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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望去，65岁的莱西农民崔恒照
和其他种地的农民没有什么不同，家里
种着8亩地，农忙时就在田间劳作，农闲
时就去邻村养鸡场帮忙。但在村民眼中，
他却是个与村里格格不入的“一股清
流”，从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做数学
题。不管是在田间大汗淋漓，还是在酷暑
中打水泥板，或在臭气熏天的鸡棚中铲
鸡粪，在崔恒照看来，这些只不过是形式
上的一种操劳罢了，在他内心深处真正
思考的，还是他念念不忘的数学题。
现在，他苦心钻研近40年，独自编

写了两本远远超过小学提纲的小学数学
解题书，里面写满了各种独创的解题方
法，现在却因出不起3万元的出版费而
搁置。

从小就被称为“数学天才”

崔恒照是莱西市沽河街道沈家庄村
村民，从小就痴迷数学题，有时即使不干
活也要编上一道数学题，因此他也时常
被村民乃至自己的老伴称为“不务正业”
的人。
5岁那年，崔恒照的父亲给上小学

四年级的姐姐出了一道“超纲”的数学
题，姐姐不会做，本来是在旁边看“热闹”
的崔恒照却三下五除二，毫不费力地就
将题解了出来，这让旁边的父亲不禁大
吃一惊，并把崔恒照好好地夸奖了一番。
能够得到大人的肯定，对于小孩是

再也开心不过的事情。“从那以后，我就
隐隐约约喜欢上了数学，也时常看姐姐
的数学书解题”，崔恒照告诉记者，同村
别的小孩喜欢在一起玩游戏，自己偏爱
独自一人拿着小石子在地上给自己出数
学题，就连平时吃饭时，也会摆弄筷子，
自己算数。
“小时候只是觉得好玩，脑子里并没
有系统的数学概念，在别人眼里，我做数
学题看起来是努力学习，我觉得那是孩
子出于本能的玩，和同龄人摔跤、打鸟没
有什么区别，只是兴趣不同而已”，崔恒
照说。
6岁时，一个五年级的学生给崔恒

照出了几道数学题，他立马解了出来。之
后崔恒照给学生编了一道题，学生却被
难住了。学生带着崔恒照去见自己的数
学老师，老师大吃一惊，“长这么大，头一
次见一个还没上学的孩子能够解出这种
题，还会自己讲出来，真是个‘数学天
才’”。
崔恒照告诉半岛记者，自己在学生

生涯似乎就展现出了超乎同龄人的数学
天分。小学，他指出老师讲题的差错；初
中，他替数学老师讲课；高中，他提出的
一个问题全校无一老师答得出，拿到市
教育局，教研员得知他是个学生后，大赞
他是“天才”。他高中同班同学褚广锐说，
以前老师在黑板上讲题，题还没讲完，崔
恒照倒先算了出来；一道题，多数同学不
会做，崔恒照却能给出多种解法；自习
课，崔恒照桌边常围一圈请他讲题的同
学。小学到高中，崔恒照数学从没考过第
二，高中以前次次满分，总成绩也始终名
列前茅。“只可惜，高中毕业时是1974年，
没有高考，3年后高考恢复，我也因家庭
原因没能参加”，崔恒照说。

精编两本书却无钱出版

1974年，崔恒照先是当了两年兵，
退役后在村里的小学做起了数学老师。
但时运不济，做了一年数学老师后，崔恒

照因一场误会被迫辞职。
离开学校后，崔恒照过上了奔波忙

碌的打工生活。种地、打混凝土、捆啤酒、
养鸡场除粪，几乎都是一些重体力活。
“一般大家在辛苦劳作一天后，都会选择
聚在一起聊聊天，打打牌，看个电视，睡
个懒觉，对于我来说，最好的休息、最放
松的方式就是构思数学题、解数学题，”
崔恒照告诉记者。
时间一天天过去，崔恒照对于数学

的痴迷程度有增无减，他不再简单地满
足于自我出题解题，他还想将自己的研
究成果撰写成书，将自己独特的解题方
法分享给其他人。近40年来，崔恒照看
遍了几乎市面上能够找到的所有的小学
数学参考书，写了十几麻袋的演算纸，定
了六七版稿，找了多位一线小学教师指
导帮忙，最终手写成了《数学参考书甲
本》和《数学参考书乙本》。
“这里面的试题虽然是在小学范围
内，但大多数的解题方法都是老师没教
过的，题本身也比较有挑战性，更像是课
本上的思考题、附加题”。与课堂上老师
教的方程算法不一样，崔恒照在手写的
书中发明了独创的“算术法”，学会之后，
一道题可以写出很多不同解法，快捷且
方便。

在记者采访时，崔恒照现场出一道
简单的鸡兔同笼数学题。“虽然用两组简
单的方程式就能解出这道题，但是用我
自创的‘砍腿法’‘算式法’‘比例法’都能
快速解出来”，崔恒照说，自己手写的书
中归纳了很多类似的方法，且难度也比
这大很多。
2018年11月，对自己手写的算术题

满怀信心的崔恒照来到青岛市一家出版
社试图出版，但被告知自己不具备公费
出版资格，需要额外付3万元的出版费，
因拿不起出版费用，崔恒照只好回家，不
再提及此事。
青岛某小学的一位数学老师告诉记

者，崔恒照所出的数学题类似于奥数题，
对于开发孩子智力有一定的帮助，但对
一般孩子而言难度过大，如果想出版，可
对题目类别进一步细化分类。

对于自己精心编写的数学题无
法出版一事，崔恒照还是有点难以
释怀。他像个小学生似的端坐着，两
腿并拢，双手放在腿上，嘴里喃喃地
念着：“我只是想让人知道题还可以
这么解，这280道题都是我自己想
的，有些题在其他参考书上并没有
解法”。
虽然崔恒照一直研究小学数

学，他对初中以及高中数学的研究
也从未停止过。甚至在十几天前，他
还给一个初中辅导班讲过数学课，
但课只讲了一节，因为不会说普通
话，他就离开了。从那之后，崔恒照
也没有去其他辅导班带过课。“辅导
班的老师让我说普通话，我说不好，
就干脆不教了”，崔恒照说。
现在的崔恒照，照样会给村里

的小学至初中的孩子辅导数学题且
分文不取，尽管缺钱，但他认为给孩
子带去实实在在的帮助更重要。
对于丈夫的经历和做法，妻子

张凤花开始特别反对。“我总说他命
不好，再会做数学题也赚不了钱，出
的题别人也不认可，就是瞎忙活”。
慢慢地，张凤花也理解了丈夫的坚
持和热爱，现在，她尽量会把家里的
杂活自己干完，给崔恒照留下做数
学题的时间。
“我可以不出书，不赚钱，但是
我不能放弃，梦想不一定要实现，但
不能没有”，崔恒照斩钉截铁地说。
现在，崔恒照年龄越来越大，找他讲
数学题的人也越来也少。但他仍然
希望自己的“特长”能够帮助别人，
他告诉记者，不管以后如何，现在的
他都将会继续自己的“数学之旅”，
从中找寻快乐。

痴迷解题，65岁“数学迷”编书
莱西农民崔恒照苦心钻研近40年，自编280道小学数学题写出两本书

■心声

希望自己的特长
能够帮助孩子们

现在是农闲，养鸡场暂时没活，崔恒照可以每天专心研究数学题。

崔恒照自己手写的数学解题书，翻看次数太多，纸张边角已破损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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