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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王国里的辛勤耕耘者

— 记北京师范大学概率论创新研究群体

罗 丹
`

张文岭十 雷天刚 t

、
北京师范大学科技处

,

北京 10 0 8 7 5 ;t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 科学部
,

北京 1伽以) 85 )

数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
,

它 的历史渊远流长
。

正因为它的古老
,

研究创新在这一领域 中更显得不

容易
。

作为第二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

唯一人选的数学学科群体— 北京师范大学概率论

研究群体
,

自然有它独特和值得称道的亮点
。

北京师范大学概率论研究群体历经三代人的努

力
,

已有
`

4 0 年的传统和积累
,

他们被 国际上的两个

主要数学评论杂志誉为
“

马氏过程的中国学派
”

或
“

北京学派
” 。

从 19% 年以来
,

该群体主持或参加了 5 项国际

合作项 目 ;参与组织了 3 个国际学术会议 ; 在国际学

术会议上作邀请报告 17 次 ;访问过 17 个 国家和地

区
、

海外的 70 余所大学和研究所
,

共作学术报告 64

次 ; 有 5 人次担任国外主要数学杂志评论员或编委
。

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跟其他创新研究群体相 比
,

北京师范大学概率

论研究群体的一个特点就是人 员数量少
,

仅有 7 个

人
。

除主持人陈木法教授外
,

其余 6 人的年龄均在

29 一 39 岁之间
。

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集体
,

却做了

大量的工作
,

取得 了数量 和质量都令人赞叹的研究

成果
。

正如一些人在参观了他们的成果展览后所感

叹的
: “

这 么少的人竟然 做了这 么多的事
,

真不简

单 !
” 。

下面仅以一些数字为例证明之 :

199 5一 2 00 1年以独立单位名义获 11 项学术奖

励
,

其中含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 项
、

国家 自然

科学奖三等奖 1 项
、

香港求是基金会杰出青年学者

奖 1 项和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奖研究类一等

奖 2 项
。

19 91 一2 00 1 年共发表论文 142 篇
,

其 中国外刊

物 5 2 篇
、

S C J 收录论文 5 0 篇
。

199 2 年由 W
o lr d S e i

-

en it icf 出版研究专著 1部
。

19 91 一 200 1 年主持教育部基金和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项 目 28 项
,

其 中含 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 1

项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1 项
、

霍英东基金会

青年教师基金 2 项和教育部首届青年教师奖励基金

1 项
。

2 创 新之路

该群体的研究工作有如下三个创新特征
: 研究

课题的根基牢靠 ;带动了本学科的发展 ;与其他学科

强关联并有相当大的学科跨度
。

下面以他们的研究成果之一— 无穷维反应扩

散过程为例对此加以 说明
。

首先
,

他们从非平衡统

计物理的典型模型 出发
,

提出了反应扩散过程
。

过

去粒子系统集中研究平衡态系统
,

其代表是 isI gn 模

型 ;但此方向所代表的非平衡系统有着本质不同
,

从

而为粒子系统的研究拓宽 了新的阵地
。

因此
,

选题

的背景可靠
,

根基正
。

其次
,

这项研究引发了对传统

的马尔可夫链及更一般的跳过程的系统研究
,

发展

了祸合理论
。

不仅推动了概率论的发展而且加深了

概率论与统计物理 的交叉渗透
。

第三
,

为研究相变

现象
,

引进了特征值方法
,

它与传统的 eP iel
S

围道方

法完全不同
。

由此展开了关于特征值估计及相关不

等式进而遍历理论 的系统研究
。

这 自然与代数
、

分

析
、

几何等学科分支发生深刻联系
。

这项工作 的原

动机是学习几何
、

分析方法来探讨粒子系统的特征

值估计
。

出奇的是
,

陈木法和王风雨教授反过来使

用概率方法研究几何
、

分析 的特征值估计
。

他们就

有限和无 限矩阵
、

欧氏空间 中的椭圆算子 和流形上

的拉氏算子
,

找到了第一 (非平凡 )特征值下界的变

分公式
。

关于上界估计的变分公式已有百年以上的

历史
,

但关于下界的变分公式则前所未有
。

该成果

使得矩阵
、

椭圆算子和流形上拉 氏算子 的第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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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估计得以全面改观
,

不仅统一了
、

而且改进了几何

学家 4 0 年来所得到 的 8 种著名估计
。

这项成果展

现了概率论与数学内部诸分支之间交叉渗透的强大

威力
,

已在国际上产生 了突出的影响
。

3 立足 国内和 国际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概率论研究群体还有一个特点就

是 : 7 位群体成 员无一例外 全都是 我国 自己培养 的

博士
。

主持人陈木法教授是我 国自己培养 的第一批

博士之一
,

20 年来
,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

他一直立足

国内
、

孜孜不倦地埋头苦干
,

始终以建立我国 自己的

学术团体为己任
,

为发展我 国的概率论事业 和培养

人才做出了突出贡献
。

该群体的研究成果被许多国

外学者广泛引用
、

继续发展
、

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

例如
,

陈木法和王风雨教授的几何特征值估计
,

被誉为概率论与微分几何交叉的三个代表性成果之

一
、

并已被 国外收人总结性专著 ( 20 02 年 )
。

陈木法教授及合作者完成了跳过程和反应扩散

过程的系统理论
,

并 己总 结在他的研究专著之 中
:

《F or m M a kr io v
C h a i n s t o N o n 一 e q u i l ib ir u m p a rt i e l e Sy s -

t e m s》 ( w
o r ld s e i e n t iif 。 ,

s i n

脚
o er 一99 2 )

。

他关于藕合

研究的
“

三部 曲
” ,

更新 了藕合理论
。

有三项研究成

果 已被收人 w
.

J
.

A dn
e
sr on 的总结性专著 ( Sp ir gn er

,

199 1 )
,

被国外论文称誉为
“

陈氏最优藕合
” 、 “

陈木法

所发明的距离方法
” 。

在 2 0 02 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

上
,

他还被邀请作 45 分钟的大会报告
。

王凤雨教授建立 了新型 H a m ac k 不等式
,

被称

为
“

王氏不等式
” 。

作为应用
,

导出 了紧黎曼流形上

对数 S ob ol e v

常数不依赖于维数的估计
。

他还 提出

了一般型泛函不等式
,

综合运用概率
、

几何和泛函 的

工作
,

完成了系统的成果
,

这对于数学物理有极重要

的价值
。

他关于梯度估计和热核估计等方面的优美

结果
,

目前处于领先地位
。

在超过程方面
,

李增沪教授解决 了 E
.

B
,

D y ik n

的一个 猜想和 lF e m ing
一

iV ot 超过程 的可逆性 难题
。

他在国际上首先引进
“

斜卷积半群
” ,

系统地研究 了

测度值移民过程
,

被国外专家评价为
“

重要的整体性

研究工作
”

和
“

该方 向任何研究的基础
” 。

他和洪文

明副教授的中心极限定理
,

被国外学者称为是
“

令人

惊讶的
” 。

上述事实充分显示了这一研究群体的研究成果

的广泛影响及所处的国际地位
。

4 朴素严谨的学风
、

团结敬业 的精神

北京师范大学的概率论研究群体在过去的几十

年中形成 了朴素严谨和团结敬业 的优 良传统
。

正因

为大家都有为数学事业献身 的理想
,

又有 良好的学

风和敬业精神
,

他们才能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学

术界逐渐显现的浮躁
,

而潜心于清贫的数学王国
,

执

着地辛勤耕耘
。

在这方面
,

研究群体的学术带头人陈木法教授

严于律 己
、

以身作则 的榜样起 了非常好的作用
。

看

到陈老师专心学问
、

心无旁鹜
,

学生们不由得想到 自

己还不如老师用功怎么行 ?! 提起陈老师不随便在

学生的论文上署名
,

不少学生都有诸多感慨
,

他们说

陈老师为我们的论文从各方面给了许多原则的指导

和具体的帮助
,

但是通常都拒绝署名
,

学生们常为此

感到不安
。

还有一些学生面对科研刚起步时
,

陈老

师多次在 自己论文稿上密密麻麻的修改 (包括专业
、

英文
、

常识等多方 面 )
,

也会情不 自禁地为 自己遇上

这样的好老师而庆幸
。

正因为有这样潜移默化的影

响
,

研究群体的青年一代在学术道德方面也在健康

成长
。

正如王凤雨教授所说的 : “

在现实 中有许多因

素对学风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
,

而我们坚信只有过

硬的学术成果才是 自己包括我们这个集体的立身之

本
,

否则既影响 自身的学术声誉
,

也影响 自己学科的

声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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