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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至简，美美与共：听殷雅俊老师授课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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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  健

“研究生导师清华研修班”的课程设置非常精良，请来授课的老师不仅是各学科领域的一流科学

家，同时也是清华乃至全国的教学名师。也就是说，只有在“科研”与“教学”两个方面都获得骄人成

绩者，才能与“研修班”的同学们见面与分享。由此不难看出，能够成为“研修班”这个临时集体中的

一员，是一件多么幸运与自豪的事。老师们授课极其认真，且又各具特色、自成一派。比如殷雅俊老师

的讲课，就是一个精美画卷徐徐展开的过程。同时，它还像一顿智慧大餐，两个多小时的信息传递，不

仅满足了听众求知的渴望，获得适合脾胃的养分，而且因为制作者厨艺高超，烹制精美，美味程度也超

乎寻常：餐罢仍可让人回味难忘，在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因为事先有课程预告，所以我课前作了功课，先查了一下殷老师的背景材料。来自清华大学官网的

介绍说，殷老师是航天航空学院工程力学系的教授，研究领域有四个方面：生物微纳米力学、生物膜与

生物膜微纳米管力学、分形几何与力学、昆虫仿生力学。粗粗看这个资料来预计课程内容，结果应该是

令人沮丧的，因为工程力学的学科知识对于我这样一个文科背景、以中国古代文学为熟知领域的人来

说，不是如同天书吗？但有感于之前三位老师——热能工程学专家段远源、航空动力学专家李俊峰、化

学生物学专家李艳梅——的敬业与授课水准，我对殷老师的课充满了期待。当然，还有些小好奇：前面

三位的水平已经高成那样，您又会怎样接招呢？

殷老师的课以《师生教学研相长的艺术》为题。

题目中的几个关键词，我最有兴趣者乃“艺术”一词。在我的判断中，题目里的这个词最难处理：

如果是虚指，也就是打比方的话，演讲难度虽然降低，但会流于一般，没有独特性；如果是实指，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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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艺术实实在在的结合，对演讲者知识结构的挑战无疑特别巨大。没有精钢钻，即便揽得了瓷器活，

也可能因完成度不高，而无法达到“抓人”的授课效果。

老师的课先从数学领域布尔巴基学派的公理说起：数学研究的对象本身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对

象之间的相互联系。然后指出，这与丹纳的理论相似：艺术的目的不是表达现象，而是追究现象之间的

关联。

以上知识点中，丹纳我是知道的，这位法国十九世纪著名的艺术哲学大师，是被称为“批评家心目

中的拿破仑”式的人物，享有至高无上的批评史地位。可对于布尔巴基，我就一无所知了，至于他与丹

纳哲学的相似性，更是全无概念。而正是这种大跨度的对比研究思路，提振了我的兴趣：看，课程标题

中的“艺术”一词，没有被虚化。

接着课程内容被巧妙引导至殷老师的研究领域，以“蜻蜓为什么飞得好”与“分形雪花”为例，具

体诠释三个维度的问题：学科的界限如何跨越？导师如何训练研究生的思维？工科研究如何体现艺术之

美？

比如关于蜻蜓的研究，讲课者娓娓道来，拉开了一幅巨大的历史画卷：两亿多年前，蜻蜓翅膀的展

翼长度接近四米，这有蜻蜓化石为例，在不断的进化选择中，蜻蜓的身材才越变越小，所以它是进化史

的典型代表；八九十年前，科学家曾偷师蜻蜓解决了第一代超音速战机机翼颤振的致命难题；十多年

前，殷雅俊老师带领他的学生研究蜻蜓的翅痣，从Arnold循环中找到灵感，推进了微纳米结构与形貌方

面的研究，并且使之成为自己标志性的研究成果之一。

“分形雪花”的研究则从其指导的一位极具艺术天分的研究生说起。殷老师了解到他的这位爱徒有

超高的艺术品位，且古筝弹奏已达专业水准，故而学位论文指导时选择了“分形生长运动学”方向。果

然，研究取得大突破，师生共同绘制出了由多条复杂封闭曲线构成的“超级分形雪花”！爱护自己的学

生，让他们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挥天分，这不就是研究生导师工作意义的最大值吗？

可是，“分形雪花”如何与艺术沾边呢？仅仅是欣赏它稳定、匀称、规则、循序的外形吗？

还未等我的疑问完全生成，殷老师已请出了他心目中最了不起的艺术家——荷兰人埃舍尔。这位上

世纪的著名版画家深受庞加莱双曲几何空间理论的影响，在绘画中极致地展现了数学之美。在他的画笔

之下，数学中的分形、对称、密铺、多面体、双曲几何等概念再也不是枯燥与抽象的代名词，而是艺术

表达的基本法则，是成就绘画的灵魂元素。也正如此，他说出了“绘画就是欺骗”这种看似冒犯艺术的



话，但从“视错觉”的角度，他何尝不是揭示了“二维空间”绘画与“三维空间”现实之间的根本性差

别？何尝不是将人类思路从具象引向无形、无限的一种真理性表达？

埃舍尔笔下的分形美术作品，不仅具有视觉冲击力，而且具有辩证思想。那一幅“魔鬼与天使”的

图画，真正是“善恶一念间”“一念成佛，一念成魔”的完美诠释。这是殷老师在课程中最后诠释的内

容。以孔子“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教学观来看，老师是否借机敲打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

住着一个魔，只有时时警惕，不断修为，魔才没有机会作恶，我们才会向人生修行的灵山，越走越近？

我想，殷老师应该不会反对我的这一联系。作为中国人，即便是理工学科背景，传统文化仍有说不

清、道不明的巨大作用力。比如，殷老师在指导学生绘制分形图时，第一反应想出的绘制方法是以三分

之一为等分。正因为三分之一等分的指导原则极其正确，所以勤奋的学生绘制出了“超级分形雪花”。

事后殷老师曾自问：我为什么就想到了三分之一、而不是其他等分呢？其夫子自道的答案是，《道德

经》中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家思想在宇宙生成论中，隐含了对“三”的推崇：它是量变

与质变的分界点！“三”以前，事物的变化一目了然；“三”以后，事物的变化才开始变得玄妙、变得

高深莫测，所以，“三”是多么重要！

因此，回到研究生导师的职责，当学科交融成为时代命题，负有培养人才重任的我们，又该怎样不

辱使命？殷老师用他长期的教学研三结合的经验告诉听课者：导师首先要拆除头脑中的篱笆，不要自我

设限、不可画地为牢。学科划分在以往的学科发展中有其必要性，但不等于有一直存在的合理性。时至

今日，它已经到了必须打破的时候，因此，任何保守与自限的想法，都有可能使我们被时代淘汰。其

次，学科交融的命题，导师必须带头做。而进入的方式是多读、多看、多想，用明辨性思维不断发问，

在发问中探寻内在联系与融合的可能。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美得不可方物的珍宝，不同学科的珍宝相

聚，在我们的头脑中比较、品赏、借鉴、转化、新生，不就是“美美与共”的含义吗？

用珍宝来形容真理还嫌唐突，因为思想是无需修饰的。越伟大的思想越具有普适性，所谓“大道至

简”，是因为真理永远是最朴素无华的。就像课程标题中的“教学研相长”，不仅是人人明白的道理，

而且也是教师们口头上反对不了的道理。但执行呢？应该是千差万别吧，也就是“大道至简”下面的一

句话：“衍化至繁”。任一份教职的人，没有“大道至简”的气魄，则不能由博返约；做不到“衍化至

繁”，则不能由简至繁，二者自由切换，才能在培养人才的具体实践中游刃有余。

对于真正的高手而言，“大道至简”还隐含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将高深的专门学理转化为朴素简明

的基本原理，让一般人在快乐接受的同时还获得深刻的启发意义，也就是必须修炼“化简”与“普适”



的内功。这是知识获取无比便捷的时代，给专业研究者提出的另一命题——必须提升知识分享的舒适度

与启迪性。

雅俊老师极风趣，隔着电脑屏幕远程听课，都能从其贯穿首尾的“殷老师”自称中感受到他的自

信、潇洒，那份挥洒自如中的儒雅。这样的老师没人不爱。荀子所谓“学莫便乎近其人”，即言斯乎？

在“研修班”这个临时集体中，各位名师的一次次分享，我想应该是一颗颗种子：热爱教学、将教

学视为第一学术责任的信念种子。通过课程学习，全体学员带着理想的种子各自翱翔，在不同学科领域

为教书育人贡献心力，是对教学责任的接力、传承与发挥，也是“研修班”开设的本意。

殷老师在课程讲授中说：“先驱们的思想，永远值得珍惜；无论何时，都要记得向经典致敬！”通

过短暂的相聚，我更愿传播思想、诠释经典的“研修”经历，也在我们每一个参与者的心里被珍藏、被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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