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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原始期刊文献考证，以《学艺》和《科学》杂志扶
持华罗庚为切入点作个案研究。结果表明，华罗庚在《学艺》和

《科学》杂志编辑的指导下撰写出否定苏文的完整学术论文，从

而一举成名，并在熊庆来等科学家的扶持之下由一名自学青年

最终成为著名数学家。认为：科技期刊不仅具有科学信息传播

功能，而且有很强的识才、育才功能；期刊编辑不仅应具有娴熟

的编辑技能，还应具有一定的科学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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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多年以前，有２种很有影响的期刊，一种是１９１７
年创刊于日本的文理综合性中文学术期刊《学艺》，一种

是１９１５年创刊于美国的中文科技学术期刊《科学》。前
者于１９２６年发表了一篇有错误的数学论文，后者则于
１９２９年发表了一位自学青年更正其错误的论文。这在今
天看来很平常的事，却改变了一位自学成才者的命运，也

由此成就了一位伟大的数学家。他就是华罗庚（１９１０—
１９８５）。对此，无论从数学史角度还是科技期刊史角度，均
尚未见有系统的研究报道。本文依据《学艺》和《科学》的

原始文献，力图理清其来龙去脉，并以此为例，对五四运

动时期科技期刊的识才和育才功能作初步剖析。

１　《学艺》发表的《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

１１　发表一篇谬误之作　《学艺》（《ＷｉｓｓｃｎｕｎｄＷｉｓ

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为典型的文理综合性学术期刊，１９１７年４月
由丙辰学社创刊于日本东京。１９２０年１０月，建立学艺
社上海事务所，由东京改在上海出版。至１９４９年８月，
开始单号为人文社会科学，双号为自然科学。与前期或

同期的其他期刊相比，《学艺》已非译述过时的知识、普

及科学常识，而是在学术层面深入地介入科学传播。

《学艺》的撰著、评论、译丛、杂俎、通讯、来件、附录、文苑

等栏目，在内容上显然偏重于撰著、评论和译丛等学术

性栏目，即便通讯、来件也都是学术性的讨论。

１９２６年５月，苏家驹发表在《学艺》杂志第７卷第
１０期的《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认为：“代数的普
通五次方程式，为近世数学界认为不能解之问题，Ａｂｅｌ
曾于１８１６年，在 Ｃｒｉｌｌ杂志上发表其不能解之证明。
１８３１年，经Ｅ．Ｇａｌｏｉｓ修整之，即现今教科书上之常见
者也。余尝读此证明，虽无理由能驳其不确，然终不信

代数的五次方程式绝对不能解。数年以来，潜思冥索，

似得一可解之法。”［１］苏家驹１９２６年５月完成的该篇
论文，连他自己也尚感不成熟，除在前言中多有谦虚之

词外，在该文结论中也有“上列解法，繁复异常，究竟

行计算手续时，能否毫无他种困难发生，实不可定，余

从事于此种计算已久，尚未成功，故此法究竟可能与

否，尚有待计算结果之实证”［１］。看来，苏家驹从前言

到结论，既不信“代数的普通五次方程式绝对不能

解”，又不敢贸然深信自己解法无误。对自己的解法

“究竟可能与否”“有待计算结果之实证”，并且希望

“当世畴人，指其谬误，补其缺陷”，“有能助余作此种

计算者，是余所翘企而望，不胜欢迎者也”［１］。

苏家驹的主要文献依据为狄克逊（Ｄｉｃｋｓｏｎ）所著
的《方程的基本理论》（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ｑｕａ
ｔｉｏｎ）、霍尔与克瑞特（Ｈａｌｌ，Ｋｒｉｇｈｔ）所著的《高等代数
学》（ＨｉｇｈｅｒＡｌｇｅｂｒａ）。
１２　发表华罗庚更正苏文的声明　１９２９年，１９岁的华
罗庚读过《学艺》上的苏文后，给《学艺》杂志社写信提出

了自己的质疑。《学艺》于１９２９年５月出版的９卷７号登
出简短声明［２］：“前半均合理论，但自第三页第十五行‘若

将Ｐ３写为二项式，令各项均为一个ｎ１，ｎ２，ｎ３，ｎ４之一次
式之积，且令各项均等于零……’，以下语意暧昧，显与次

页下段矛盾，查此问题，早经阿柏（Ｎ．Ｈ．Ａｂｅｌ）氏证明不能
以代数的方法解之。仓促付印，未及详细审查。近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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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庚君来函质疑，殊深感谢，特此声明。”

其中，阿柏氏今译为阿贝儿（ＮｉｅｌｓＨｅｎｒｉｋＡｂｅｌ，
１８０２—１８２９），挪威数学家，克里斯丁亚那大学毕业，并
在该校任教，复被聘为柏林大学教授，未到任即病逝。

他最重要的工作是证明了五次代数方程一般不能用根

式求解，由此引出可交换群（即“Ａｂｅｌ群”）的概念。他
还研究了二项级数的性质、Ａｂｅｌ积分、Ａｂｅｌ函数，并与
德国数学家雅可比（ＣａｒｌＧｕｓｔａｖＪａｃｏｂＪａｃｏｂｉ，１８０４—
１８５１）奠定了椭圆函数理论的基础。苏文正是对 Ａｂｅｌ
“五次代数方程一般不能用根式求解”的理论提出了

自己的怀疑，并在《学艺》所发表的论文中尝试用五次

代数方程进行根式求解。《学艺》杂志社在收到华罗

庚的质疑函后即发表了简短的更正声明。

这是近代期刊史涉及科技学术论文最早的一份更

正声明。它表达了２层含义：一是据“华罗庚君来函质
疑”的说法，表明华罗庚尚未就《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

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形成完整的论文；二是《学

艺》相比于之前《亚泉杂志》的勘误表，更能显示《学艺》

杂志编辑们仅凭此“短函”即作出“未及详细审查”的检

讨和对华罗庚感谢的声明，体现了敢于面对错误、纠正

错误的胆识，足以表明《学艺》对华罗庚数学造诣的深度

信任和认可。当然，对苏文谬误的彻底否定是３年后由
华罗庚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论文最后完成的。

２　《科学》发表华罗庚《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
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

２１　发表自学青年的成名之作　显然，《学艺》的更正
声明过于简单，不足以表明华罗庚的思路。１９３０年，
《科学》第１５卷第２期《来件》专栏发表了华罗庚《苏家
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的全文。

该文相比于“声明”，更为清晰而简洁地表述了华罗庚否

定苏文的充足理由。华罗庚最初看到《学艺》杂志发表

苏家驹的《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后，于１９２９年冬天
仿照苏文撰写了《代数的六次方程式之解法》，完成此文

后，他“对此欣喜异常，意为果能成立，则于算学史中亦

可占一席之地也”［３］；然而，Ａｂｅｌ理论毕竟是非常成熟
的理论，华罗庚也认为“若不将Ａｂｅｌ言论驳倒”，苏文和
自己的《代数的六次方程式之解法》终不能成立，于是，

他“沉思于Ａｂｅｌ之论中”［３］，认为其“条例精严，无懈可
击”。后经《科学》杂志社编辑的暗示和指导，遂转而从

事于“苏君之解法确否之工作”，终于在１９３０年６月找
到了该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并在整理成熟后于《科学》

第１５卷第２期发表了《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
法不能成立的理由》一文。

２２　《科学》编辑的“暗示”和扶持　《Ｓｃｉｅｎｃｅ》为综

合性自然科学月刊，由中国科学社１９１５年１月创刊于
美国（后转上海）。任鸿隽（１８８６—１９６１）、杨铨（杏佛）
等为主要负责人。至１９５９年，共出４１卷，历时２７年。
该刊“以阐发科学精义及其效用为主”［４］。其栏目有

论著、杂俎、科学消息、国际消息、国内消息、图画等。

第１卷至第４１卷发表了３２００余篇论文［５］。《科学》

自创刊便积极介绍数学知识，中国最早的数学博士胡

明复在创刊号上曾刊登《算学于科学中的地位》一文，

之后一系列中国早期的数学名家周达、曾昭安、陈省

身、柯召等相继发表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如《平面

数学》（陈茂康，卷一）、《近世纯粹几何学》（胡明复，

卷一）、《形学歧义》（姜立夫，卷二，首次介绍射影几何

学）、《四进量数》（叶进柏，卷三）等。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正是中国现代数学渐成气候的关
键时期，华罗庚和苏家驹的工作正是在此背景下的工

作之一。华罗庚在否定苏文中特别提到了他在论文的

撰写中曾走了很大的弯路，甚至完全被苏文所误导，顺

其思路撰写了《代数的六次方程式之解法》一文。那

么，为什么转而走向否定苏文的相反方向呢？据华罗

庚说是得到了《科学》“编辑员”之“暗示”［３］。这一

“暗示”，到底是什么样的“暗示”，显然不得而知；但

是，它却对华罗庚走出迷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位编辑员显然具备较高的数学修养，查证这一时

期《科学》杂志的数学编辑，得知１９３０年８月以前的数
学编辑是艾伟，继任者为著名数学家姜立夫（１８９０－
１９７８，１９３０年担任中国数学会会长），这个“编辑员”只
可能为此２人之一。由此看来，华罗庚是受到了高人指
点。华罗庚读书和供职的金坛中学，唐培经（１９０３—
１９８８）１９２８年任金坛中学校长。１９２９—１９３４年任教于
清华大学数学系，而清华的数学系主任熊庆来（１８９３—
１９６９）、理学院院长吴有训（１８９７—１９７７）等都是《科学》
杂志主办单位———中国科学社的骨干，他们都关注《科

学》、相信《科学》取稿的判断。因此，华罗庚在《科学》

上的表现，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他所受到的《科学》杂

志“编辑员暗示”和在金坛中学受到的良好教育都无疑

是他被早期中国科学家们认同的一些充分条件［６］。

３　华罗庚借刊出道

　　当时华罗庚为江苏金坛中学庶务会计，其学历仅
为金坛中学初中毕业和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肄业，离开

学校后在父亲的小杂货铺当学徒自学数学。１９２９年
１２月，华罗庚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
《Ｓｔｕｒｍ氏定理之研究》，对求代数方程实根数的
“Ｓｔｕｒｍ定理”进行了简化，并定义了由已知函数及其
导函数组成的所谓“Ｓｔｕｒｍ函数”。而后，于１９３０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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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

法不能成立的理由》，才更多地引起多方关注。这篇

论文不但是对苏家驹《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一

文的否定，也是对他自己未发表的《代数的六次方程

式之解法》的否定，他的这种追根究底的探索精神和

诚恳求实的风格受到了当时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

来的青睐。

熊庆来从《科学》杂志上发现了华罗庚的名字，随

即到处打听其下落。碰巧华罗庚所供职的金坛中学原

校长、此时的清华大学算学系教员唐培经，知华罗庚乃

为一自学青年。熊庆来了解到他自学经历和数学方面

的才华后，毅然打破常规托唐培经邀其到清华大学工

作。唐培经拿着华罗庚的照片，到北京前门火车站去

接华罗庚。这位年仅 ２１岁的青年，就是这样拖着残
腿、拄着拐杖于１９３１年走进清华园。起初，他在数学
系当助理员，经管收发信函兼打字，并保管图书资料。

他一边工作，一边自学，只用了１年时间，就读完大学
数学系的全部课程。１９３３年被破格提升为助教，１９３５
年成为讲师。１９３６年，他经清华大学推荐，被派往英
国剑桥大学留学。

他在剑桥的２年中，把全部精力用于研究数学理
论中的难题，不愿为申请学位浪费时间。他的研究成

果引起了国际数学界的注意。１９３８年回国，受聘为西
南联合大学教授。１９３９—１９４１年，他在极端困难的条
件下，写了２０多篇论文，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数学专著
《堆垒数素论》。在闻一多先生的影响下，他还积极参

加到当时如火如荼的抗日民主爱国运动之中。《堆垒

数素论》后来成为数学经典名著，１９４７年在苏联出版
俄文版，又先后在各国被翻译出版德文、英文、匈牙利

文和中文版。

４　结论

　　１）《学艺》虽然发表了苏家驹完全错误的论文，但
其勇于认错更正，在扶持华罗庚这件事上具有伯乐识

才第一功。其可贵之处在于：一是《学艺》编辑并未见

到华罗庚当时否定苏文结论的完整结果，而仅据１４６
个字的简短质疑就认定苏文的谬误，表明了对１９岁青
年华罗庚的信任；二是在时隔３年之后，《学艺》的编辑
并不认为时过境迁就可以含混过去，而是在华罗庚提出

质疑后数月内即发表声明更正苏文错误，表明了其严谨

的学风和治学态度；三是《学艺》发表苏家驹完全错误的

论文显然是一个严重的编辑事故，但他们在更正声明中

作出了“仓促付印，未及详细审查”［２］的检讨，并对华罗

庚的质疑“殊深感谢”，表明其知错改错的严谨编辑工作

作风。这虽然不过是发表了一份百余字的简短声明，但

是它以《学艺》的检讨为代价，向科学界郑重推出了一名

学生向老师较真的优秀自学青年。

２）《科学》“编辑员”的高水平“暗示”，将处于苏
家驹误导中的华罗庚引导至正确的道路，并且敢于全

文发表一位年方２０的自学青年否定一位教师的论文，
还在以后连续发表其七八篇论文，从而奠定了华罗庚

早期数论研究工作的基础；因此，《科学》既具有识才

之功，又具有育才之功，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在做好“编

辑员”的同时还具有指导作者正确使用科学方法、判

别真伪和指点迷津的学识和修养，这是高水平的伯乐，

也是高水平的编辑。这说明科技学术期刊编辑最起码

应该具备编辑技能和科学修养这２种素养，尤其是后
者，它可能是编辑人员在编辑实践中比作者更具有特

殊的、俯瞰式观察点或者思考问题的起点，从而可以旁

观者清的姿态暗示作者，实际上就是身处科学潮流之

中通过编辑工作和期刊媒介引导科学潮流。这可能是

真正意义上的最高编辑境界，也是我们所见我国期刊

史上第一例高境界编辑发现作者、指导作者和培育作

者的典型案例。

３）华罗庚通过《学艺》和《科学》的推介，由金坛中
学的庶务会计一步踏入清华园，成为清华大学数学系

的一名助教。其缘由正是清华大学数学系系主任熊庆

来从期刊上看到华罗庚的这篇论文。这表明期刊通过

大众传播所显示的另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不仅可

以识才还可以育才。同时，它也表明科学家的理论研究

成果仅仅做出来、讲出来、写出来是难以为人所知的，只

有借助于期刊这样的媒介进行大众传播才能为社会所

承认。熊庆来、唐培经、杨武之等既是科学家也是学术

期刊的读者，正是其慧眼，通过期刊发现了华罗庚，并将

华罗庚引入条件更好的科学殿堂进行进一步的培养，深

显老一辈科学家不拘一格提拔人才的独特育才方式。

这在７０余年后的今天来看，仍然给人以很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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