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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倫比亞大學數學系的戴維斯講座教授漢米爾頓 2024

年 9 月 29 日逝世於紐約曼哈頓，享壽 81 歲。漢米爾頓

以在幾何分析和偏微分方程領域上的重大貢獻而聞名，

尤其是在 1982 年首創黎曼流形上的「黎奇流」理論；

這是一個偏微分方程，它會根據空間的彎曲程度演化

出特殊的幾何形狀。漢米爾頓用它來建立了關於 3 維

和 4 維的正彎曲空間形狀（拓樸學）的驚人結果。在

接下來的幾十年裡，漢米爾頓發展了一系列的結果和

想法，嘗試利用黎奇流來證明幾何拓樸學領域的龐卡

赫猜想以及更強大的瑟斯頓幾何化猜想。最後，漢米

爾頓的幾何流綱領在帕瑞爾曼的傑出工作中完成。漢

米爾頓所發展的黎奇流為現代幾何分析領域提供了最

強大的工具之一。黎奇流的理論與技術的影響力至今

仍在延續。漢米爾頓教授的幾何流將繼續推動激勵未

來幾代的數學家。

   為了向這位極具創造力的傳奇幾何分析學家致敬與

悼念，本刊這一期特別收錄了 3 篇悼念文章：首先是

丘成桐的〈悼念我的老朋友理查．漢米爾頓〉，在文

中可以看到丘成桐與漢米爾頓這兩位幾何分析創始數

學家半個世紀以來的深厚情誼，以及漢米爾頓的研究

成果與貢獻；接著，劉克峰與徐浩的〈數學史上最偉

大的助攻 —— 懷念漢米爾頓教授〉一文則更深入的介

紹黎奇流的理論與技術所帶動影響了許多學者在幾何

拓樸領域的研究，以及漢米爾頓多次到浙江大學講學

的故事；但是黎奇流的理論與技術不僅僅侷限在純數

學領域，在顧險峰的〈思想人間萬世長存 —— 懷念漢

米爾頓教授〉一文中為讀者描繪了黎奇流在電腦視覺、

醫學影像、以及工業應用的突破。黎奇流在醫療與工

業技術實質普及應用也必將指日可待。

   本期「數」的文章是丘成桐的〈數學的萬有引力 ——

2023 年度邵逸夫數學科學獎講座講稿〉，在文中幾何

學大師丘成桐為讀者介紹他近 60 年來與合作者、博士

後以及學生在微分幾何、相對論、弦論與應用數學的研

究旅程。

   計算複雜性理論是理論資訊科學與組合數學的一個

分支領域，致力於探討研究解決問題所需的資源，諸

如時間（要通過多少步演算才能解決問題）和空間（在

解決問題時需要多少記憶體）。然而，計算複雜性理

論的科普文章或書籍並不多見。本期的 Quanta 選文是

布魯貝克的科普文章〈複雜性理論的 50 年知識極限之

旅〉。這篇文章講述的是計算複雜性既迷人又富挑戰

性的理論在過去 50 年來所要解決的問題、面臨的障礙

與挑戰，以及近期的關鍵性突破和未來的展望。

  自從 2003 年開始每年頒發一次數學界最高榮譽之一

的阿貝爾獎，阿根廷裔美籍的卡法瑞里是第一位南美

洲出生的獲獎者。然而可惜的是迄今尚未有任何一位

東亞裔的數學家獲頒此獎。這一期「人」的文章是瓦

斯奎茲的〈一位非常多產的數學家 —— 卡法瑞里〉。

卡法瑞里是公認的橢圓型偏微分方程的泰斗，在排除

或刻劃奇點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他也是 2023 年

度的阿貝爾獎得主。與以往本刊的阿貝爾獎得主的訪

談文章不同，這一篇文章是由與卡法瑞里有超過 40 年

情誼的好友兼合作者所執筆撰寫的，以側寫的角度讓

讀者認識了解卡法瑞里的研究成果、治學方法、以及

處世態度與人格特質。

   最後，本期「文」收錄的是王穆之的〈陳省身藏書

小記〉短文小品，故事講述的是作者在因緣際會之下

接觸到了一批陳省身的藏書，期能藉由本文一窺陳省

身治學歷程中的早年軌跡。（編輯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