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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恕行讲述在求索的过程中攀登

“人工智能日新月异，要

想进一步发展，数学的突破少

不了。”

10 月 29 日下午，中国科学

院院士、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

院教授陈恕行站上相辉堂北堂

讲台，以《求索、攀登、奋斗》为

题，开讲“强国之路”思政大课，

从自己的经历说开去，结合应

用案例深入浅出，将数学科研

之路与复旦2024级理科新生分

享、共勉。

在复旦，结缘偏微分方程

“我出生在解放前，成长

在新中国，从小就对解方程很

感兴趣。”

从未知推导已知，由问题

找到答案，这个神奇的过程让

少年陈恕行着迷。在高考选择

专业的时候，他不假思索地报

考了复旦数学系。1959 年国

庆，在第一教学楼前，陈恕行留

下一张青涩的合影。

数 学 研 究 如 何 走 向 应

用？1960 年代，青年陈恕行与

复旦数学系同事深入工业一

线调研，造访上海汽轮机厂，

上海电机厂，前往上海重型机

器厂探访江南造船厂生产的

万吨水压机，到工业生产第一

线调研学习。

通过深入社会生产实践，

数学系师生对书本理论的应

用需求有了更深了解，还参与

到解决应用问题工作中去：以

苏步青先生为代表的复旦数

学人长期参与江南造船厂的

研究工作，并发展了计算几何

的新方向；数学系尚汉冀等与

上海柴油机厂联合，研究出新

型气缸活塞设计，不仅提高厂

里的生产效益，成果还获首届

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在当时，有些人认为数学

只是科学技术的计算工具，“这

样的认知是肤浅的”，陈恕行

说。“随着国家工业水平的提

升，你会发现数学的很多应用，

还远未被发掘出来。”

“用小机器解决了大问题”

1975 年，陈恕行等人采用

复旦研制的 719 浮点计算机

进 行 计 算 ，输 入 和 输 出 设 备

仍采用原始的穿孔纸带。尽

管 719 计 算 机 是 复 旦 计 算 机

史上第一部用高级语言编程

的 机 器 ，但 相 较 于 国 外 的 先

进 计 算 机 ，在 计 算 能 力 上 仍

有数量级差异。“但我们等不

了”，陈恕行说。从来没有数

字计算经验，那就从零开始，

从头查资料、学方法。

“ 用 小 机 器 解 决 了 大 问

题”，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数

学家谷超豪戏称这段难忘的科

研经历。

回顾一生的研究工作，陈

恕行说，“我这一生一直在求

索，对数学的认识不断加深。”

最开始，只认识到数学是人类

生活的基本需求，学习数学是

出于兴趣爱好；后来，了解到

数学是科学的语言，是科技发

展不可缺少的工具；随着学习

与研究的深入，才认识到数学

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推动社

会发展的巨大动力，数学是核

心技术，是国家实力的表现。

“在求索的过程中，我不断攀

登和奋斗。”

陈恕行对在场的同学们

表 示 ，来 到 复 旦 开 启 新 的 人

生 历 程 ，会 有 很 多 问 题 需 要

思 索 ，会 遇 到 困 难 和 挑 战 。

碰到困难不是坏事，“每天都

像 喝 白 开 水 一 样 度 过 ，那 有

什 么 意 思 呢 ？ 只 有 克 服 困

难、踏上新台阶，才能不断前

进。”科研的过程是突破与迷

茫 的 反 复 纠 缠 ，胜 利 喜 悦 是

暂时的，艰苦攀登是长期的，

他希望同学们始终保持强烈

的探索兴趣。

本报记者 汪祯仪
实习记者 曾译萱
本报记者 成钊摄

“1979 年，我踏入复旦大

学 的 大 门 ，开 启 生 物 化 学 之

路。那时，作为一个理科生，

我 对 未 来 充 满 未 知 和 疑 问 。

我不确定自己的前途，也不知

道将来的路会如何。但我知

道，只要坚持做对的事情，跟

着初心走，很多事情就会自然

而然地到位。”

10 月 29 日下午，冠科美博

董事长和全球 CEO、美国华人

生物医药科技协会创始会长、

校友余国良走上复旦相辉堂讲

台，以《我的科学人生》为题，开

讲“强国之路”思政大课。

“人生都一样，关键在管理”

“人生都一样，关键在管

理”。

余国良口中的“人生都一

样”，是从生物学角度来说的。

“人类基因中 99.999%都是相

似。如果想做一个对社会有用

的人，把握自己的人生，关键是

你怎样管理你的人生。”

1979年，通过“史上最难高

考”，余国良考入复旦大学。当

时，他原本想学习物理，但在招

生办一位素昧平生的杨老师建

议 下 ，他 选 择 了 生 物 化 学 专

业。“杨老师认为我在生物化学

方面会有出息。这对我的未来

产生不一样的影响。”

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攻读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

师从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开展

端粒酶机制的研究。导师和师

姐于2009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余国良做了很大贡

献。之后他到哈佛大学做博士

后研究，发现了第一个植物抗

病基因。

跟随伊丽莎白求学期间，

余国良学会了两件事：没有笨

问题，要敢于追求自己想要的

东西。他谈到，参与发现端粒

酶的作用机制，深入癌症、心血

管代谢疾病及免疫等领域，是

他科学研究生涯中的重要里程

碑。那段时间，他每天都会在

实验室忙到半夜，每篇文章至

少失败 10 次，才能有结果。“有

人问我累不累，我想说，科学发

现的过程让人着迷，做前人没

做过的事情，创新可以不断给

我惊喜。这种快乐，是在其他

场景得不到的。”

让大家因你而快乐、健康

从科学界走向工业界和生

物界，余国良在转型成为一名

企业家和投资人时，跟随导师

方瑞贤。“他创业成功赚了很多

钱后，朋友们都去庆祝。当时

有人说‘now you can live like a

king’，他却说‘I don't want to

be a king, but I want to become

a king maker’”。这句话，留驻

在余国良心中许久，“如果我成

功了，也一定要像他那样，去带

动别人成功。”

他曾呼吁青年人将个人成

就和国家需求相结合。“科技创

新和生物医药的发展不仅关乎

个人的事业成就，更关乎国家

的未来和社会的健康福祉。”

受惠于吴瑞先生发起的中

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在

其逝世后，余国良参与创立吴

瑞基金，每年资助 10 位在生物

科学领域的优秀博士生继续科

研。“如今，这些人大多成为生

物科学领域的中流砥柱。160

位获奖者中成为博士生导师的

数量高达 92 人，起到培养人才

的作用”，他自豪地说。

发现第一个植物抗病基

因、第一个人类组，花 22 年参

与生产第一个治疗系统性红斑

狼疮抗体药，花 16 年接力研发

临床效果最好的黄斑病变眼

药，创建一个最好的抗体公司，

打造国际先进的 CDMO 平台，

提升国家新质生产力，出版两

本 科 普 读 物 、组 织 公 益 资 助

……余国良说：“人生是一个旅

程。善待自己，爱你的存在，要

让大家因你的存在而快乐、健

康。”现场响起掌声。

本报记者赵天润
实习记者王沫恒
本报记者成钊 摄

余国良分享人生的关键在于管理

国际无线电联盟主席
阿里·西赫沃拉到访

10月 28日下午，校长金力
会见国际无线电联盟 (Inter⁃
national Union of Ra⁃
dio Science, URSI)主席、
芬兰阿尔托大学教授阿里·西赫
沃拉（Ari Sihvola），双方就
科研合作及师生交流交换意见。

阿里·西赫沃拉表示很高兴
来到复旦大学。他表示，人工智
能正在引领科研范式的变革，数
字化的浪潮也在推动科研创新迈
向新阶段，人工智能不仅将推动
科研的发展，基础研究也将反过
来赋能人工智能的升级。复旦大
学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
位，对此他表示赞赏，将鼓励更多
学生来到复旦交流学习，促进双
方之间的学术和文化交流。

金力介绍了复旦与北欧及
芬兰的合作交流情况及学校在
AI for science(注：科学智
能，简称 AI4S)领域的布局发
展。目前，复旦已与图尔库大学
开展电子信息双学位合作培养
项目，与阿尔托大学持续开展学
生交流项目。阿尔托大学作为
北欧五校联盟成员之一，在工程
技术领域处于国际顶尖水平，期
待双方进一步推进交流、合作与
相互了解，共同推动科研创新，
培养更多优秀的科研人才。

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成立于
1913年，是国际无线电科学领域
的非政府性学术组织，常设机构在
比利时布鲁塞尔，主要负责在国际
范围内促进和协调无线电科学领
域的学习、研究、应用、科学交流和
沟通。联盟的宗旨与使命是激励
无线电科学领域的研究，特别是需
要国际合作的课题。联盟还致力
于建立无线电全频谱的精确值，包
括但不限于计量方法、计量设备、
电信以及电磁波等领域。

本报记者 汪蒙琪

“一带一路”教育
国际交流论坛举办

11月 1日，第 25届中国国
际教育年会“一带一路”教育国
际交流论坛在京举行，论坛主题
为“新质生产力赋能‘一带一路’
教育国际交流”。中国教育国际
交流协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原党
委书记焦扬，复旦大学副校长、

“一带一路”教育国际交流分会
理事长陈志敏出席论坛并致辞。

论坛期间，《2024年“双一流”
建设高校教育对外开放发展状况调
查报告》摘要发布，从对外开放战
略、发展保障机制、教师、学生、专业
课程、涉外办学、学术交流、人文交
流与特色发展等八个方面，对“双一
流”建设高校教育对外开放的最新
发展情况进行了介绍和解读。

本次论坛聚焦“新质生产力”
这一核心概念，探讨“一带一路”倡
议框架下，如何加强与“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
更高水平上的教育交流与合作。
来源：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

“强国之路”思政大课


