英文出版。

对数学研究报以无限热爱，张广
厚对职位和待遇的高低却并不在意。

1983 年 10 月，党中央任命张广
厚为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
记，级别相当于副部级。但为了不
中断数学研究工作，他没有调转工
资关系，仍保留了数学所研究员的
身份。

为尽快培养数学研究的后继人
才，成名后的张广厚虽然工作任务繁
重，却仍经常应邀给大、中、小学生作
报告、写文章，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
育、勉励学生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勤
奋学习。

1982年初，贵州民族学院的一位
青年教师联系上了张广厚，这位年轻
人刚刚得到赴北京进修学习的机会，
他希望能够到中国科学院数学所跟
随张广厚进修函数论。

张广厚欣然同意接受这个“学
生”，并多方联系，让这位青年教师能
够到北京大学数学系和中国科技大
学研究生院听课。此外，他还经常给
这位学生单独上课讲解。

即使在他病重回唐山疗养的一
个多月里，也没停止对这位学生的
指导。1983 年底，这位青年教师结
束学习回到了贵州，张广厚仍然经
常写信给他，介绍一些新的重要文
献。这位青年教师也没辜负张广厚
的期望，最终成为当地一所大学的
校长。

党和国家对张广厚的病情十分
关心，但他因为精力过度消耗，加剧
了病情的恶化，1987 年 1 月 26 日，张
广厚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去世，年
仅50岁。

1988年，中央电视台曾推出一部
讴歌我国科技知识分子的大型专题
片——《共和国之恋》。

这部专题片，详细讲述了钱学
森、李四光等大科学家的故事，其中，
也包括张广厚的事迹。

“在爱里，在情里，痛苦幸福我呼
唤着你；在歌里，在梦里，生死相依我
苦恋着你……”这部专题片主题曲

《生死相依我苦恋着你》被广为传
唱。这首歌的词作者刘毅然曾透露，
张广厚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他，于是才
有了那句歌词——“纵然我扑倒在
地，一颗心依然恋着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