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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从缙云县双溪口乡姓潘村走出去的今年已 96 岁高龄的老教授潘鼎坤说：“我从小
就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沐浴其中，我感到无比喜悦。我愿意把我的喜悦分享给别人，也
愿意当一个推广者，让更多人来享受和传承传统文化。”

潘鼎坤：在六朝古都，梦回大唐的诗意人生

人物小档案：

潘鼎坤，96 岁，西安
建 筑 科 技 大 学 退 休 教
授。乐活宣言：我从小就
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沐浴
其中，我感到无比喜悦。
我愿意把我的喜悦分享
给别人，也愿意当一个推
广者，让更多人来享受和
传承传统文化。

□ 记者 吴启珍

他是一名大学退休教授，教了一辈
子高等数学，到了晚年却以教授唐诗宋
词走红网络，并以 93 岁高龄登上央视舞
台。他说，这并不矛盾，数学与诗是双胞
胎，数学表达自然规律，诗歌表达人的意
志情感，两者都很抽象，但都表达得十分
深刻、准确、简洁，而且都强调对称美。
今年 96 岁的潘鼎坤，教了一辈子数学却
从不曾忘记心中的诗歌梦。借着故事的
翅膀，在六朝古都西安，梦回大唐，享受
着诗意人生。

幼年家贫
因为不收费选择师范专业

潘鼎坤的老家是缙云县双溪口乡姓
潘村，是丽水远近闻名的博士村，耕读文
化浓厚，祖祖辈辈勤劳尚学。日前，记者
通过电话采访了远在西安的潘鼎坤，听
他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

潘鼎坤告诉记者，他的外祖父是一
个秀才，从小他就跟着外祖父读书。从
那时起，他就和中国传统文化结下了终
生的缘分。

潘鼎坤少时读的是私塾，后又接受
了新式教育。在缙云仙都中学就读时，
潘鼎坤常考全班第一。10 多岁时，他离
开家乡，外出求学。抗战时期，原建于杭
州萧山的湘湖师范南迁入丽水境内。潘
鼎坤家境贫寒，听说师范专业不收费，就
报考了湘湖师范，并跟随这所学校一路
辗转松阳、庆元、新窑(包括福建松溪的分
部)、景宁、古市等地。1947 年，他考上了
复旦大学，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上了大学后，潘鼎坤付出了比别人
多得多的努力，学习专业课程以及包括
英、德、俄在内的各门外语，“我是从农村
到大城市的孩子，比不过别人的地方，更
得花心思赶上去。”

择一事，终一生。自 1951 年从复旦
大学数学系毕业，潘鼎坤教授就与三尺
讲台结缘，一站上去就是 60 余载。直至
鲐背之年，依然为大一、大二学生做“我
爱微积分”“震撼人心的微积分学——它
真的很酷”等专题讲座。

数学教授激情讲课
高呼“唐诗万岁，宋词万岁”

潘鼎坤一直在课堂上教专业课，教
到 2011年。之后的日子里，热衷于“发挥
余热”的潘鼎坤，每个学期还会回到学
校，为学生举办几次讲座。

2017年年初，心里一直放不下中国传
统文化的潘鼎坤，意识到一件事情的迫切
性和重要性：“绝不能让唐诗宋词这样的
文化瑰宝，在我们这一代手里丢了！”

潘鼎坤经过长期观察发现，年轻人对
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日趋匮乏，即使是
大学中文专业毕业的学生，也鲜有对古诗

词格律了如指掌又能融会贯通的。
2017年 5月，以《试讲中文对联诗词中

的对称美》为主题的讲座成功举办。两个
多小时的时间里，站着讲完了全部内容。
演讲快结束时，他激情高呼：唐诗万岁，宋
词万岁。这场讲座，获得了在场一百多位
师生一致好评。后来流传在网上的视频，
记录的便是这场讲座的内容。

在这之后半年时间里，他又举办了两次
关于古诗词的讲座。而在年底的第三次讲座
中，他还开始尝试进行网络直播，在线收看人
数达30多万，老教授成了一名新“网红”。

后来，他还登上了央视《经典咏流传》
节目的舞台，和主持人撒贝宁畅谈自己和
传统文化的缘分以及热爱，并呼吁更多年
轻人去关注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去年，潘鼎坤生了一场重病，一度只能
卧床。但哪怕是在病榻之上，他也没有忘
记唐诗宋词，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他就会去
翻阅古诗词。据他的女儿潘育宾介绍，潘
鼎坤读古诗词的习惯已经保持了大半辈
子，最喜欢的是唐诗。病重之际，他还交代
女儿也要多读古诗词。

好在经过一年多的治疗，潘鼎坤的身
体正在慢慢恢复。现在，他不仅每天读书，
还能写上半个多小时的毛笔字。

对于老家姓潘村，潘鼎坤说那一直是
让他魂牵梦绕的地方，就是在那里，外祖父
在他心里种下了传统文化的种子。前几
年，他回乡探亲，看到家乡变化，欣然捐资
一万元用于植树造林。“我的根在那里，只
要有机会，我还是想多回去看看。”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