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从你的简历上可以发

现，从浙江师范大学数学系本

科毕业后，1997 年 9 月，又被本

校 保 送 继 续 攻 读 硕 士 学 位 。

大学期间，你也没放松学业。

华：正如大家所知，大学

提倡的是自主学习，学习压力

不大。而我从小养成自主学

习、自我管理的习惯，所以依

然会按时认真地完成作业。

因为对数学专业有兴趣，也就

一门心思扑在学习上，还能拿

到奖学金。

记：2000年硕士毕业后，你

一直在浙江工业大学应用数学

系从事数学研究和教学工作。

那么，你怎么又会想起攻读博

士学位呢？毕竟对于女性来

说，硕士也算高学历了。

华：大学的教职工队伍可

谓人才济济。当讲师教书，按部

就班工作也行，但我总寻思着搞

点科研，做出点成绩才更有成就

感。而我所学的是应用数学，涉

及的大都属于基础数学范畴，只

有继续攻读博士，才能深入掌握

计算数学的理论。而且搞科

研，也需要引路人。

记：从 2004 年 2 月至 2007

年 4 月，你攻读浙江大学计算

数学专业博士学位的过程顺

利吗？

华：其实，之前，我曾申请

浙江大学王兴华教授的博士

生，没有成功。因为，王教授

的博士生已招满。半年后，我

选择了导师李冲教授，他刚好

从东南大学调回浙江大学，我

成为他回浙大所带的第一位

博士生。

记 ：你 读 的 是 在 职 博 士

生，会不会很辛苦呢？

华：李冲教授的科研能力

很强，我也很努力，读博期间，

还拿到奖学金。那段时间，我

的孩子尚小，我要上课，又要

做课题，写论文，精力真是不

够使，但咬咬牙，总算熬过来

了。

在博士论文答辩时，我还

颇受答辩组组长王兴华教授

的赏识，评价我比他所带的博

士生都厉害。

记：王兴华教授知道你曾

申请过他的博士生吗？他岂

不是会很后悔？

华：呵呵，他知道的！

还有一件趣事，我们用英

文撰写的论文发表于外国的

学术刊物上，两人的署名 Jin-

HuaWang（金华王）和 Xing-

HuaWang（兴华王），名字很相

似，以至于老外经常把我们两

人搞混。

到国外做访问学者 成功取决于韧劲和进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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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一门美的艺术！
——对话数学女博士、浙江工业大学理学院副教授王金华

70后，女博士，应用数学，乍看这几个词，想象中的王金华，该是理性、干练又略带严肃的

知识女性。

但见面后，记者不禁诧异，眼前的她，亲切而朴实，说话温婉含蓄，宛若邻家姐姐。

日前，在杭州一家颇有情调的咖啡馆，我们喝着咖啡，在轻松氛围里，有了以下一番对

话。

■记者 孙伟芳

爱玩的渔家女孩 感谢父母“放羊式”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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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 以 下 简 称
“记”）：听说你家四兄妹，除

大哥经商外，三姐妹都是大学

生，还都从事教书育人的工

作，家庭教育氛围肯定不错，

能谈谈你父母的教育方法吗？

王 金 华 （ 以 下 简 称
“华”）：哈哈，实在说不上教

育方法！

我老家在平阳坑，我是

1975 年出生的，在家排行老

三。小时候，父母都在北麂岛

上打鱼，我们也很喜欢跑到海

边，找贝壳、捡海螺，爱疯

玩。父母几乎不管我们，可以

说对子女采取的是“放羊式”

的教育方式。但幸运的是，这

让我们的童年着实玩了个够。

记：有个快乐的童年真是

让人羡慕！能介绍一下你的学

习经历吗？

华：我姐姐比较爱学习，

而我比较贪玩，但会按时完成

作业。我们村有3个女生 （包

括我） 小学毕业后考上当时位

于高楼的重点初中。记得那

时，好胜的我暗自下决心要努

力一点，成绩不能落后，后来

顺利考上瑞中。

高一、高二，我的学习成

绩还算不错，但到高三学习压

力大，参加高考自信不足，因

此报考相对冷门的浙江师范大

学数学系。后来才发现，自己

的高考成绩远远超过重点大学

的录取分数线。

记：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

己对数学感兴趣的？

华：我的数学成绩一直蛮

好，对数学也有兴趣。可以

说，我喜欢思考，遇到难题，

我都喜欢自己想一遍。

可我不擅长参加数学竞

赛。印象中，只拿过一次奖。

记：高学历女生让男生感

觉高不可攀，一些女博士现在

都愁嫁。能谈谈你爱人的情况

吗？

华：他是我的大学同学，

外向而乐观，是校学生会主

席。而我属于文静被动型的，

两人可谓互补吧！毕业后，他

一直坚持着，我们才最终走到

一起。多亏他的坚持，否则我

也嫁不出去了，呵呵！

在职读博的“拼命三郎” 毕业论文答辩备受赞赏

记 ：你 的 研 究 方 向 是 什

么？

华：主要从事非线性问题

的数值求解、计算复杂性问

题、非光滑分析及优化问题等

的研究。尤其是最近几年对

流形上的非线性问题的数值

求解的牛顿法的收敛性等问

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取得一定

的研究成果。

记：文科生伤不起啊！弱

弱地问一声，能用通俗方法解

释一番吗？

华：简单点说，其实就是

解复杂的方程式！

记：这样啊，能介绍一下

具体应用吗？

华：数学可以说是一门艺

术，研究数学追求的是美感，

离具体应用还是有一定距离

的。当然，计算数学应用领域

也很广，甚至可以应用于医学

上，比如可用方程式来演算人

体的脊柱是否有病变等。

记：在获得博士学位后，

你的工作有什么变化吗？

华：我时常有机会去国外做

访问学者，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

和各类优秀的学者进行交流，从

事博士后等研究工作，感觉自身

成长很多，视野也开阔很多。

记：不经一番寒彻骨，哪

得梅花扑鼻香。看来，你是受

益良多吧！那么，参加国外的

博士后研究有何感受？

华：相对而言，国外科研

氛围较好（国内注重论文的发

表），可以自由地开展研究，真

正地沉浸其中，真正地享受科

研的乐趣。

记：那是挺让人向往的。

除了这些，从事科研还有什么

心得？

华：做科研，切忌闭门造

车，就是要走出去，多与人交

流、沟通，才容易碰撞出思想

的火花。做科研就像攀登大

山，当登临绝顶时，会有一览

众山小的美妙感觉。

记：你还主持了一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是怎么回事？

华：那是在 2011 年，我们

团队申请的《流形上收敛性问

题的研究》成功入选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获 得 17 万 元 的 资 金 支 持 。

2013年，我们的项目研究初步

成功，告一个段落，继续申请，

又获得62万元的支持。

记：去年，你还被评为浙

江工业大学杰出青年教师之

一。能总结一下，你的成功取

决于什么吗？

华 ：这 个 荣 誉 是 比 较 难

得，我们理学院数学系只有我

一人被评上，但说成功还谈不

上。其实，我的数学资质平

平，就是逻辑推理能力还可

以，更重要的是，我能静下心，

坚持枯燥的科研过程，有着一

股韧劲和一颗进取心，不轻言

放弃。

记得初中快毕业时，听人

说，女孩子不用读那么多书，

有饭吃就可以了。那时候我

就挺不服气，父母对我读书倒

也没啥期望。连我自己也没

料到，会一直读到最高学历。

记：作为一名大学老

师，你对现在的大学生有

什么好建议？

华：我觉得就读大学，

关键得选择自己感兴趣的

专业，而不是倾向于选择

容易就业的专业，切勿人

云亦云。要珍惜 4 年宝贵

的大学时间，注重自学，老

师只教基础知识，需要你

自己去查找相关资料，只

要踏踏实实地深入学习，

很容易脱颖而出。

数学专业，看似枯燥、

冷门，其实是一门基础学

科，像经贸学院、理学院等

大多数主修数学学科的毕

业生，逻辑能力强，学东西

上手快，更能胜任工作，也

更受一些用人单位的青睐。

博士提醒

大学生
要珍惜学习

记：现在一些家长比

较热衷送孩子学奥数，你

对此有何看法？

华：奥数，我是不建议

小学生学的，这有点类似

拔苗助长（极具数学天赋

的人才除外）。我觉得玩

也是一种学习，玩的过程

就是一种创新，而现在的

孩子更缺的是“玩”。我不

会送儿子学奥数，他就报

名参加了乒乓球和书法两

个 兴 趣 班 ，所 谓 动 静 结

合。我对儿子也没寄予多

大期望，希望他快乐成长

就好！

小学生
别学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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