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2023年10月1日星期日
责任编辑郭佳杰 美术编辑汤智勇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位于国顺路650弄的复
旦大学第九宿舍被称为玖园，在此，
曾居住过多位名师大家：翻译《共产
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老校长陈
望道，著名数学家苏步青、陈建功，新
中国遗传学的主要奠基人谈家桢，著
名政治经济学家蒋学模，《英汉大词
典》主编陆谷孙等。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
玖园爱国主义教育建筑群正式落成，
苏步青旧居、谈家桢（陈建功）旧居全
新亮相。从那时候起，当时还是复旦
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本科生的厉茗就
成为了首批加入苏步青旧居展示馆
讲解队的学生讲解员。这个国庆节，
已经是直博生的厉茗带着我们一起
走进苏老那张船体放样示意图背后
的数学报国心。

促进科学革新
减轻劳动强度 提高工作效率

苏步青旧居的展陈主题是“数坛
宗师 爱国敬业”，根据苏步青的人生
历程和展览主题，分为七个展厅，用
不同主题予以展示。有一件展品，一
直令学数学的00后厉茗很着迷。

“这件展品是一张船体放样示意
图”，厉茗指向玻璃柜的一隅，娓娓道
出背后的故事——所谓的“船体放
样”，是指在船体建造过程中，根据设
计图纸，将船体型线或结构按一定比
例进行放大，以获得光顺的型线或构
件在船体上的正确位置、形状和尺
寸，为后续工序提供施工依据。

船体放样是船舶建造过程中的
首道工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
而，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造船技术
尚且比较落后。为了进行船体放样，
工人们要在放样楼里，把初步设计好
的船体表面的三向剖线（横剖线、水线
和纵剖线）按照一比一的比例用木样
条画在地板上，并校验和修正它们，使
之达到“光顺”。要造一艘100米长的

轮船，就得在地上画出100米的切割
线，然后才能进行光顺处理。

1972 年，已经古稀之年的苏老
应邀前往江南造船厂解决船体放样
的难题。当时，他看到几位放样工正
蹲在地板上用木样条画曲线，不时地
跑来跑去，用肉眼观察这些曲线到底
好不好。这种人工放样不仅体力耗
费大，工作效率低，全靠人眼看也容
易产生偏差。苏老提出：“应该尽快
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他们减轻劳动
强度，提高工作效率。”

苏老做事情常常时不我待。据
他的学生华宣积回忆，每天清晨5时
45分去接苏老时，他就已早早做好了
准备。当时，从复旦宿舍到船厂，需要
先乘3路有轨电车，到虹口公园再换
18路电车。差不多有一年时间，苏老
基本上每天都去船厂，“铛铛铛”的有
轨电车声，成为那段岁月最鲜明的记
忆。傍晚回家，公交车上一般难寻座
位，他们就一路站回去。

撬动问题解决
坚持以应用数学创造价值
纵然条件百般艰辛，苏老仍然能

够全身心地投入到课题的研究之
中。不久，他找到了突破口——应该
从参数曲线和参数曲面着手，才能解
决大挠度曲线（切线变化很大的曲
线）、空间曲线和曲面的问题——并
提出了一整套方案。

苏老利用厂休日回学校查阅资
料，发现了最新的关于参数曲线和
双三次曲面拟合的4篇英文论文，其
中包括现在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中
流行的B样条的德布尔—考克斯算
法。苏老将它们全部翻译出来，再
以复旦大学数学系和江南造船厂船
体车间的名义编印出《样条拟合译
文选》。苏老的这一工作，不仅直接
指导了江南造船厂的工作，还在全
国的船体放样工作中起到了引导作
用。

最终，苏老和学生们用曲面和曲
线相结合的方法解决了船体放样的
难题。根据这一思想完成的算法程
序也成功地计算了几条不同类型船
的放样问题，效果显著。1978年，由
苏老作出主要贡献的复旦大学数学
系“船体数学放样”等项目在全国科
学大会上荣获重大科技成果奖。

1992 年，全国计算几何协作组
会议定在杭州举行。临近开会，90岁
高龄的苏先生住进了医院，但他坚持
让秘书买好火车票。当学生华宣积
去接他时，医院不肯放人，他遗憾地
让学生带走讲话稿，并再三嘱咐：“计

算几何要以经济建设中的重大科研
问题为目标。”

厉茗说，这便是苏老重要的数学
价值观——数学要有应用，应用数学
要面向国民经济，要创造价值。这恰
恰与船体放样示意图背后的坚持始
终一脉相承。

在苏步青旧居展示馆的众多展
示和展品中，厉茗个人也很是喜欢这
张示意图。它用简单的几笔就勾勒
出船体放样中重要的三向剖线，清晰
明了，就像数学一样，从具体的事物
中抽象出数学概念，然后进行纯逻辑
上的推导和纯理性的分析。

“对于数学的应用来说，要做的
恰是这一过程的反面：让抽象的概念
回归到现实，用数学推导的结果指
导现实。数学在落地的过程中，必
然会遇到很多的艰难险阻，但一旦
克服了这些困难，就可以创造出巨
大的价值。”也因为如此，每当厉茗在
做研究中遇到困难，她都会重温这张
示意图，它总是给予她继续前行的勇
气。

奋斗书写时代
时刻提醒自己铭记初心
这个国庆黄金周，除了做好学习

和科研外，担任着苏步青旧居展示馆
讲解队学生队长一职的厉茗和队里
的小伙伴依然会活跃在讲解一线。

厉茗和讲解队的结缘要追溯到
本科入学之初的一堂党团课：《数学人
的红色基因》。当时，苏步青等老一辈
数学家严谨治学、科研报国、潜心育
才、奉献自我的事迹令她深受感染。
在寒假实践中，通过采访苏老弟子华
宣积教授，坚守信仰、科研报国的苏老

形象，在她心中变得愈加亲切可感。
当玖园苏步青旧居展示馆讲解

队组建之初，厉茗便毫不犹豫地报了
名，她希望能与爱国敬业的苏步青老
校长近距离“接触”，学习并传承苏老
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打磨讲稿、培
养“用户思维”、请教讲解经验、收集
个性化讲解素材……作为“金牌讲解
员”，厉茗开展十余场讲解，服务人次
超300人，参与培训考核40余位新队
员，还以讲解员的身份出演纪念苏老
诞辰120周年的大师剧《此身到老属
于党》。

“最重要的是，我从苏老的事迹
中汲取到了奋斗的力量，对未来有
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我也想像苏老
那样，把数学应用到实际中，为国家
和人民创造价值，继承并发扬这种
以爱国主义为底色的科学家精神。”
厉茗说。

从本科生成为直博生后，厉茗的
时间分配有一些变化，但她还将保持
一定频次的讲解，在她看来，这些讲
解在让她保持熟练度的同时，也时刻
在提醒她求学和做研究的初心。

“苏老在这里居住了近半个世
纪，旧居经修葺后，以苏步青旧居展
示馆的身份对外展出，我对这里亦有
着深厚的感情。每次踏入这里，我都
仿佛乘上时光机，回到了那个年代，
听苏老讲他那热爱祖国、追求真理、
教书育人、服务人民、淡泊名利的一
生，感受并学习苏老的科学家精神。”
厉茗说，作为大学生，广大青年当始
终牢记责任使命，自觉将小我融入到
国家战略和科技发展之中，用青春的
声音告白祖国，也用奋斗的声音书写
时代。

一张船体放样示意图

寥寥几笔下
拳拳报国心

每当研究遇到困难，厉茗总会想起这张示意图。寥寥几笔绘出的线条清晰明
了，无声地勾勒出苏步青的数学价值观——数学要有应用，应用数学要面向国民经
济，要创造价值。

苏步青绘制的船体放样示意图。

在日常讲解中，厉茗不时体认着苏老的报国心。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苏步青旧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