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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 出 的 数 学 家 吴 文 俊

李 邦 河

(中团科学院系统科学研 完所 )

今年五月十二 日
,

是我国杰出的数学家吴文俊教授的七十岁诞辰
.

吴教授在数学研

究上 己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

取得了多方面的巨大成就
,

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声誉
,

成为国际

著名的拓扑学家和数学机械化的开创人之一
他曾相继担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和系统科学研究所 的副所长

,

现任系统科学研

究所名誉所长 他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

数理学部副主任
.

:

姆 83 一均济 期间
,

任中国

数学会理事长、 他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

并两次被鼠际数学家大会邀请作报告
.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二日
,
他在上海市裔浦县出失

.

打父亲是 一位 书店 的 高级 职 员
.

一九四 O 年七月他毕业于上海交通大举
,

同年九月
,

经朋友介绍到上海育英中学任教职

员
.

一九四二年
,

日美珍珠港事件之后
,

有半年失业在家
,

然后到上海培增中学任教职员
.

一九四六年初到上海临时大学任助教
.

在 中学任教职员期间
.

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刻苦钻研初等几何
,
做了许多非常复杂

和难度很大的研究
.

因此
,

他对初等几何的了解之深刻
,

是一般数学家所无法比拟的
.

这

或许为他在七十年代开创初等几何和微分几何的定理的机械化证明
,

作了某种潜在的准

备
. ’ 、 `

一九四六年八月前的某一天
,

经朋友介绍
,

他见到了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教授
.

陈在赞

赏他的研究精神的同时
,

指出
:

研究初等几何
,

方向不对
.

陈当时是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

所的代理所长
,

八月份就把吴安排在该所工作
,

直至一九四七年十一月
.

这无疑是吴的事

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

在这期间
,

陈正致力于代数拓扑学的研究
,

并带领青年人学习这一崭新的学科
.

在陈

的指导下
,

吴创造了奇迹
.

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
,

他就在号称
“
难学

”
的代数拓扑学上做出

了重要成果
,

给出了 W h i专n e y 示性类的乘积公式的较简单的证明
.

这一公式的原证
,

由

E
.

W h蜘6yL 本人给出
,

是极为复杂的
,

以至于 W址七
n ey 在论文发表后仍不得不保留更

为详细的原梅以每忘
`

一 `

一九四七年粤
、 ;

暑考取了中法交 换生
,

并 于十一月 份去法 国斯德拉斯堡
,

从师

Q ilE “
~

教授
、 仑

无扣珍叩娜拜娜 即为他申请到了法国科学院的资助 (。 N
卿

.

在

斯德拉斯堡两年
,

他就取得了法鼻属家协吮学位
.

他的博士论文与 G
.

R ee b 的一起
,

以专

著的形式出版
, ·

随后
,

他去巴黎 , 与凡 伽州` 玲教授一起工作
.

在法国不到四年的时间里
,

吴在代救拓扑学上取得了解煌韵成就矛其时
,

正是代鼓报

姗
年 。月 10 旧 收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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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从艰难迟缓的发展走向突飞猛进
.

在 J
.

Lr e a y
,

H
.

o ar at n
,

0
.

E hr 明m a n n 等著名教

授的影响和带领下
,

吴文俊
,

R
.

T h oln
,

J一P
.

S二 r 。 ,

A
.

B or el 等四员年青闯将
,

开创了法

国代数拓扑学的黄金时代
,

站在世界最前列
.

吴和 T h o m 首先证明了 出 ie 撇
一
W址击n ey 示

性类的拓扑不变性
.

随后
,

昊又定义了吴示性类
,

并给出了由吴示性类与 S加en
r
记 运算表

达 S桩e

甸
一W如比

e y 示性类的著名的吴公式
.

该一公式最终揭开了笼罩 S ìe fel
一W ih 恤 。了

示性类的神秘面纱
,

使之变得极易计算
,

在另一个昊公式中
,

他给出了 W ih 恤 ey 示性类之

间的后来被证明是所有可能的关系
.

此外
,

关于 击 ee n r
od 运算的著名的 Car 施n 公式是

吴向 H
.

C么r椒 n 建议的
.

吴的这一系列成就为代数拓扑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微分拓扑学的

兴起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
,

吴示性类和吴公式 已成为拓扑学家手中最常用和最有力的

武器的一部分
,

据不完全统计
,

以昊公式为题 目的拓扑学的论文就有 IL 十篇之多!

一九五一年八月
,

吴放弃了在法国的优越的研究条件与物质生活
,

毅然回到祖国
.

回

国后
,

他先在北京大学数学系任教授
.

由于江泽涵教授的举荐
,

他于一九五二年十月到中

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任研究员
.

一九八 O 年一月到新成立的系统科学研究所工作
.

在回国后的一段时间里
,

他致力于 卫面 trj
a ig n 示性类的研究

,

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

章
,

证明该示性类模 3
、

模 4 的拓扑不变性
.

接着
,
他又引入了关于多面体的一组非同伦不

变的拓扑不变量一
’

由于熟知的大量拓扑不变量均是同伦不变的
,

吴的这一发现受到了高

度重视
.

在这朴发铡的鼓舞下
,

他提出了示嵌类的概念
,

系统地发展了多面体在欧氏空间

中的嵌入理论
.

在徽分拓扑方面
,他证明了如下的重要定理

:

当 。 > 2咐
, 。 维微分流形在

2 、 十 1 维欧氏空间中的任意两个微分嵌入都同痕
.

一九五六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布了第 “ 庙
一

国家自然科学奖
.

只有兰人— 年仅三

十七岁的吴文俊和早 已享有盛名的力半象钱半霖
、

数学家华罗庚获得 了最高奖
.

同年
,

吴

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
.

一九劝、年八月考在爱才堡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邀

请他作半小时报告 (未成行 )
.

一九五八年
,

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
,

代数拓扑学被认为脱离实标而受到冲击
.

吴于是

开始了他的博奕论的研究
,

做了不少有价值的工作
.

他选择这一方向
,

或许还与他是一位

水平颇高的业余围棋爱好者有关
.

一九六二年起
,

他又恢复了拓扑学的研究
,

侧重于奇点
`

理论
.

一九六五年
,

他在代数儿何方面发表了重要工作
.

定义了带奇点的代数簇的陈省身

示性类
. , -

一九六 O 年九月起
,

他开始了一项特殊的讲课任务
,

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

19 60 一6 5 的八十位学生的主讲老师
.

除了未讲三年级的课与最后 “ 学期学生做毕业论

文外
,

他共讲了七学期
,

三门课程
:

微积分
、

微分几何
、

代数几何
.

他的课讲得很动人
.

常

常是先提出问题
,

再逐步分析问题
,

最后导致问题的解决
,

步步紧扣
,

由浅入深
.

既教了知

识
,

又传授了研究方法
.

教学内容的安排也很有特色
.

例如
,

在第三学期就讲微分形式
,

以及囊括各种种样的曲线和曲面积分公式的 S切 k丽公式
,

迅速把学生引向较高的境界
`

现在
,
他的这批学生 中有不少已成了有成就的中年数学家

.

一九六五年九月
,

他到安徽省六安县农村
,

作为工作队员参加了半年的
“ 四清

冲运动
。

回北京后不久
, “
文化大革命

”
就开始了

,

在这段不能搞纯粹数学的非常时期
,

他的思想却

仍然在数学的王国里奔驰
一

九六七年某天
,

在数学研究所的阅览室里开批判会时
,

他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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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翻看了书架上的一本数学杂志
.

受某篇文章的启发
,

他忽然想到
,

他的示嵌类理论可应

用于印刷 电路或集成电路中的布线间题
.

用数学的语言来说
,

这就是
:

何时一个线性图可

放在平面里? 他得到了漂亮而完整的结论
,

作为他的名著
《可剖形在欧氏空间中的实现问

题
》
的中文版的附录发表

.

七十年初
,

他又钻研中国古代数学史
,

有许多独到的发现
,

一九

八六年
,

他应邀在伯克莱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了关于中国古代数学史的四十五分
J

钟报告
.

一九七六年底
,

他忽然形成 了一个初等几何定理的机械化证明的思想
,

也就是说
,

用

一套统一的方法去证明一大类几何定理
.

经过几个月 的试验
,

终于在一九七七年春节前

成功地用这一思想证明了不平凡的定理
.

事后
,

他想起了 J
.

F
.

iR “ 的一本书中曾有 多

项式组的整序方法
.

经过他的加工
,

形成了 iR “ 一吴整序原理
,

为初等几何和初等微分几

何的机械化证明奠定 了理论基础
.

他和他的学生于是开始在计算机上实施
,

证明和发现

了许多难度很大的几何定理
.

一九八四年
,

他的专著
《
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基本原理 (初

等几何部分 )
》 出版

.

在他进入定理的机器证明这一领域之前
,

这一领域的工作都是由数理逻辑学家做的
,

而且只有很简单的定理才能被证明
.

因此
,

吴的理论出现后
,

很快得到同行的赞赏
,

称之

为吴方法
,

并纷纷学习
,

在美国
,

已出版了由吴方法证明的几百条几何定理的书
.

吴把机

器证明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实用的阶段
.

吴成为第一位在机器证明上作出重大贡献的数学家
,

或许是因为在他身上具备了下
一

列条件
.

一是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深刻理解
,

中国古代数学是构造性的
,

可计算的
,

而只有

构造性的数学才能在计算机上实现
.

二是对初等几何的非一般数学家可比的精通
.

这一

点已在前面提到过
.

三是熟悉代数几何
.

因为他面对的是多项式系统
,

而且他也确实用

了代数几何的知识
,

无论如何
,

只有具有多方面的数学知识和善于创造性地思维的人
,

才

能作出这一独特的发现
.

吴对拓扑学的贡献是伟大的
.

他是闪耀于午夜的灿烂的拓扑学家群星 中 的 一颗 明

星
.

而他在机器证明上的成就
,

则犹如晨空中的启明星
,

其影响可能更深远
.

七十年代以来
,

除了机器证明外
,

他还继续在拓扑学和代数几何上作出了若干引人注

目的结果
.

例如
,

他关于有理同伦型的一系列工作被总结成专著
,

作为斯普林格数学讲义

之一 出版
.

又如
,

发现了任意代数超曲面的陈省身数之间的种种关系
.

在吴文俊教授七十寿辰之际
,

我们高兴地看到
,

这位世界著名数学家
,

仍然精力充沛
,

生气勃勃
,

继续在进行着开创性的工作
.

他满怀信心地展望着一九九九年
,

八十岁 ! 展望

着二十一世纪 l

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

李邦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