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9日，以“一算到底”思维

能力解题大赛初赛为首场活动，数

学学科周如期开展，通过组织高水

平学术交流、丰富有趣师生活动，

全面展示学科文化和发展成果。

3 月 16 日晚，随着“一算到

底”决赛落幕，此次数学学科周

完美收官。

院士论坛聚焦学术前沿

3 月 14 日下午，数学科学学

院第三十九期院士论坛举行，中

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数学与系

统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平带来一

场关于Fourier分析的知识盛宴，

报告题目是《漫谈Fourier分析与

偏微分方程》。

在报告中，张平院士以日常

吃粥时的热传导现象为例，幽默

地指出“数学是日常生活的自然

描述”，将抽象的数学概念与具

体生活场景紧密相连，缓缓道来

数学之美。他感慨 Fourier 分析

传入中国之路布满荆棘，艰辛异

常，并深情回忆起自己老师当年

的艰苦求学岁月。彼时，为了汲

取知识养分，老师前往其他高校

访学，住宿条件极为简陋，只能

挤在狭小的学生宿舍中坚持钻

研。这种刻苦精神仿若一座熠

熠生辉的灯塔，为在场的研究者

们照亮了学术前行的道路，激励

着大家在漫漫学术征程中不断

奋勇向前。

科研经历分享会

数学学科枝繁叶茂，代数、

分析、计算数学、概率统计等纷

繁的方向，似乎乱花迷眼。

3 月 11 日下午，学院组织科

研经历分享会，邀请四位2021级

优秀本科生分别从分析与偏微

分方程、代数、应用数学（复杂智

能系统）、概率与统计方向介绍

自己科研的内容。

传承数学红色基因

春日的玖园，绿意葱茏，书

卷生香。3月13日，学科周重磅

活动“玖园苏步青旧居开放日”

举办，数百名师生、数学文化爱

好者在国福路 51 号玖园苏步青

旧居里，共赴一场与历史的对

话，感受几何巨匠的学术风骨。

从丰富的展品文稿到修缮

一新的旧居陈列，金牌讲解员们

用细致入微的讲述，娓娓道来苏

老“为学应竭毕生力，攀登贵在

少年时”的求学生涯、“一生著述

开宗派，百载树人播馥芬”的学

术生涯、“平添簧舍三千子 畅览

神州七八春”的参政生涯和“黄

冠翠袖足清闲，淡泊生涯水石

间”的情致人生。

参加活动的师生们感慨：

“原来公式背后，是苏老在战火

中坚守讲台的赤子之心！”“这不

仅是一次参观，更是一场精神的

洗礼——数学的纯粹与家国情

怀，永远值得我们追寻。”

在玻璃房内，参与者通过趣

味问答挑战赢取限量版卡套、笔

记本和帆布袋，《大数学家》游戏

同样趣味横生，给参与者的心中

播下数学传承的种子。明信片

上“公式是理性的诗，数学家是

浪漫的匠人”，把对苏老的敬意

和对数学的热爱，永远定格。

π Day主题游园会

今 年 国 际 数 学 日 主 题 是

“Mathematics, Art, and Creativi-

ty”，3 月 14 日 11 点 30 分，“数学

人节”在光华楼东辅楼前草坪开

幕。其中最令人期待的环节之

一——主题游园会同时举办，共

同绘制“艺术π对”的画卷。

由玖园苏步青旧居志愿讲解

服务队领衔的展位上开展的数学

知识趣味问答活动吸引着络绎不

绝的参与者，始终洋溢着此起彼

伏的答题声，活动结束时，展位仍

聚集着抢答问题的人群。

数学人节属于所有人。展

位上来了很多带着孩子参观的

游客。虽然有些题目小朋友还

答不上来，但经过耐心讲解，他

们在趣味问答中感受到数学的

奇妙魅力。

从翻转扑克牌到生物遗传

题，数院大神领衔的展位一如既

往地用趣味题目的形式呈现日

常生活中的数学原理，答出获得

贴纸，做不出则在大神现场教学

后领取。有两位同学在展位前

思考了足足半个小时，解答出所

有题目。在数学学习的道路上，

答对和听懂都值得喝彩。

誊一份脑海里的数学公式

就能兑一枚贴纸和“数星阁”幸

运饼干，于是密密麻麻的文字和

符号慢慢爬上高高的桁架：从

“数学人节顺顺利利”到繁复高

深的数学公式、从串台的生日祝

福到同学大呼“巧妙”的数学笑

话，数学的“高冷”和深刻就这样

顺着一根根笔杆融进了春风里、

照进了过路人的目光里、也揉进

了所有人的生活里。

来源：数学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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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多彩 别开生面 数学学科周魅力无限

图片新闻

由中文系张业松教授主

编的《路翎全集》正式付梓，

中国现代文学馆、复旦大学

中文系和复旦大学出版社 3

月 15 日共同主办出版座谈

会。本集以全面收集和呈现

路翎作品为目标，收录了多

种绝版作品集、集外作品和

初次发表的晚年作品，是路

翎毕生创作文献的首次系统

性全编。 来源:中文系

“摄影是观察与思考的艺术，

它绝不仅意味着看到什么，而是

如何去看。一个好的摄影记者永

远不能放弃思考的权利。”3月12

日晚，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新

华社高级记者兰红光在新闻学院

做《用思想驱动快门》讲座，“我一

直相信，不朽的照片不是来自于

相机，而是头脑。”

“摄影记者要有把自己的照

片变‘厚’的能耐，要在挖掘思想

上下功夫。新闻摄影绝不是‘图

解式说明书’，机器只是形式，更

重要的是照片的思想厚度。”兰红

光认为无论媒体形态怎么变革、

传播形式怎么变化，内容始终是

新闻传播最核心、最本质的要素。

“当思想平庸时，相机也无

奈”，这是贯穿近三个小时的讲座

的中心要义。兰红光说，“照片如

何，关键还是在于相机后的思考，

想到才能拍到，唯有思想才能穿

透时间和物质。会拍新闻照片的

拍的是新闻，不会拍新闻照片的

拍的是照片。”

面对新闻学院大一学生“新

闻摄影如何起步”的提问，兰红

光建议，“要有意识、有目的地去

观察社会，去跟人接触。未来在

你们手中。”听完讲座，2023级新

闻学本科生王艺澄更坚信：“当

新闻摄影从‘拍照’升华为‘思想

显影’，我们才能真正践行用中国

影像讲好世界故事的使命，这正

是新时代赋予新闻学子的必修

课。” 文/李雨萌叶宣驿

兰红光开讲新闻摄影兰红光开讲新闻摄影

本学期“复旦哲学进中学项

目”3月11日启动。讲师团在华东

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上海市

曹杨第二中学、进才中学、复旦大

学第二附属学校等7所学校开设

了 8 门哲学课程，课程内容包括

“哲学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导

读”“逻辑与批判性思维”“中国哲

学”等。

从2025年起，学院将该项目

正式作为学院哲学公共教育的重

点项目，在团队管理上形成了由

专业指导教师、校外指导教师（高

中教师）、学生讲师、管理团队共

同组成的运行团队。

来源：哲学学院

““复旦哲学进中学项目复旦哲学进中学项目””启动启动

《路翎全集》出版

“文章千古事”——南息斋藏

毕业论文特展3月3日-4月3日

在文科图书馆一楼大厅举办，展

出法学院教授王伟多年精心收藏

的各类毕业论文。

展品以20世纪的毕业论文为

主，分为7类，涵盖本科、硕士、博

士毕业论文三个层次，除中文毕

业论文外，同时收录了中国留学

生在国外高校的西文毕业论文。

其中有许多值得一提的珍贵

资料。例如，最早的毕业论文是

严锦镕于1905年完成的哥伦比亚

大学博士论文《美国宪法第十四

条修正案中公民和私人的权利》

（Rights of citizens and persons

under the Fourteenth amend-

ment），严锦镕也是最早取得学术

性博士学位的中国人。简延寿

1948年的毕业论文《国际法的将

来》，为研究民国时期复旦大学毕

业论文提供了难得的样本。李白

华1930年完成的《日本佛教教懂

了我们什么》，是东京帝国大学印

度哲学科毕业论文（手稿、线装

本），分为厚厚的上下两册，稿本

后有论文审查委员会木村泰贤、

常盘大定、宫本正尊三位佛教学

大家的评语。马寅初1914年在哥

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纽约市

财政》（The Finances of the City

of New York），有签名，还含有一

张精致的藏书票。

来源：校图书馆

文图展出跨越百年的毕业论文文图展出跨越百年的毕业论文

■■ 主题游园会现场主题游园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