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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悼念伟大的科学家陈省身院士

胡清林

(西昌学院 数理系
,

四川 西昌 6 15 0 2 2 )

I摘 要】 数学是科学之母
。

难忘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南开数学研究所举行的国际微分几何与

整体分析会议
,

陈省身院士91 岁在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

为实现把中国建成数

学大国而奋斗了二十多年
。

深切悼念伟大的科学家陈省身院士
。

【关键词】 陈省身 ; 伟大的科学家 ; 外籍院士

[ 中图 分类号 I K 8 2 6
.

l l l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6 7 3一 1 8 9 1 ( 200 5 )0 1一 0() 7 5一 06

2 0以年 12 月 3 日 19 时 14 分
,

世界级的几何学家
、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陈省身教授在天津市逝世
,

享

年93 岁
。

4日寒夜惊闻陈省身大师与世长辞之噩耗
,

使我热泪盈眶
,

悲痛万分
,

当即拟了唁函
,

向
“
中华人

民共和国南开数学研究所
” ` ,〕张伟平所长发 了传真

。

我的唁函是这样写的
:

唁函

惊闻陈省身院士仙逝
,

万分悲痛
。

几年来的教

导
,

吾永远铭记
。

在 IM U举行的 IC M 20 02 南开数学所

卫星会议和北京 IC M Zoo Z上
,

吾感受先生强国的科

学思想和伟大精神
。

陈老从吾的六篇文章中知道曾

炯博士在西昌的科教情况
,

很满意
,

给吾力量无穷
。

先生对吾课题兴趣非常
,

于 200 3年 9月 25 日给吾来

函
: “

盼有机相见深谈
” 。

吾知先生名字时
,

先生是当

今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 ;吾蹲在先生轮椅边
,

先生是

父亲一样慈祥 ;吾与陈老同桌吃饭
,

先生是谈笑风生

的朋友 ;吾听指导时
,

先生是一位严谨的导师 ;吾看

先生写中文
,

先生是一位指点天下的诸葛承相
。

哀思

如潮
,

特电致唁
。

,’l 98 5年金秋
,

一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现代

化科研大楼在海河之滨拨地而起
,

我国培养高级数

学人才的基地一南开数学研究所正式成立了
。

主持

这个研究所工作 的所长是 闻名世界的数学大师
,

美

国科学院院士
,

英国皇家学会国外院士
,

美国国家科

学奖 ( 19 7 5年 )和沃尔夫数学奖 ( 19 8 3~
84 年度 )获得

者
,

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 (伯克利 )第一任所长
,

美籍

华人陈省身博士
。 ” 〔, ’

陈省身博士是中国科学院首批

外籍院士
,

此外
,

他 1 9 4 8年任中央研究院院士
,

1971

年当选 巴西科学 院通讯 院士
,

19 83 年作第三世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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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研方 向
:

微分几何
。

学院创始成员
,

19 86 年获意大利西西里 P a l o irt an i学

院通讯院士
,

1 9 8 7年当选纽约科学院终身名誉院士
,

19 8 8年当选意大利国家科学院国外院士
,

19 89 年当

选法 国科学 院国外院士
,

200 1年当选俄罗斯科学院

外籍院士
。

由于陈省身博士长期处于培养国际高级数学人

才的科研单位
,

在国外的工作时间又长
,

不少中小学

生不知道陈省身的名字
。

2 000 年我给专科新生开《解

析几何》课
,

讲到几何的发展时
,

在黑板上写出
“

陈省

身
”

三个字
,

问大家
,

调查结果
: 12 6人 中没有一人知

道
。

20 02 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了之后
,

中下层社会对

陈省身的了解逐渐多一些
。

1 980 年前
,

我也了解不

多
,

197 9年因《空间解析析几何引论》教材交流
,

我得

到该书编者南开大学副校长著名数学家吴大任教授

的邀请
,

去南开大学作吴大任教授
、

陈鹊教授的几何

访问学者
。

吴大任教授研究曲面整体性质时
,

向我介

绍过陈省身研究现代微分几何
。

我在南开大学与李

群硕士研究生的答辩委员江家福教授同住一室
,

在

江教授介绍下
,

我与答辩委员许以超教授也认识了
。

198 1年秋我去中科院数学研究所许教授家里
,

谈话

间他说
,

陈省身博士在国内招一个研究生班
,

结果只

招了一个学生 (我在南开就认识 )
。

我真正了解陈省

身先生
,

是 9 0年代初期看了张洪光教授编的《陈省身

文选 》
,

方知陈省身
、

曾炯之
、

吴大任
、

陈鹊教授是德

国汉堡的同学
。

后来
,

我主持教育部立项的 J G3 12 课

题
,

在作社会调查中
,

曾炯之教授当年在西康技专的

同事周栋吉同志兴致勃勃地领我去找当年曾炯之的

坟址
,

发现西康技专有一部分校舍经过几个单位转

来转去
,

现在已经是我们学校的校舍
,

我非 常高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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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我已经在曾炯之博士工作的校园里任教多年
。

陈省身教授在
“

学算四十年
”
一文中写道

:
曾炯之

“
已

在哥丁根得了博士
。

炯之是女数学家 m Em y Noe h te r

的学生
。

他的论文是有名的
`

曾氏定理
’ ,

在代数几何

中是一个有基本性的贡献
。

炯之为人直爽诚恳
,

没有

人不喜欢他
,

不幸在抗战时死于四川西 昌
。 ” 13[ 这篇

文章原载《传记文学 》
,

后来《数学传播 》
“

意欲读者透

过本文捕捉半世纪来中国数学演进的概略
,

更借此

得到一点激励
。 ”

转载了这篇文章
。

19 9 3年
,

我已在

西昌教数学 2 9年
,

有责任弄清楚
“

著名数学家曾炯之

在西昌的科教活动
” ,

于是有关曾炯之博士和国际大

众数学的十多篇论文 〔娜
3 ,

陆续发表
,

其中一篇文章

含有杨振宁博士的来信建议明
。

1 简历

陈省身简历
,

参见文 ( 1〕: 19 1 1年 10 月2 6 日生于

浙江省嘉兴
。

193 0年获南开大学理学学士学位 ; 1 934

年获清华大学理学硕士学位 ; 19 36 年获德国汉堡大

学理学博士学位
。

19 3 6一 1 937 年为法国巴黎 so br on en

中国基金博士后研究员
。

19 37
一 194 3年在中国昆明

,

作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数学教授
。

19 43
一 1 945

年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研究员
。

194 6一 1948 年

在 中国南京
,

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代理所长
。

19 4 9一 196 0年
,

芝加哥大学数学教授
。

1 96 0一 19 7 9年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教授 ; 197 9年后任名誉教

授
。

1961 年成为美国公民
。

1 9 8 1一 198 4年伯克利数学

研究所首任所长 ; 19 8 4年起任名誉所长
。

19 84 年起
,

中国天津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南开数学研究所首任所

长
,

直到 1993 年 ; 19 93 年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南开数

学研究所名誉所长
。

2 在科学上的伟大贡献

众所周知
,

数学是高科技的核心
。

中科院首批外

籍院士丘成桐说
, “

中国要成为经济强国
,

首先必须

成为科技强国
,

而数学是科学之母
,

中国只有成为

数学强国
,

才能成为科学强国
。 ” 〔圳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院士说
: “

陈先生的
`

示性类
’

不但是划时代的贡献
,

也是十分美妙的构

想
。

我曾经作过一首诗
,

叫《赞陈氏级》
:

天衣岂无缝
,

匠心剪接成
。

浑然归一体
,

广邃妙绝伦
。

造化爱几何
,

四力纤维能
。

千古寸心事
,

欧高黎嘉陈
。

诗的意思是
,

陈省身在几何界的地位
,

已直追欧

几里德
、

高斯
、

黎曼和嘉当
。

数学和物理是相通的
。

陈省身先生在 20 世纪40

年代提出了
`

纤维丛
’

理论
。

后来
,

这理论正是我与米

尔斯在 2 0世纪 5 0年代提 出的规范场理论的数学基

础
,

当时我感到非 常震惊
,

而且大惑不解
,

觉得数学

家竟然可以凭空想出这些概念
。

后来陈先生对我说
,

数学有时候你觉得它很抽象
,

但实际上后来是有用

处的
。

爱因斯坦曾利用几何来解释基本的物理现象
。

你做的
`

规范场论
’

杨
一
米尔斯理论

,

用 的数学就是

我的数学
,

因为你要表现物理现象
,

太简单的数学不

够
,

这就要用比较复杂一点的几何
。 ”

圈

2 0世纪八十年代向中国大陆传来了振奋人心的

喜讯
: 继华人数学家丘成桐博士 19 82 年荣获菲尔兹

奖之后
,

他的导师陈省身教授又荣获 1983
一 1 984 年

度沃尔夫数学奖 ! 这是两个在不同范围里世所公认

的
“

国际最高数学奖
” 。

菲尔兹奖号称
“

数学的诺贝尔

奖
”

只授予四十岁以下的数学家
,

淡忘漏选了全世界

不少数学大师与泰斗
,

这个不足之处
,

直到七十年代

末才得到弥补
。

19 7 8年
,

以色列政府创设了沃尔夫基

金会
,

纪念化学家
、

外交家和慈善家沃尔夫 (W o ir
,

1 887
一 19 8 1 )

,

每年颁赠数学
、

物理
、

化学
、

农业
、

医学

和艺术等六大类国际性奖金
,

即
“

沃尔夫奖
” 。

这项金

额巨大的奖金近二十多年来举世瞩 目
,

已成为数学

上杰 出成就的最高象征
。

19 84 年 5月
,

以色列总统贺

索亲 自在国会上将 1 983
一 1984 年度沃尔夫数学奖颁

赠给美籍华人陈省身教授
,

以表彰他一生的数学工

作
,

特别是他在整体微分几何方面的杰出贡献
。

奖状

评语说
: “

此奖授予陈省身
,

因为他在整体微分几何

上的卓越贡献
,

其影响遍及整个数学
” 。

川

陈省身先生是世界公认的数学大师
,

现代微分

几何的奠基人
,

在上世纪的数学发展过程中
,

他是一

位杰出的领袖人物
,

法 国大数学家维伊 (W iel A
.

美

国科学院国外院士
.

见文 〔1〕一笔者 )称他为
“

微分几

何之父
” 。

从 20 世纪三十年代起
,

陈省身先生先后执

教于清华大学
、

西南联大
、

中央研究院
、

芝加哥大学
、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

为世界各国培养了大

批数学英才
,

其中博士研究生 四十一名 (芝加哥大学

十名
,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三十一名 )
。

在他

的中国学生中
,

有国际著名的物理学家
、

诺贝尔奖金

获得者杨振宁博士
,

菲尔兹奖获得者丘成桐博士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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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学院吴文俊院士
,

第三世界科学院首届数学奖

获得者
、

北京大学廖山涛院士
,

北京大学吴 光磊 ( 已

故 )教授
,

南开数学研究所所长张伟平博士
,

等等
。

“

我最大的心愿是把 中国建成数学大 国
” 〔侧为

了实现这个宏愿
,

30多年来
,

陈省身先生一直在大洋

两岸奔忙
。

1 9 7 2年陈省身偕夫人郑士宁访问阔别 24

年的祖国
,

带来美国全国科学院
、

美国社会科学学会

和美国医学会的信
,

希望与中国科学界建立联系
,

促

成科学家间的交流
。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夫妇
、

副

院长竺可祯和昊有训等一起会见了陈省身夫妇
。

陈

先生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作了 《纤维空间和示

性类》的演讲
。

陈先生
“
一生事业在畴人

” 〔翔
,

我国改

革开放前
,

陈先生促进了祖国宝岛台湾与香港的数

学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

他自己不辞劳苦在全国各地

讲课或演讲
,

陈先生先后受聘北京大学名誉教授
、

南

开大学名誉教授
、

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名誉

教授
、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名誉教授
、

南京大学名誉

教授
、

中国科技大学名誉教授
、

北京师范大学名誉教

授
、

浙江大学名誉教授
、

杭州大学名誉教授
、

复旦大

学名誉教授
、

上海工业大学名誉教授
、

天津大学名誉

教授
、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名誉教授
、

清华大学名

誉教授等
。

他主动要求教一些年轻的学生
,

传授自已

学习和研究数学的治学
“

诀窍
” 。

他常常告诫青年
: 一

要用功
,

二要有 良师益友
,

三要有广泛的兴趣
、

广博

的知识
。

鼓励青年
“

老成屹立中流柱
,

少壮涌 出百丈

泉
” 、 “

注意发掘学问的源泉
” 、 “

自己开创新的方向
” 。

80年代
,

他积极倡导
、

协助实施了中国数学界每年举

行的三项大活动
: 召开

“

国际微分几何
、

微分方程会

议
” ;举办

“

暑期数学研究生教学中心
” ;选拨中国数

学研究生赴美参加
“

陈省身项 目
”

的研读
。

在南开大

学吴大任
、

胡国定教授到中央有关部门奔走
、

呼吁

下
,

使有关领导了解情况
,

于 1984 年陈省身先生接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委主任何东昌同志的邀请
,

任南开数学研究所所长
。

19 93 年卸任南开数学研究

所所长
,

任南开数学研究所名誉所长
。

1 9 85
~ 19 86 年

度为
“

南开数学所偏微分方程年
” ,

邀请 n 位国际一

流学者到会
。

在伯克利举行的第 2 0届国际数学家大

会上
,

由于陈先生等人的工作
,

中国代表权问题获得

解决
,

中国
“

在数学上是统一了
” 。

19 85 年 3月
,

中国数

学会设立
“

陈省身数学奖
” ,

奖励中青年数学家所取

得的成就
,

每两年颁发一次
。

在南开大学举行首届
“

陈省身数学奖
”

颁奖仪式
,

陈省身偕夫人出席
,

亲自

给钟家庆和张恭庆授奖 ; 第二届 由李邦河与姜伯驹

获奖
;
第三届获奖者是 肖刚和冯克勤… …在南开数学

研究所主持 19 8 6一 19 87
“

几何与拓扑年
” 。

1 9 8 8年 8月

2 0一24 日
,

在南开数学研究所召开
“

二十一世纪中国

数学展望
”

学术讨论会
。

中国数学奥林匹克设立
“

陈

省身奖杯
” 。

19 91 年在南开数学研究所召开
“

第二次

二十一世纪中国数学展望学术讨论会
” 。

丘成桐主编

《陈省身一 20世记伟大的几何学家 》英文版在香港出

版
。

在中国 自然科学基金会成立十周年学术报告会

上作演讲
:

《二十一世纪的数学》 ;在北京师范大学作

报告
: 《李氏球几何》 ; 在贵州大学为贵州省数学界作

演讲
: 《数学研究的一些最近进展》 ;清华大学 90 周年

校庆学术报告会上演讲
: 《aP ul iF sn le r几何》 ; 在复

旦大学举行
“

杨武之讲座
”

的第一
、

二
、

三讲
,

在苏步

青百岁寿辰 国际会议上
,

作大会演讲
: 《支流形的全

曲率 》
。

中科院院士著名数学家姜伯驹教授说
: “

二十

多年来
,

陈省身是中国数学的精神领袖
。

陈先生终身

献身数学事业
,

即使年过九旬
,

也始终活跃在学术前

沿
,

活跃在大学讲坛
。

他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把年轻

人聚在一起
。

举办
`

京津几何营
’ ,

就是他想出的一个

力
、

法
。

在今年 ( 2 004 年一本文作者注 ) 1 0月 29 日的
`

京

津几何工作营
’

上
,

陈先生作了题为
`

6维球面上的复

结构 问题
’

的学术报告
。

在报告中
,

陈先生与听众分

享了他最新 的研究发现
:
6维球面上不存在复结构

。

该成果将对这一领域产生重要影响
”

他在北京
、

天

津
、

广州
“

对 中国数学的展望
”

的演讲中表达 了一个

宏伟的愿望
: “

我们的希望是在 21 世纪看见中国成为

数学大国
。 ”

200 4年 11 月2 日
,

陈省身先生展示
“

小行星命名

证书
” 。

当 日
,

国际小行星中心正式发布第 52 73 3号

《小行星公报》 通知 国际社会
,

将一颗永久编号为

19 9 8C S 2号 的小行 星命名为
“

陈省身星
” ,

以表 彰他

对全人类的贡献 〔233
。

3 难忘的南开数学研究所的学术会议

20 0 2 年 国 际 数 学 家 大会 的 一 个 卫 星 会 议
“
D i ffe

r e n t i a l G e o m e t叮 a n d G l o b a l A n a ly s i s
”

于 2 0 0 2

年 8月 16 ~ 18 日在 天 津南 开 数学 研 究 所 ( N an 如 i

In s ti t u re 。 f M a t h e o a t i e s )举行
,

按照 国际数学家大会

登记表上的学科分组
,

邀请我 出席 了这次会议
。

在南

开数学研究所我见到了许多国际著名数学家
,

他们

都是直接或间接得到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教授的指

导
,

例如
:

美国 M I T的 B ar y H u b e rt 教授 ;
irP

n e e t o n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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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的 Al i e e S un 一 Yn u g Ch an g教授和 p a ul Y an g教

授
,

S u n 一 Y u n g A l i c e C h a n g 教授是国际数学家大

会 (CI M 20 O2) 上作一小时大会报告 的20 人中的一

位 ; 法 国 B o u

卿 i邵
o n J e a n

iP
e

err 教 授 ; 波 兰

K u b a sr k i J a n 是 2X() 3年 4月2 7一 5月3 日在 oL d z
举行的

第 5届国际
“
G e o

me
t叮 a n d OT p o l o群 o f M a n i fo ld s ”

会

议主席
,

uK b asr ik aJ en k主席邀请我出席这个会议
,

当时我周学时达21 节课
,

不忍心丢开三门课的学生

去办出国手续 ; 以及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张伟平博

士
,

虞言林教授
,

沈一兵教授
,

陈维桓教授等
。

八月

16 日上午9点会议开幕式在南开数学研究所学术厅

举行
,

当 IC M Zoo Z名誊主席
、

南开数学研究所名誊所

长陈省身院士的轮椅推人会场时
,

全场起立随即响

起热烈的掌声
,

众多记者的闪光灯频频闪烁
,

首先由

ICM Zoo Z组委会委员
、

南开大学校长侯 自新教授用

流利的英语致欢迎词
。

紧接着开始作学术报告
,

会议

执行主席是南开数学研究所张伟平教授
,

首场报告

人是以色列eT l一A vi v大学 Pau l iB arr
n ,

报告题目是

S ym p l e e t i e V i e WP
o i n t s i n A I罗b r a i e G e o

me 娜
;第 二

场报告人是 巴西 uF
n d a e a o U n i v e

isr d ad
e d e B ar s i l i a

的C h a ” gy u
iX

a ,

报告题目是 A p p l i e at i o n s o f e ir it e al

P o int ht e

oyr Of id st an
e e fu n e t ion

s o n R i e m a l l l l ian

m an ifo ld , ; 第三场报告人是复旦大学东瑜听
,

报

告题 目是 O n H a
而 l to n i a n m i n im al s u b m沉 fo l d s i n

c o m lP ex s p a c e fo mr
s 。

16 日下午
,

会议执行主席是

浙江大学沈一兵
,

首场报告人是加州大学洛杉矶

C a o H u a i D o n g
,

报 告 题 目 是 S i n g u l如 t i e s a n d

d i m e n s i o n er d u e t i o n i n ht e K a e h ler
一 R i e e i fl o w ; 第

二 场报 告 人 是波 兰 K u
ba sr ik Jan

,

报 告题 目是

S e e o z记 a yr C haar
e te ir s t i e e l a s s e s fo r

iL
e al g e b or id s :

a u n iif e a ti o n ; 第 三 场 报 告 人 是 日 本 oT k y o

M e t r o p o li t a n
大学 G u e s t M art i n ,

报告题 目是Q
u a n tu m

c o h o m o l o舒 v i a D一m o d u l e s 。
z明 1 7日上午

,

会议执

行主席是苏州大学虞言林
,

首场报告人是 irP cn e t on

大 学 P a u l Y a n g
,

报 告 题 目 是 A e o

fon mr
a ll y

i n v a ir a n t s p h e er ht e o er m i n fo u r d im e n s i o n s ; 第二

场报告人是美国 UC SB (加州大学圣巴 巴拉校 )的W
e i

G u o fa n g
,

报 告题 目是 M e t r i e s o f p o s i t i v e R i e e i

c u Vr a tu er o “ b u n dl e s ; 第三 场 报 告 人 是 巴 西

D e p a rt a m e n t o d e A n a l i s e ,

U F F的 M e n d o n e a Sesr
i o

,

报 告 题 目 是 A n a lo 即 e s of c l a s i e a l t h e o o m s 。 f

a l geb ar i e g e o m e t叮 i n
’

th e e o n t e x t o f R i e m a n n i a n

g e o m e t叮 o f p o s it i v e e u vr a t u r e 。

17 日下午
,

会议执

行 主 席 是 法 国 In s t iut t d e s H a u t e s E t u d e s

S e i e n t访 q u e s的 B o u

卿 i邵
o n J e a n R e

err
,

首场报告人

是 法 国 C e n t er d e M a t h恤 at iq u e s ,

E e o l e

P o lyt e e h n iqu
e 的 A u r o u x D e n i。

,

报告题 目是 S i n gu l a r

p lan
e c

vur es
a n d sy

n lp lec it c m an ifo lds ; 第二场报

告人是俄罗斯 M o s e

ow st at e u n iv
.

的 s a vi n A n t o n ,

报

告题 目是 E at i n v

iar
a nt a n d p iar yt

e o n d i t i o n s ; 第三

场报告人是美国M IT 的 Bayr H u be rt
,

报告题 目是

C l a s s iif e at i o n o f P ir m e 3 一 M a n i fo l d s iw th Y a m a b e

I n v a ir an t G r e at er ht a n

RP
3 。

17 日晚
,

参观天津科学

技术馆
,

馆里的数学厅吸引住了全体代表
,

一些著

名的数学原理
,

可以用实物操作展示 出来
。

天津科学

技术馆为陈省身竖立了半身铜像
。

18 日上午
,

会议

执 行 主 席是美 国 irP cn et on 大学 的筋 ce S u n 一Y u gn

hC
a l lg

,

首场报告 人是现任中 国香港科技大学 的

H s i a n g W u y l (项武义 )
,

报告 题 目是 K i n e m a t i e

g e o

me ytr
,

Jac o b i 一M o sr e ht e

卿
a n d ce le s t ial

m ec h a n ic s ; 第二场报告人是乌克兰科学院数学所

aT m arz
o v Por m二

,

报 告题 目是 Ex

etr m a l m e t ir e s

a n d m o d u l i of
n o n o ir e n t a b l e a n d 饰i s t e d

iR e m an in an m a n i fo ld s ; 第 三 场 报 告人 是 丹 麦

R o s k i ld e U in v
.

IM F UF A 的 B e r h el m B o o s s Bvan be k
,

报 告 题 目 是 S e l f 一A dj
o i n t U bn

o u n d e d erF dh o lm

o p e ar t
osr 一 S o m e

oT p o l o ig
e d P u ZZ l e s 。

1 8日下午
,

南

开数学研究所的同仁
,

带领代表们观光天津市
,

在毛

主席曾去过的大酒楼举行盛大晚宴
。

会议一直在陈

省身院士指导下进行的
,

陈院士坐在会议执行主席

旁的轮椅上
,

认真地听演讲
,

会议执行主席有时与陈

先生交换意见
。

有 82 位代表
,

来 自世界各地
,

四川只

有 (西 昌学院 )一个代表
。

会议期间
,

国际数学家大会

名誉主席
、

南开数学研究所名誉所长陈省身院士在

宁园二楼书房接见了我
,

陈先生太忙了
,

我向他住房

走的5分钟内
,

几个记者抢先一步访问20 分钟
。

我进

门后安排在一楼客厅喝茶等候
,

客厅的一面墙上有

一个黑扳
,

客厅外的天井里有许多花
。

由于谈的高

兴
,

不知不觉过去半个钟头
,

说又有人来访
,

陈先生

请秘书拿了一本《陈省身文集 》〔24J
,

他写 了三行字
“

清

林同志存 陈省身 200 2八月
”

送给我
,

合影留

念
。

代表们的会务费
、

餐饮费
、

高档住宿费
、

用车费全

免
。

早
,

中餐是中
、

西 自助餐
,

晚餐是宴会
,

16 日晚宴
,

我的动作较慢
,

走到最后
,

进了宴会厅
,

我看许多桌

都坐满了人
,

这时推在我前面的轮椅在进门右方桌

旁刚放定
,

轮椅上的陈先生就招呼站着观望的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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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
,

我以为有领导人倍陈先生
,

还站在那里观望
,

推

轮椅的师傅向门外走
,

对我说
:
陈先生招呼你人坐

,

是随便坐
。

我幌然大悟
,

当我坐定时
,

这桌立即坐满

了人
,

周围有不少人在拍照
,

陈先生左边是同济大学

陈志华教授
,

陈先生右边是生活秘书
,

她用公筷给陈

先生挑菜
,

我坐她右边第二个坐位
,

也有外国客人
。

有幸与陈院士同桌吃饭
,

开始有些紧张
,

随着陈先生

谈笑风生
,

也就 自然了
。

19 日上午代表们分成两路
:

一路去长城
,

下午送到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 一路直接

送到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

去国际数学家大会报到
。

4 在北京举办中国数学百年不遇的国

际数学家大会

在 19 93 年 5月
,

陈省身大师与丘成桐博士在受江

泽民总书记接见时
,

一起提出建议
,

希望 中国举办一

次国际数学家大会
。

正是由于这两位伟人的建议
,

中

国数学会在中央领导和有关部 门的支持下提出了举

办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申请
。

通过 19 97 年国际数学联

盟选址委员会考察和 1998 年国际数学联盟成员国代

表大会激烈的竞争
,

中国获得了2 0 0 2年国际数学家

大会的主办权
。

200 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是新世纪第

一次
,

也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召开的国际数学家

大会
。

这次国际数学家大会使用四种语言
:

英语
、

法

语
、

德语
、

俄语
。

大会于2 0 0 2年 8月 2 0日 1 5 :
oo

一 1 8 :
25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

江泽民主席出席
,

国际

数学联盟主席 .J Pal is 宣布大会开始
,

李岚清副总理

致祝词
,

国际数学家大会名誉主席陈省身院士作重

要讲话
。

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
、

国际数学家大会主席

吴文俊
、

北京市市长刘琪致欢迎词
,

欢迎五大洲数学

家欢聚北京
。

国际数学家大会组委会主席马志明院

士 向大会汇报了大会的组织工作
。

江泽民主席向法

国 L l五ffe gr u e
博士和美国 .v v oe vo d s k y博士颁发菲尔

兹奖
。

国际数学 联盟 秘 书 长 国际著 名数 学家 .P

G ir fft h。 向美 国 M I T的 M
.

S u d a n
博 士颁发 N e v a d i n n a

奖
。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
,

举行盛大宴会
。

国际

数学联盟 ( IM U )在大会设立资助工作委员会
,

资助

不发达国家和地 区的数学家出席大会作报告
。

本人

向资助工作委员会申报十篇论文 目录 (英文 )和三篇

论著的首页
,

评选结果
,

获 IC M Zoo Z全额资助
,

即最

高额度资助
,

对本人科研成果 (教育部立项的 JG 3 12

课题成果 ) 和 38 年在中国西部执教给予充分肯定和

鼓励
,

也是西 昌学院的荣誉
。

2 1一28 日学术报告会在

北京亚运村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

有 20 位数学家作一

小时大会报告
,

世界数学前沿间题
,

在大会报告厅

里
,

常常看见陈省身院士坐在轮椅上认真听中青年

数学家的演讲
,

休息时在他轮椅周围围满了人
,

与他

交流 ; 16 9位数学家作 4 5分钟专题邀请报告 ; 分学科

作巧分钟分组报告
。

本人在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第 18

报告组作巧分钟报告
,

论文人选大会论文集
,

并获论

文证书
。

28 日下午胜利闭幕
。

在国际数学家大会 ( 8

月 2 0一2 8 日 ) 前后有 4 6个卫星会议分别在 日本
、

韩

国
、

俄罗斯
、

越南
、

新加坡 以及中国内地的 35 个城市

的数十所具有数学研究深厚背景的高等院校举行
。

在国际数学家大会期间
,

91 岁高寿的陈省身先生是

相当忙的
,

他不但组织指导筹划北京国际数学家大

会和南开数学所国际微分几何与整体分析会议
,

还

要接待世界各国数学家的访问和频繁的记者采访
,

国际数学家大会为代表们提供由国际会议中心到南

开大学的车辆
,

有的报告组集体安排去天津宁园访

问这位德高望众的国际伟人
。

在 国际数学家大会之

后
,

陈先生又给我来过几封信
,

寄来他的照片和名家

讲演录续编《九十初度说数学 》
,

指导
、

关注中国西部

的数学教育和国际大众数学研究
,

我非常痛心的事
,

是没有实现陈先生来信上
“

盼有机相见深谈
”

的心

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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